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刚刚结束本科学业的

我，开启了前往韩国首尔大学攻读

硕士的新征程。彼时，受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要不要出国留学

是一道摆在准留学生面前的选择

题，对我也不例外。思前想后，我

认为沉浸在当地的语言环境中、亲

身体验异国文化有助于专业学

习，最终决定赴韩留学。做好决

定，我登上了飞往韩国的飞机。

初来乍到，我对校园的一切都

感到新奇。学校远离市区，四周环

山、树木繁多、环境优美。在我的

手机相册里，有落在枝头的喜鹊、

动作敏捷的小松鼠、说不上名的

各类植物、云卷云舒的天空……

和大自然朝夕相处的日子

固然好，但时间长了，免不了感

到孤独。开学初，首尔大学告知

学生课程形式为网络授课，很长

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线下社交活

动。幸运的是，随着疫情趋缓，学

长学姐组织了不少线下活动。借

助这些活动，我得以认识来自不

同国家的同学。在与他们的交流

中，我对新生活的未知和恐惧也

慢慢消失，我们怀有同样的目标，

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和信心。

不久后，我加入了首尔大学

中国留学生联谊会，遇到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伙伴。有一次，在组织

活动时，我结识了一名博士后学

姐。她创办了首尔大学读书会，读

书会每月选定一个主题，成员们

就该主题进行交流、分享。迄今为

止，读书会已经就哲学、心理、古

诗词等主题进行过讨论与分享。

喜爱读书的我自然不会错过加

入其中的机会，我也体会到，在

异国他乡，能就感兴趣的书籍同

来自祖国的小伙伴分享读书心

得，是一件非常美好而难得的

事。在参与读书会活动期间，我

认识了几名同样喜爱阅读的朋

友，和他们组成了读书小组。

有一次，在参加完读书会

后，几个成员提到，目前交流读

书心得只是小范围的分享，为何

不办一个微信公众号让更多喜

爱阅读的朋友加入呢？说干就

干，我们创建了名为“闲时一盏

茶 The other sides”的微信公众

号，以分享书籍为主，同时也介

绍一些科研心得、生活随想。

一天，韩国交通广播电台

TBS中文部发布了招募节目的通

知，我和小组伙伴跃跃欲试，决定

制作一档以“中国古诗词”为主题

的节目。之所以选定这个主题，是

觉得中国古诗词里蕴含着悠久的

传统文化和先贤智慧。在读诗的

过程中，我们既可以领略古诗词

的古典隽永之美，也可以借古人

的智慧，思考现有的生活与未来

的路。更重要的是，借助这样一个

平台，我们可以向更多人传播中

国文化。最终，我们筹划了一档名

为“闲时一盏茶，诗作解语花”的

主题节目，分享中国古诗词并解

析其中含义，同时将古诗词与现

代生活相结合进行解读。

去年 1月，我们制作的这档

古诗词栏目在电台首播，受到了

不少好评。还记得主持人评价

道：“初次听到这个节目时，惊讶

又感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有这么一个充满诗意的节目，带

大家关注古诗、欣赏古诗，实属

难得。”于我而言，希望通过这档

节目，给在异国他乡求学的中国

学子带来心灵慰藉，提供一个可

以小憩的精神家园，也希望以微

薄之力将中国古诗词传播到更远

的地方，让更多人感受其价值。

在踏入赴韩求学旅程后，我

感到自己实现了蜕变———不再

将自己包裹在舒适圈，而是勇敢

接受新挑战，与志趣相投的伙伴

一起传播中国文化。身在海外，

当耳边听到熟悉的中国古诗词

时，会热泪盈眶，这正是中国文

化对我的滋养。

（方瑞晴 来源：《人民日报

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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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活

新闻速递

有这样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热爱音乐，赴国外学

习音乐表演。在国外学音乐是什么体验？近日，记者采访

了 3位在不同国家学习音乐相关专业的学子，听他们的

留学故事。

在维也纳拉响提琴
王泽宇就读于奥地利维也纳

国立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3 年

前，怀揣梦想的他申请了该校低

音提琴专业硕士项目，开启了留

学生涯。

“我的父母喜欢音乐，因此我

从小就受到音乐熏陶。每年，我都

会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中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表演深深吸引

着我，渐渐成了我最爱的交响乐

团。我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学

音乐的种子，梦想有朝一日也能

在这个乐团演奏。”

来到维也纳后，王泽宇的留

学生活新鲜、充实。“维也纳是

‘音乐之都’，这里汇集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音乐人才。”王泽宇说，

学校提供了优质的课程资源，对

学生的琴技要求也很高。“除了

低音提琴课程，我还有乐队排

练、重奏课等，学校不时会邀请

知名的指挥家、独奏家，与我们

一起准备交响乐音乐会、歌剧

等。我每天花很多时间练琴，不

仅琴技提升很快，对音乐也有了

更深的理解。”

除了校内学习，王泽宇还通

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在维也纳爱

乐乐团的实习资格，实现了在这

个乐团演奏的梦想。“我接到的第

一个演出任务是参与维也纳国家

歌剧院全新制作的‘塞维利亚的

理发师’歌剧首演。我既紧张又兴

奋，为了能完美地演奏，提前向歌

剧院借了乐谱，在家练习这部歌

剧的低音提琴部分，尽可能做足

准备。”

王泽宇说，演出那天，当第一

个音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响起

时，他内心的激动难以抑制。“能

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里，与顶尖

乐团一同演奏，那一刻，我小时候

的梦想成真了。”虽然心潮澎湃，

但王泽宇已经对曲目烂熟于心，

冷静从容地完成了演奏，与乐团

成员一同带来一场音乐盛宴。“作

为乐团中唯一的中国演奏者，我

充满了自豪感，也希望在专业领

域继续精进，将更多美妙的音乐

带给听众。”

在佛罗伦萨唱民歌
梁金燕是意大利佛罗伦萨音

乐学院的一名研究生，留学之前，

她就被意大利深厚的人文底蕴吸

引，决定赴意大利进修声乐。“自

中世纪以来，佛罗伦萨就以辉煌

的艺术闻名于欧洲，也是欧洲文

艺复兴的发源地。更重要的是，佛

罗伦萨是歌剧的诞生地，我很期

待来这里学习声乐、感受艺术。”

通过意大利高校面向中国学

生的“图兰朵计划”，梁金燕开启

了留学旅程。刚来意大利时，她不

仅要学声乐专业课，还要学意大

利语。

“起初，我的口语不流利，也

不懂歌词蕴含的深意。我发现身

处国外，就不能再用应对外语考

试的方法学习语言，而是要结合

在莫斯科吹奏萨克斯
“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到

莫斯科留学？这要从我学习的

专业———古典萨克斯说起。”郭

栋是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

在读硕士生，到俄罗斯留学已

经有 6年。回忆起留学初衷，郭

栋说，他被俄罗斯卓越的古典

萨克斯技艺、先进的教学理念

吸引，怀着一颗求知的心来到

这里，梦想成为一名萨克斯演

奏家。

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后，

郭栋开始了充实、有趣的留学

生活，不仅学习古典萨克斯的

知识，还交了不少朋友。“学一

首曲子前，导师不仅讲述作曲

家的背景，还指导我演奏时的

呼吸技巧，细致分析每个乐句

表达的含义，以讲故事的方式

帮助我理解、演奏曲子。除了萨

克斯课程外，我还学习艺术史、

音乐作品分析、哲学、美学等课

程。我的同学来自各个国家，大

家相处氛围融洽。我们常常一

起学习俄语，了解俄罗斯文化

及国情。莫斯科有许多博物馆、

剧院和公园，周末时，我们三五

好友，一起去听音乐会、看芭蕾

舞表演或者去郊外公园，其乐

融融。”

“莫斯科有很多演出机会，

例如校内艺术系的音乐会、当

地的艺术节活动、孔子学院演

出活动等，我都参加过，希望多

锻炼自己、积累更多的舞台经

验，距离成为优秀的萨克斯演

奏家更近一步。”令郭栋印象最

深刻的是，他曾参加中国驻俄

罗斯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

会。“晚会由中国留俄学生总会

负责，节目形式多样，有民乐演

奏、歌曲、街舞、武术等。我和其

他四名歌手一起合作了歌曲

《沙漠骆驼》，我演奏萨克斯，大

家配合得相当默契，赢得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我不仅因为

表演得到认可而开心，还因为

身在海外，能和祖国同胞共庆

节日而感到温暖。”

（周姝芸 来源：《人民日报

海外版》）

传播中国文化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新西兰 8 所公立大学

与北京大学再签合作

谅解备忘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日前，

新西兰大学委员会与北京大学签

订《关于北京大学新西兰中心继续

运作的谅解备忘录》，共同庆祝北

京大学新西兰中心在 15 年间所达

成的教育合作成果。

据了解，北京大学新西兰中心

成立于 2007 年，旨在促进中新两

国在科研、教学领域的沟通与合

作。2016 年，北京大学与新西兰大

学委员会代表首次签订了《关于北

京大学新西兰中心继续运作的谅

解备忘录》。

北京大学新西兰中心顾问委

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心

接收了约 50 名来自新西兰各大

学的学者，涉及政治、法律、数学、

医学和环境科学等多学科领域，

许多北大学者也通过中心赴新西

兰访学。随着新协议的签订，北京

大学新西兰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加

强构建中新双方的交流平台，促

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周姝芸）

实践练习，了解当地文化，掌握

地道表达。”勤奋好学的她在日

常生活里主动认识当地人，模

仿其发音，学习本地文化，如今

已经能熟练用意大利语生活。

除了上课学习，梁金燕还

加入了佛罗伦萨中国学生学者

联谊会，并在其中创立了文艺

部。“有一天，我偶然想到，中国

留学生在如此文艺的城市学

习，何不办一些文艺活动？于是

我向学联主席提交了建立文艺

部的方案，并发布了招募成员

的公告。”

很快，数十名喜欢文艺的

学生加入其中。新成立的文艺

部在之后还举办了中秋音乐

会、春节元宵晚会等活动，丰富

了在佛罗伦萨的中国学生的课

余生活。

就在不久前，佛罗伦萨中

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当地主办

了一场“乐享仲夏夜”音乐会，

梁金燕不仅在音乐会中表演了

歌曲节目，还担任了音乐会总

导演。

音乐会节目包括中意两国

的器乐经典名曲以及声乐曲目

等，梁金燕选了《茉莉花》作为

整场音乐会的开场曲目，这段

来自中国传统民歌的旋律还被

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二次创

作过，被更多西方人熟知。

音乐会后，梁金燕颇有感慨。

“我认为音乐除了艺术感染力外，

还展现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历

史。音乐会结束后，听到不少观众

说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很有兴

趣，这让我很是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