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孙泽远来说，他的成长之路

与家庭影响密不可分。

“我们家的英语学习氛围很浓

厚。”孙泽远说，“这得感谢我爸爸，

小时候当我想说英语时，爸爸就会

做我的陪练老师，和我用英语对

话。在爸爸看来，英语是交流的工

具，而非考试的一门学科。妈妈则

每天清晨播放英语磁带，帮助我沉

浸在说英语氛围中。”

妈妈的职业深深影响了孙泽

远。“她不仅是一名专业的精神科

医生，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在耳

濡目染下，孙泽远自小对心理学和

医学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

确定了学医的志向。

上大学后，孙泽远有了更多自

由时间。自大一开始，他便利用假

期去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小学支

教，在担任教学辅导工作的同时，

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在支教过程中，孙泽远教授孩

子们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

了解自己的潜力。而这段支教经

历，也为他日后专业方向选择埋下

了一颗种子。

本科毕业后他申请并入读了英

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全球精神卫生硕

士专业。伦敦国王学院在全球拥有

较高声誉，尤其是心理、精神病学

和神经科学专业排名居世界前列。

其全球精神卫生硕士专业由伦敦

卫生与热带病医学院联合培养，课

程涵盖了公共卫生和心理、精神病

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全球精神卫生

导论、社会心理、循证医学，以及统

计学基础和进阶统计学等科目。

在这一年学习时间里，孙泽远

收获颇丰。他常被鼓励和同学们用

批判的眼光、严谨的态度分析问

题，尝试运用跨多学科的知识来解

决复杂问题。在课后，通过积极参

加学校举办的周期性讲座、各类学

术活动，他不仅大幅提高了专业学

术水平，还发现了自己在儿童心理

健康这一细分方向上的浓厚兴趣，

并萌生了在这一领域深造的想法。

“大多数人的心理问题，根源

大部分都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如

果能在这个时候进行诊断和早期

干预，将对全生命周期的身心健康

发展有深远的帮助，这种干预可以

说是事半功倍的。”孙泽远说，“本

科时期的支教经历对我的影响很

深，与孩子们一起学习、生活让我

觉得非常愉快，我希望能将这份快

乐传递下去，让孩子们都能拥有快

乐的少年时光。”

初到英国时，得益于日积月累

的语言基础，孙泽远在日常生活沟

通方面游刃有余。不过在专业课

上，他还是遇到了困难。孙泽远说：

“那时候自己对专业词汇还不太熟

悉，担心在上课时错过重要的知识

点或者是在学术交流中引起误

解。”后来，他通过在课前大量阅读

材料、观看课前视频、课后巩固复

习等学习方法强化了自己对于专

业词汇的熟悉度。同时，与自己的

导师保持频繁的交流也是孙泽远

提高学术能力的“小技巧”。孙泽远

说：“我们大概一周能见到 3 次面，

每次都有相当深入的学术沟通。”

如今，他已能轻松地就自己的专业

问题侃侃而谈，也能在学术会议上

进行独立展示。

在孙泽远看来，硕士阶段的学

习基于本科通识教育多了全球化

视角，而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提

出科研问题并独立寻找合适方法

加以解决。

学业之外的空闲时间里，孙泽

远还兼职了其他工作———在学校

里当助教和去教育机构做辅导。

“这些兼职都是在全英文环境里进

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英

语机会。”孙泽远说。

孙泽远还有一张规律的计划

表。例如：每周要去 4次健身房，每

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徒步旅行。“运

动、旅行……这是调节情绪的‘良

方’，可以帮助我培养较强的抗压

能力，全面提升自己。”孙泽远说。

现阶段，孙泽远已经在专业领

域发表了数篇文章，同时正在博士

晋级答辩，计划未来在教育和科研

领域工作。“我希望能够顺利回国

工作，回到家人身边。”他说，“此

外，我期望用自己的所学知识服务

社会，在帮助青少年成长方面作出

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孙涛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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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米兰华人街以“新

装”迎接 2024 年米兰设计周

“中国周”活动，融合了中意文

化元素的装饰将米兰华人街

“装扮”一新。

一座融合了大熊猫、中国

龙等元素，名为“我们的门”的

临时牌楼在华人街入口处亮

相，“我们的门”作为 2024 年

米兰设计周“中国周”活动的

代表性装置，吸引了很多游客

前来拍照打卡。

2024 年米兰设计周“中

国周”活动发起人、著名建筑

师布鲁诺说：“今年是米兰华

人街 100 年，作为华人街的

‘意大利街坊’，我们深知在华

人街树立一座牌楼是几代华

人移民的梦想，‘我们的门’正

是以此为目标启动策划和创

作的。”

“我们的门”由意大利设

计师 Tommaso Lanciani 和知

名街头艺术家 Pao 联手打

造，巧妙地将意大利设计风

格与中华文化元素相融合。

而这一独特的设计灵感部分

来源于意大利龙甲教育的学

生们。

Tommaso 和 Pao 在设计

过程中，访问了意大利龙甲教

育，和中文第 9册的学生们进

行了头脑风暴，共同进行创

作。

Tommaso 和 Pao 表示，孩

子们的想象力和创意为“我们

的门”项目增添了无限生机，

他们积极主动地分享了对社

区的看法，还表达了对中华文

化的独到见解，这些宝贵的观

点都被融入作品中。

Tommaso 说：“我们给学

生们讲了两个故事，分别是

中国的十二生肖以及中国人

怎么理解‘和而不同’，小朋

友们积极参与创作，选择了龙

的颜色和姿态，也将他们的

愿望‘我们不同，但是我们在

一起’呈现在牌楼上，孩子们

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令人

赞叹。”

“‘我们的门’是中西方文

化艺术碰撞的结果，不仅是对

孩子们的创造力的肯定，也让

他们能直接参与到文化艺术

活动中。”龙甲教育的赵树说，

“我们的门”不仅展示了中西

方文化的融合，也尝试了如何

通过艺术和设计教育激发孩

子们的创造力。

据悉，今年是米兰设计周

首次举办“中国周”活动。活动

以“百年华人街、精彩中国潮”

为主题，通过近百场展览、展

示和发布活动，将蒸汽工厂展

区（原米兰有轨电车厂）、ADI

意大利设计博物馆以及在米

兰华人街有机结合。

蒸汽工厂展区是此次活动

的核心展区，以“CHANGES”

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 65 个

品牌、7 所中意大学、几十个

各类设计项目的参与，北京和

无锡作为伙伴城市，分别带来

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和

生态有机更新案例。

据悉，米兰华人街是欧洲

最著名的华人街之一，为配合

“中国周”活动而精心装饰，除

了临时牌楼“我们的门”以外，

一起在米兰华人街亮相的还

有充满中华文化元素的步行

街挂旗和由十位设计师、艺术

家精心设计的华人街橱窗，让

米兰华人街成为了 2024 年米

兰设计周最受关注的场外展

区。 （吴侃来源：中国侨网）

“我已经 98 岁了，这是我最

后一次回来看看亲人，以后可能

再也回不来了。”近日，98 岁高

龄、旅居印尼雅加达的爱国侨胞

陈壬水带着祖孙四代 30 余人，跨

越千里重洋，回到祖籍地福建省

漳浦县马坪镇寻根恳亲。

说起虽年近百岁，仍克服种

种困难回到家乡，思路、言语还尚

清晰的陈壬水热泪盈眶，他哽咽

着说，他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再回

来一趟，带着祖孙四代回到家乡

寻“根”，让后辈们知道老家在哪

里，根在哪里。

其间，陈壬水带领家人和胞

弟、老友齐聚一堂来到祖厝“鸠山

堂”参观；随后来到马坪中学，参

观当年由他出资兴建的“爱国楼”

“爱乡楼”“群贤楼”，这些楼虽有

的已改建，但牌匾依旧记录着当

初的风采；继而来到由陈壬水独

资捐建的马坪镇卫生院，并在以

其父亲陈连壁先生名字命名的

“连壁楼”前合影留念。

在参观中，陈壬水看到这些

当年由他捐资捐建的建筑物，情

不自禁潸然泪下。他表示，马坪是

他的根之所在，是他魂牵梦萦的

地方，而这些当年捐资捐建的学

校、医院则是他对家乡深沉情感

的体现。

陈壬水，1927 年出生于马坪

镇后康村顶社一个华侨家庭。其

祖父在清朝时期便已远赴印尼。

他的父母亲也均在印尼雅加达经

商。陈壬水出生后，其父母选择让

他在家乡接受教育。1947 年，陈

壬水自龙溪师范学校毕业后，在

绥安中心小学和马坪中心小学各

任教一学期。

1948 年 10 月，他随父母亲一

同前往印尼定居。抵达印尼后，陈

壬水在华文中小学担任教师，此

后转行从商。

从商之后，陈壬水发挥闽南

人“爱拼才会赢”的闯劲，先后在

印尼创立了五金厂、压钢厂、建筑

材料厂以及注塑厂等企业，成为

侨居地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在印

尼，陈壬水不仅是企业家，更是一

位热心于侨社活动和公益事业的

爱心人士。他曾任雅加达“漳浦公

会”秘书、雅加达陈圣王基金会主

席、香港漳浦同乡会名誉会长、漳

州市海外联谊会顾问、漳浦县海

外联谊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虽定居印尼并在印尼的商界

取得一定的成就，但陈壬水仍心

系故乡，多次回乡探访，关心家乡

发展，慷慨解囊支持家乡铺路造

桥、兴建教学楼、卫生院，甚至在

家乡办厂兴业，得到各级政府的

充分肯定和表彰及家乡人民的尊

敬和爱戴。

为了让孩子们不忘祖国的语

言，因陈壬水的爱人是广东人，陈

老先生跟他的夫人约定，在家里

只讲普通话、闽南语和粤语，在耳

濡目染下，家里的后辈们基本都

听得懂普通话和闽南语，并会用

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

而更令人动容的是，1985 年

春节陈壬水回家乡探亲，为表明

自己不忘家乡的决心，他特意与

同乡侨亲在后康村祖祠边竖起了

一块刻有“根”字的石碑，以自勉

并激励海内外乡亲不忘祖，不忘

“根”，要“恋根”“护根”。如今，在

马坪镇后康村祠堂边的石刻“根”

字依然醒目，成为当地最为吸人

眼球的地标，它似乎在时刻提醒

当地村民和海内外乡亲要心怀故

土、慎终追远。

此次的寻亲活动，在陈壬水

的带动下，祖孙四代共 30 余人共

同参与了此次返乡之行，他们分

别从印尼、澳大利亚、日本以及香

港等地齐聚家乡，年龄最小的曾

孙仅 3岁。

陈壬水率领如此多子孙返乡

寻根，这充分体现了海外乡亲对

故乡的深情，也充分体现了一代

又一代侨胞爱乡情怀的延续和

传承。

（林惠卿 王大鹏 来源：中国

新闻网）

年米兰设计周“中国周”活动代表性装置“我们的门”（欧洲《华人街》赵建斌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