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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中国学子走出国门，
奔赴世界各地学习。由
于文化观念的差异，学
子们有时也不可避免
地遇到文化冲突。增进
相互理解，化解文化冲
突引发的矛盾无疑是
学子学习和生活中的
必修课。

辩证看待差异

王梦真是一名大
三学生，目前正在南
丹 麦 大 学 交 流 学 习 。
她在当地的生活还算
顺利，与当地人相处
也很融洽，但她还是
感觉到了文化差异。

这学期，王梦真
在丹麦交换学习，身
边鲜有中国同学，便
常常和外国朋友一起
出行聚餐，也更快地
了解了当地社会。她
告诉笔者，在和外国
朋 友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
他们的有些观点自己
并不很赞同，她会肯定
好的观点，并对不赞同
的 观 点 持 保 留 意 见 。

“但我会完整地听完他们的逻辑。”王梦真说。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交换学习的

蔡钰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常把谦虚视为美
德。”蔡钰说，“但巴纳德的课堂让我体会到，过
于谦虚会让自己错失很多机会。”

蔡钰告诉笔者，在海外学习非常辛苦，有很
多需要阅读的材料和需要写的大大小小的论文，
课堂节奏也非常快。通过感受课堂上的氛围以及
与当地同学观点的碰撞，蔡钰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当地文化。

“学术研讨课由学生主导，大家也从不谦让，
有观点就说，讲话速度非常快。”蔡钰开始慢慢调
整自己的状态，大胆地去说，跟上同学的节奏。
自己也获得了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

包容不同文化

如何应对文化差异？海外学子总结出自己的
方法。

王梦真认为，文化差异不可避免。“我没有和
当地人因为观念差异发生冲突。当有不同的认识
时，我就和他们积极地交流沟通，让他们了解我
观点背后的文化因素，争取他们的理解。”

蔡钰认为，应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我尊重
你说话的权利，但我可以不同意你。”

王梦真说，了解了不同观点的人让自己变得
更加包容和平静。“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也常常反
思自己，我更加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最适合
什么样的生活。”

蔡钰在分享自己和美国舍友相处的经历时
说：“每个人都不同，但应该尊重这种不同，达到
求同存异。比如我和舍友都是学文学的，彼此也
有共同话题。我们都很喜欢音乐，生活上也会互
相关心，处处为对方着想。当出现意见分歧时，
我们都会站在对方所处的文化角度，尽可能理解
包容。”

新华社电（记者杨一苗） 记者从近日在中国
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举行的2019年全法留学工作
会议上获悉，中国将大力推进与法国的职业教育
合作。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进
说，未来职业教育将作为中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重点领域，以培养“中国制造”和发展现代服务
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还将继续推进
100 对中法友好城市和省区间开展技术和职业教
育领域的合作。

杨进说，中法教育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成果丰
硕。随着中国“双一流”高校与法国“卓越大学
计划”高校的深入合作，两国联合参与国际区域
性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共同培养了一批高水
平创新人才。同时，两国还不断扩大工程师教育
领域的合作，为新型工业化培养应用技术人才。

据了解，法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广泛认可和欢迎，为中法两国进一
步加强教育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2018年，有4.6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学习，在华
学习的法国留学生超过1万人。

创立于 2013 年、提供“一站式”艺术留学服务
的PS-ONE （品思） 日前宣布，获得了来自弘成教育
投入的数千万级 A轮融资。据了解，此次融资将主要
用于师资与产品、在线教育的内容扩展与布局优化，
致力于打造涵盖多领域的教育布局。

此前，新东方并购斯芬克国际艺术教育已引发
媒体关注。“新东方、弘成教育先后投资艺术留学机
构，足见颇为看好艺术留学‘赛道’的前景。”媒体
如是评价。

艺术留学市场发展迅速

近年来，艺术留学市场发展迅速。新东方联合调
研机构 2018 年 5 月共同发布的 《2018 中国留学白皮
书》 显示，近 3年来，选择出国攻读艺术专业高等教
育的学生人数比例在逐年增加。

另据侨外出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百度教育联合
发布的 《2018 出国行业白皮书》 显示，“国内赴海外
的艺术类留学生数量，已经连续3年以100%比例翻倍
大幅度增长。”据 PS-ONE相关负责人透露，在这个
增长快、单价高的市场里，2018年艺术留学的总人数

在5万左右。
艺术留学机构美行思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曾表示：“我们所理解的艺术留学在 2014 年可
能只有少数人了解。”近年来，许多艺术留学机构都
实现了快速规模化。美行思远、斯芬克等国际艺术
留学机构都走到了行业前列，艺术留学也逐渐进入大
众视野。

家长观念转变提升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艺术留学快速发展的原因在
于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家长观念的转变和提升、
学生对国外艺术院校有了更多了解等。

“我从很小就喜欢绘画，也一直关注国际艺术教育
这块，希望将来能出国留学感受不一样的艺术教育环
境。申请国外艺术院校，作品集是重中之重，每个国
家、每个专业，对作品集的要求也不相同。但通过作
品集能考察学生是否具有创新意识、创意灵感、艺术
天赋等，我也想拿出自己的作品一较高下。”家在北京
的王娜正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曾就读于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的许瀚认为，中

国学生之所以选择到英国的音乐学院读书，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对于作曲专业和演奏专业的学生来说，英
国音乐学术环境允许更多的实验性和交互性。

据许瀚介绍，很多世界级作曲大师会在英国开设
大师课，可以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心得、传授知识。以
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为例，会给作曲专业的学生提
供很多机会，例如可以为管弦乐队、管乐队以及铜管
乐队等大编制乐队写作。“多元化环境会激发创作热
情。”许瀚说。

斯芬克国际艺术教育相关负责人认为，国际艺
术教育是一个新兴且专业度极高的教育细分领域，
随着国家对文创设计产业的重视，国际化艺术人才
是未来的“稀缺资源”，因此催生了艺术留学的快速
发展。

中国学生带来活力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走出国门，踏上艺术留
学之路的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艺术文化带到了世
界各地。

许瀚的导师、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作曲系亚
当·古博教授表示，为了学习西方当代音乐知识，近
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英国求学，同时他们也带
来了本国的文化。“他们年轻、富有激情和创造力。
我们十分欢迎这些勇于面对不同挑战的中国学生来英
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学习。”亚当·古博说。

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访学的周利
明，将中国水墨带到了当地。“我在访学期间积极参与
学校活动，用中国水墨在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写
生，使得当地的教授对中国水墨和西洋画技巧的兴趣
日益浓厚。”周利明说。

行走在艺术留学之路上的中国学子不仅将中国元
素带到了留学目的地，还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了当
代中国学子的风采。

去年感恩节前夕，为响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号
召，帮助失学儿童，来自中美两地20多位不同族裔的
青年艺术家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举办慈善音乐会和
艺术展览会，为失学儿童筹款和呼吁更多人对这一议
题的关注。

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子钱捷的作品受邀参展，其
作品灵感来源于危地马拉著名的湖泊赛慕可。之前，
他曾深入危地马拉的安地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创
作实践。

“设计作品完成后，我带回纽约展览出售，获得
的收入不仅能为保存当地工艺提供帮助，也能让更
多人了解玛雅文化。在我看来，一件作品的力量不
仅在于创造美，其背后的故事也能传递爱和希望。”
钱捷说。

“钢琴是我的爱好，但我大学读的是音乐教育专
业，最后竟然误打误撞考上了一所国外知名大学的钢
琴表演系。在读本科时，我没想到会去国外留学，在
舞台上弹奏钢琴。”正在美国留学的丁聪说。

留学 3 年，丁聪先考取了美国克利夫兰音乐学
院，成为钢琴表演系的一名研究生。后来，他又考取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为钢琴表演系的博士生。

回想过去，丁聪觉得学钢琴这条路走得很“梦幻”。

一路追逐“钢琴梦”

丁聪的父亲是手风琴老师，母亲很爱唱歌，家里
的音乐氛围很浓。但丁聪从未将钢琴作为专业去学
习，小时候练琴也是全凭兴趣，父母从未给过他压
力。丁聪的父亲热爱音乐，在丁聪的记忆中，小时候
家里有一面墙摆满了音乐DVD，书架上也都摆放着音
乐类书籍。丁聪跟着父亲，听过很多场著名演奏家的
音乐会。

中学时期，丁聪的重心仍是文化课学习，成绩一
直不错，钢琴只是他学习疲惫时的调剂。到了高三，
丁聪却改变了方向，愿意每天练 8小时的琴。努力有
了回报，在江苏省艺术统考中，丁聪的成绩很好，考
上了南京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

在读大学期间，丁聪投了不少精力到钢琴上。大
二时，丁聪的钢琴演奏获全系最高分。后来，他又到
上海音乐学院观摩钢琴考试，每月还去一次上海听音
乐会…… 在追逐钢琴梦的路上，丁聪不断努力。每逢
上海的演出季开始，丁聪就在演出册上标出钢琴演奏

会，买票去看。“正是在那时，我看到国外演奏家在舞
台上演奏，也在心中埋下出国留学的萌芽。”丁聪说。

留学之路并不简单

当丁聪决定出国留学读钢琴类专业时，就开始着
手申请。他根据所申报学校的要求准备曲子，发现并
非只是简单地把曲子弹顺，手指不打结就可以，而是
需要将很多细节和深层次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需要
丁聪对作品进行安排设计，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思
考和理解，这些准备工作十分耗费心力，他平均每天
都要练琴6至7小时，有时会达到8小时。

在准备作品集的同时，丁聪还需要为英语考试做
准备。当时他的作息时间是每天早上 8时起床，学习
英语至中午12时吃中饭，饭后开始练琴，一直到晚上
9 时半琴房关门，晚 10 时回宿舍继续学英语直到凌
晨。经过努力奋战，丁聪考上了梦想中的院校——克
利夫兰音乐学院。

在国外留学时，语言是挑战，理论课上，丁聪经常跟
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丁聪用录音笔录下讲课内容，反
复复习，坚持不懈，终于使得自己的成绩突飞猛进。

虽然学习压力很大，但丁聪“痛并快乐着”。音乐
学院资源丰富，经常举办高水平音乐会，丁聪也常去
欣赏著名音乐家和乐团合作的演奏，令他对钢琴演奏
有了新的领悟。

在丁聪做出继续深造，决定申请博士的决定后，
他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准备的
过程很煎熬，幸运的是，在考场上弹奏的那次是我发
挥最好的一次。”丁聪回想起考学的日子，还能清晰地
忆起当时的“忐忑”。

对音乐有独特的理解

如今，丁聪有时会在国内一些高校举办音乐会，
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分享给学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我对音乐的看法，我很开心。”丁聪说。

举办音乐会时，丁聪会用自己的视角理解音乐曲

目，把作品中的文学成分提炼出来与观众分享，这种演
奏效果获得了观众的好评。“钢琴演奏并非高高在上，而
是把生活中的情绪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丁聪说。

丁聪对自己举办的音乐会要求很高。“大家看到钢
琴手在聚光灯下光鲜的样子，但这都是台下努力的结
果。我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停地调试
弹奏的音色，做好设计和安排，这样才能在台上呈现
出最好的弹奏效果。”丁聪说。

音乐拉近了丁聪和父母的距离。“有一场在国内举
办的音乐会，台下一个朋友坐在我妈妈旁边，他看见我
妈妈双手合十，眼里全是泪水，让我特别感动。”丁聪说。

“还有一次，我去厦门开音乐会，本来是打算自己
去。但去之前，我爸跟我说‘能不能带我去厦门，我
还没去过。我也想听你弹奏，还想给你拍照’。虽然是
很朴素的几句话，但令我百感交集。小时候是父亲带
着我，现在是我带着父亲。”丁聪动情地说。

丁聪仍记得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儿子，你要
是以后能和乐队一起演奏，这是一件多帅的事情。”

“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帅’的人，不
辜负家人的期望。”丁聪说。

中国学子的艺术留学之路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丁聪：学钢琴这条路走得很“梦幻”
黄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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