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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会相信，“我的理想是考上墨尔本大学”这句话出自一
个小学6年级的学生之口。在黄蓉小学5年级时，她和家人一同赴澳
大利亚旅游。回国后，她却只记得悉尼歌剧院的恢弘和导游口中那
所在墨尔本“没有围墙的学校”。小学毕业前，黄蓉的语文老师布置
了一篇命题作文，题为《我的理想》。当时的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不过她记着那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就写下“希望考上墨尔
本大学”。 “没想到，时隔8年，梦终成真。” 黄蓉说。

重拾儿时梦想

在黄蓉为选哪所大学而犹豫时，妈妈找出了她小学6年级写的那
篇作文，鼓励她去墨尔本大学。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第一年，黄蓉
报名参加学校的学术英语测试，结果却不尽人意。然而她没有向困
难低头，选报了学术英文课，努力提高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在黄
蓉选的很多课上，她都是班上唯一的一名国际学生。从最初在班里
不敢发言，到如今组织策划各类项目，她对梦想认真的态度一直没
有变。

如今的黄蓉，已经从墨尔本大学毕业，正在攻读教育硕士学
位。她相信“教育塑造的是未来的世界”。她很感恩一直以来支持她
梦想的家人，还有那些给她提过宝贵建议的良师益友。

在印尼做志愿者

黄蓉在墨尔本大学圣三一学院读预科时，就经常参加墨尔本大
学的各种社团活动。虽然当时她还没有墨尔本大学的学生号，但是
许多社团因她的真诚和热情都愿意提前接纳这位预科生。丰富多彩
的社团活动让黄蓉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同
时她利用课外时间争取到了很多参与跨文化社区志愿活动与社会实
践活动的机会。

2016年初，澳大利亚国际志愿者协会在墨尔本大学招募前往印
度尼西亚日惹地区的志愿者，黄蓉报名，最终成了全墨尔本8名志愿
者中唯一一名国际学生。黄蓉坦言：“面试时，他们问我有没有体验
过乡村生活，我说自己虽然在中国城市里长大，但也去过乡村，我
不怕苦。”

印度尼西亚气候炎热潮湿。在印度尼西亚的两个月，黄蓉和其
他两名志愿者住在当地人家中。房间里没有床和电扇，3个人挤在两
张床垫上，洗澡时将冷水用小水瓢浇在身上。“生活条件虽然艰苦，
但我们和孩子们一起了解天然果蔬的营养价值，培养幼苗，耕地种
菜，每天都很充实，很快乐。”黄蓉说。

在印度尼西亚当志愿者的两个月对黄蓉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她
无法忘记孩子们的天真烂漫和对知识与新事物的渴望，同时她也更
加懂得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黄蓉注意到村子里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每月只有1次机会到“移
动书屋”阅读，她便有了为孩子们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图书室
的想法。在黄蓉21岁生日到来之际， 她在脸书上邀请大家参加生日
会，并备注“无需礼物”，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她为印度尼西亚的
孩子们建一个图书室。

“我从没有向别人要过什么，募捐善款以及请大家捐赠闲置的儿
童书籍比我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黄蓉很感恩她21岁的第一个梦想在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顺利实现。她筹集到了两大箱图书和文具以及
一笔够孩子们购买书架和50多本新书的资金。

扩大知识半径

黄蓉选课通常以个人兴趣和好奇心为出发点。3年的本科时间，
她主修了社会学，也选修了人文地理、逻辑辩证、电影艺术、宗教
与哲学，还尝试挑战了戏剧表演、中英口译，同时争取了多个出国
交流与调研的机会。

当黄蓉从墨尔本大学圣三一学院预科毕业时，她被学校邀请参
加墨尔本国际学生交流会。在交流会上，黄蓉接触到了来自各国的
优秀学生，也体会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次年，黄蓉成功申请成为国际学生交流会的志愿者，并在会
后的职业交流会上结识了两位“职业导师”。今年，黄蓉已成为交
流 会 的 组 织 成 员 之 一 ，
为维多利亚州更多的大
学生提供认识自我、激
发潜能的机会。

因常年在海外读书，
黄蓉自叹自己对日新月
异的祖国了解得太少。因
此，大三寒假时，黄蓉与
墨尔本大学地理学专业
的老师以及 10 多位同学
来到中国，到多个城市和
村庄考察学习。“我为祖
国的发展感到骄傲。”黄
蓉说。

留学记

黄蓉：
做喜欢的事

走自己的路
王玉平 惠 娟

《神州学人》供图

让更多的人了解俄罗斯人

做微信公号的想法，缘起于微博“人在川大”，无意之中看到这个微博账
号，一张图、一段文字，介绍在川大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通过阅读，了解他
们的小生活、小困惑、小理想，收获自己的成长感悟。这样新颖独特的方式，
让喜欢摄影与文字的我深深为之吸引。

俄语零基础的我，来到莫斯科留学后，非常想了解俄罗斯人的生活和文
化，然而语言成为实现这一想法的最大障碍，于是提升俄语水平，成为急需做
的事情。能不能像“人在川大”那样，采访俄罗斯人，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直到在
一次文艺演出上遇到了暮夕，我知道时机到了。

暮夕俄语专业毕业，是俄语大神，跟她说了我对公号的设想，她当即表示
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后来又遇到了少飞、学敏、子豪，他们组成了“人
在俄罗斯Russia”微信公号最初的采访和翻译团队。

2017年6月25日，我们推出了第一期采访内容，从此小小的平台开始正式
运营。公号就像我们共同的孩子一样，我们用心做内容，希望她茁壮成长。后
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的公号，其中一部分人，喜欢我们的内容，加
入我们，与我们一起运营公号。

我们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暮夕是公号创始人之一，现在在莫斯科公派读研，多才多艺，弹钢琴和夏
威夷小吉他不在话下，歌声悦耳动听。张子豪与我就是在一次歌唱比赛中与暮
夕结识，成为良友知己。暮夕是我们团队的重要采访成员之一，熟练运用俄
语，常常以亲和可爱的笑容让被采访者放下戒心，然后进一步打开话题与之交
谈，是我们团队中的“女一号”。

张子豪在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读研，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生，爱
好旅游和音乐，平时喜欢参观莫斯科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还会到流浪狗
救助站做公益，积极融入当地文化。他曾参加过在莫斯科举办的“一带一
路”音乐会、中国电影节等活动，为中俄青年的文化交流盛宴奉献了自己
的力量。

团队成员陈厚斌在莫斯科公派读研，做过兼职、展会翻译、专业优秀。他

和团队另一位成员彻罗基 （化名） 是好搭档，他们的想法独特，构思新颖，却
往往能达成一致。

现在团队中负责翻译、校对工作以及联系约访对象的孙怡明正在莫斯科人
民友谊大学读研究生，对俄罗斯文化等理解颇深，是位采访能手，妙语连珠，
能轻松和俄罗斯人打开话匣子。在生活中，她对俄罗斯音乐与电影着迷，喜欢
不断接触新鲜事物，拒绝一成不变。

负责团队文案的彻罗基也在俄国留学，感觉他总有用不完的构思与点子。
负责翻译的小晴大人 （化名），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本科插班生， 俄语

优秀自不必说，还是舞蹈达人，也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
除了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团队还有一位俄罗斯人，是程序员工程师。他喜

欢汉语，喜欢中国文化，更有5年打乒乓球的经验。
我们团队中的成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做好公众

号，推动中俄青年的交流。

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

对于团队成员而言，做公号能让我们在俄留学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一群优
秀的小伙伴聚集在一起，思想碰撞时擦出的火花，对于每个成员而言，无论是
团队协作沟通能力，还是学识精神层面都有所成长。在一次次采访中，我们不
仅提高了俄语语言水平，也加深了对俄罗斯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普
通民众给予我们的支持和肯定以及他们温暖的故事感动着我们。

对于俄罗斯受访民众而言，当他们看到中国青年背着采访设备穿梭在大街
小巷，会加深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在加深中俄友谊的同时，我们更是在用自
己的力量向俄罗斯展示积极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作为留俄学子，这是一种特
别的使命感。

记得有一次，在全俄展览中心，我在采访中遇到了一位上世纪 70年代毕
业的校友，当时他正与妻子和孙女游览，听到我与他同校，老人十分激动，回
忆了自己大学时期的青春岁月，讲述了与中国同学的故事以及中苏友谊，勉励
我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老人身上的使命感，让我十分感动和钦佩。

对于留俄学子整体而言，我们希望借助平台的微薄之力让中国留学生了解
俄罗斯，通过普通民众的平凡故事感受这个国家。

公号还在起步阶段，我们希望将来能在现有栏目基础上，推出新的节目，
同时不断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深度，搭建跨文化交流的优秀平台，成为国人了解
俄罗斯的窗口。

本报电 （顾淑霞 吕 婷） 日前，清华大学拉美中心在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揭牌成立。

据介绍，清华大学拉美中心设立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中央商业区的一
幢现代化大楼内。中心将成为清华大学在拉丁美洲的联络和交流基地，服
务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学术研究和人文
交流。作为清华大学海外布局点之一，拉美中心将为培养清华大学学生的
全球胜任力、开展全球研究、建立全球合作和提升全球声誉作出贡献。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清华大学拉美中心将会为推动清华和拉美国
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为促进中国和拉美国家青年

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加强清华在拉美地区校友之间的联系并促进校友
对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作出贡献、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清华大学拉美中心的揭牌成立，相关活动陆续展开。清华大
学和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就数字化转型的经验、挑战
及应对进行对话研讨，与智利相关机构就智利与中国的生产机制进行
对话研讨。

自2006年以来，清华大学与智利开展多方合作，除学生交换项目外，
还成立了中国与拉美管理研究机构，加强我国与智利乃至拉美国家教师间
的管理研究和学术交流，以及相关的科技合作。

“我们希望把这个有趣的平台一直做下去，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了解他们

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文化……从别人的故事里启迪自己，收获成长和快乐。”2017年6月24日，微信公

号“人在俄罗斯Russia”与读者“第一次相约”。

“对于俄罗斯受访民众而言，当他们看到中国青年背着采访设备穿梭在大街小巷，会加深对中国留学生

的印象。在促进和加深中俄友谊的同时，我们更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向俄罗斯展示积极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

作为留俄学子，这是一种特别的使命感。”公号运行1年多， 公号创始人、莫斯科动力学院博士生何海洋如

是说。

从一个人背着相机去公园采访，慢慢发展到现在的团队，何海洋与大家一起把团队发展壮大。团队

成员亲切地称他为“冻龄男神”，因为他常指出公号的发展目标和专题方向，同时精通摄影技术，是团队的

协调者。

——编者

在俄罗斯展示
积极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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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拉美中心揭牌成立

黄蓉 （二排右一） 与同学和老师拜访河南济源桐树岭村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