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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艺术留学之路上
阴 史静远

高中踏上留学之路
做出出国留学的决定，还要

从安键豪初中毕业前夕遇到的一

件事说起。当时，他作为班长，正

积极准备策划毕业活动，却被浇

了冷水。“因中考成绩比较重要，

老师觉得参加文艺活动有些浪费

时间。”这使立志学艺术的安键豪

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我了解到

美国的电影产业发展很快，就决

定到美国留学。”

在家人的支持下，16岁的安

键豪充满期待地踏上了留学美国

之路。虽然一向以为自己英语很

好，但他依然遇到了“语言关”。

安键豪至今记得，在美国高

中上的第一节课是有口音的老师

授课的科学课。陌生的科学名词

加上老师的口音，让他心头一紧，

“坏了，这和平时练的英语一点都

不一样”。为了跟上课程，他专门

买了一支录音笔，“起码要听清楚

作业是什么”。

读高中二年级时，安键豪逐

渐适应了环境，并参加了学校的

早间新闻社。这对于他来说是一

个转折点。“在社团里，身边不再

都是中国学生，而是有了更多外

国朋友。”

“人生是场马拉松”
高中毕业，安键豪决定申请

纽约大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申

请被拒。“当时我估计申请成功的

希望挺大，所以收到拒信那一刻，

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甚至开始

怀疑自己。”时至今日，回忆起两

年前的那个时刻，安键豪的情绪

依然有些低沉。

为了申请纽约大学，安键豪

趁假期回到家乡哈尔滨拍摄了一

部剧情短片，讲述自己与父亲的

关系。“我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

射到了这部片子中。”安键豪感慨

地说。

因为父母离异，安键豪一直

跟着母亲生活。为了拍摄这部片

子，家人重新聚在一起，爸爸、妈

妈、奶奶都本色出演，姑姑在剧组

帮忙做饭。奶奶已是 80多岁的老

人，记不住台词，安键豪索性让奶

奶现场发挥。“片子中展现的这些

影像资料，十分珍贵。”片子完成

后，他播放给家人看，“大家都看

哭了”。

在被理想的大学拒绝后的那

段日子里，正是拍摄短片过程中

感受到的亲情支撑着安键豪。“我

坚信人生是场马拉松。艺术创作

是一条很难的路，虽然去不了纽

约大学，还是可以开辟其他的

路。”他说。

最终，安键豪选择在美国普

瑞特艺术学院继续深造。除了作

为导演进行影片创作，他也尝试

制片人等工作。“我需要丰富自己

的经历，从而发现自己的优势在

哪里。”安键豪说。

让互相帮助的精神传下去
2018年，安键豪当选普瑞

特艺术学院中国学生会主席。

“就是靠热情。”安键豪说，大一

刚进学生会时，对公益很有热情

的他就积极参与学生会活动，

“在参加公益活动的过程中，看

到大家无偿为他人提供帮助的

那份真诚，我特别受触动。”安

键豪说。

今年 7 月，学生会在北京、

上海举办新生见面会。每天耐

心地为新生和家长们答疑，虽

然辛苦，但安键豪觉得很值

得。他骄傲地告诉笔者，很多

受到帮助的学生不仅很快适

应了美国的环境，而且还主动加

入学生会，希望来年帮助下一届

同学。“中国学生在海外读书很辛

苦，我们这么做为的是让互相帮

助的精神能传承下去。”安键豪

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四年三事
阴 赵晓霞

赛艇打开新的世界
2013年 10月，杨奇峰入读

牛津大学材料系。开学第一周，他

收到一份来自所在的李纳克尔学

院的邮件。“我看到邮件中发来的

活动通知，其中一个英文单词是

马戏团，活动当天便穿了牛仔裤

和衬衫。”到了现场，他才知道，因

为对英文单词“马戏团”的“误

解”，穿的衣服显得“格格不入”，

活动其实是赛艇训练。“健身房

里，20多种运动器械，参加训练

的同学要挨个做一遍。”

穿着牛仔裤和衬衫的杨奇峰

坚持训练的场景，让李纳克尔学

院赛艇队队长对他刮目相看。“没

想到在那种情形下，你还能坚持

下来，我觉得你一定能划好赛

艇。”事后，赛艇队长告知杨奇峰

当时看好他的理由。

对杨奇峰来说，这次“意外

训练”让他和赛艇从此结缘。

“我喜欢运动，赛艇对我来说是

一项新的体育项目。多数队员

也是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我们

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当时想，咬

咬牙坚持下来，应该不会比大家

差。”抱着这样的想法，杨奇峰

加入了学院赛艇队。队员中，只

有他来自中国。

赛艇队长注意到杨奇峰，正

是看中他的坚持精神。在赛艇队

长的眼中，赛艇队训练强度很高，

选到一个真正的赛艇爱好者并不

容易。所幸，杨奇峰并未辜负队长

的期望。4年来，他严格遵循赛艇

训练时间表：每周一三五早 6时，

和队员一起

准时入水，完

成 1 个半小

时的训练；每

周二、四晚，

完成陆上训

练。“因为早

上 8 时要上

课，同时要保

证 1 个半小

时的水上训

练，将时间倒

推，就需要 5

时起床。”杨

奇峰说，“但

我喜欢这样

的节奏，赛艇不仅是我的爱好，也

让我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

“我用赛艇敲开了牛津生活

的另一扇门”———这个杨奇峰曾

在一次分享会上所讲的题目，正

是他心中对赛艇的定位。

很多次感到迷茫的时刻
划赛艇是杨奇峰的爱好，材

料学更是他从初中就开始喜欢

的。10多年前，正在江苏启东读

初中的杨奇峰喜欢观察日常生活

中的各种材料，并在不知不觉中

积累了相关知识。从考入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到在英国拉夫堡大学

材料学院攻读硕士，再到牛津大

学材料系读博士，杨奇峰将自己

年少时的爱好，融入了学业中。

“对材料学感兴趣，原因之一

是有在机械、材料行业从事相关

工作的家人，受他们影响，便常关

注这方面的知识；另一个原因是

我相信材料学和中国制造业的未

来密切相关。”时隔多年，杨奇峰

回头看自己当年的决定，觉得“很

是庆幸”。

在杨奇峰读博士的日子里，

来自学业的压力并不小。“学习挺

苦的，系里的实验设备 24小时运

行。很多时候，我要工作到凌晨两

三点。”但让他感到更大压力的是

“当你努力投入做项目没有结果

时，会陷入自我否定”。

回想那些感受到无边压力的

时刻，杨奇峰说：“会感到迷茫，会

问自己是否做对了，也会思考是

否继续往前走。”他也曾担心自己

能否毕业，“出现这样的时刻不是

只有一次两次，而是很多次”。

但杨奇峰明白，失败是科学

探索的结果之一，也是其魅力所

在，“不是没

有结果，就没

有意义，最终

的选择只有

一个，就是继

续往前走”。

让杨 奇

峰感到欣慰

的是，每当他

陷入迷茫时，

导师会鼓励

他。“导师会

将人和事剥

离开。他告诉

我，项目虽然

没成功，但不

代表我是个失败者。最重要的是，

要重新寻求平衡点，继续努力去

想解决的办法。”杨奇峰说。

如今，杨奇峰仍在读博士期

间所在的原子探针实验组工作，

只是身份由博士生转换为博士

后，他仍在为少年时的梦想而努

力。

竞选学院学生会主席成功
牛津大学材料系是杨奇峰的

一个身份归属，另一个身份归属

属于李纳克尔学院。“学院生活是

我读博士期间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杨奇峰说。

杨奇峰介绍说，学院更像一

个独立的社区，建筑风格并不相

同，是学生住宿、用餐、社交和

学习的地方。学生的专业背景

不同，每个学院都有来自不同系

的学生，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

生和博士生。“在学院里，你可

以和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进行

交流，既可以开拓视野，还可以

交到朋友。我接触最多的是赛

艇队的队友，他们来自美国、丹

麦、菲律宾等国家，大家是很好

的朋友。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

碰撞让人受益匪浅。”杨奇峰

说，“学院的魅力不仅在于卓越

的教育理念，还有浓厚的文化氛

围。”

提到学院生活，杨奇峰印象

最深的是竞选李纳克尔学院学

生会主席成功。“在我承担该工

作的 1年半时间中，重要的工作

包括组织学院学生的活动，代表

学生和学院教授沟通等，这段经

历让我了解了牛津大学的学院

是如何运行的，机会十分难

得。”

当选李纳克尔学院学生会主

席后，杨奇峰组织了一个 10余人

的工作团队，成员来自 8个国家。

“这样的国际化程度，让我有机会

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让自己

看问题的角度变得更为多元化。”

他说。

在和大家相处的过程中，杨

奇峰了解到一些成员对中国学生

的“误解”，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学

生都喜欢抱团，会囿于小圈子等，

他希望用实际行动来消解这些误

解。“虽然是微薄的力量，只能影

响一小部分人，但我还是愿意努

力去做。现在看来，还是有成效

的。”杨奇峰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安键豪（前排左三）在美国读高中时与早间新闻社师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