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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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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英国卓越专业大学
联盟”在京宣布正式成立。据联盟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联盟简称为U7，由英国
7 所位于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英国老
牌大学发起成立，具体包括：阿伯丁大
学、班戈大学、埃塞克斯大学、赫瑞-瓦特
大学、雷丁大学、罗伯特高登大学和谢菲
尔德哈勒姆大学。

7 所大学首席代表表示，“英国卓
越专业大学联盟”旨在搭建一个满足高
中学生进入到英国大学本科阶段多方面
专业需求的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
将 7 所院校的优势专业结合起来，相互
补充。

据悉，联盟内各所大学在文、理、
工、商、医等领域为学生提供了颇具竞
争力的优势专业，以满足学生在学习领
域及专业方向上的选择，引导学生留学
选择更加理性。

联盟成立现场，来自英国文化教育
协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剑桥国际
考评部等机构的代表70多人与会。

与会代表表示，随着留学行业的发
展，中国学生和家长留学选择更加理
性，更加注重选择符合个人职业发展规
划的专业。未来，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
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学子所青睐。

（晓 文）

新华社纽约 3月 20日电 （记者夏
林） 根据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最新统
计，2020年在美国各级学校注册的国际
学生人数与上年相比下降了 18%，减至
125万名。

《华尔街日报》 20 日援引这一统计
数字报道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以及上届美国政
府实施了一系列针对移民和国际学生的
严苛政策。

报道说，这一状况估计在近期内难

以好转，因为自去年春季以来，美国
驻各国的使领馆基本停办签证核准业
务，这意味着希望来美国求学的外国学
生难以获得留学签证。根据美国国务院
的数据，截至3月1日，美国全球223家
领事机构中，只有 43 家保持正常开放
状态。

美国教育委员会高官泰瑞·哈托
说，各国学子来美求学需求依然保持高
位，但美国能否接纳他们，目前是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

跨文化难在哪里？

2016年8月，坐在从阿姆斯特丹机场前往鹿
特丹的火车上，我正式踏上了留学荷兰之路。
火车行进途中，荷兰的风车、草地、奶牛，一
波又一波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风光，让我对这
个国家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与兴奋。但那时我
未曾想到的是，一场跨文化交流的“磨炼”旅
行也正式开始了。

到达荷兰后，我就读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
大学经济学专业。在那里，与许多初来乍到的
中国留学生一样，我面临不少跨文化交流的挑
战。在我看来，这种跨文化交流挑战中语言障
碍并非最主要的，毕竟，在荷兰就读的绝大部
分学生来自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许多学生的
母语也不是英语。

坦白地说，虽然与他们相比中国学生的英
语水平整体稍有逊色，但经过雅思、托福等语
言考试的训练，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在荷兰进
行基本沟通都不存在问题。然而，跨文化交流
中的坎坷和摩擦仍然存在，其中的原因究竟是
什么？其实，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中荷两国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各有不同，而这
些观念深处的差异如若在交往中缺乏有效沟
通，就有可能引发跨文化交流冲突。

击破“刻板印象”

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荷兰是
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老牌资本主义国
家，两国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差异，直接影
响了两国学生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与此同时，
西方一些媒体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人充满恶意的
不实报道和宣传，对于留学生而言更像是跨文
化交流中的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面对这样的局面，激起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的爱国情怀，不少中国留学生选择为祖国据理
力争，坚决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向身边的外

国同学老师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在我的留学
生涯里，虽也遇到过一些并不友好的外国人，
但绝大多数还是保持着清醒和客观的态度，他
们对中国有好奇，带着善意的眼光观察和了解
我这个中国学生，我也与当地不少学生成了好
友，期待着他们来中国旅行、我给他们当导游
的那一天。

事实上，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是
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想要向外国人讲好中
国故事，必须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和
祖国的形象。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用最终结
果来证明自己才是最有力的回应。

在刚到荷兰的前两年，我就遇到了“刻板
印象”——同班一些外国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英
语口语写作水平存在偏见。他们因此在小组讨
论时将我冷落孤立在外，不由分辩地认为我会
拖大家后腿。后来，我用一次论文写作的全年
级第二名向他们证明了自己——不要带着偏见
去看待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
绩同样值得被尊重。那次之后，我不仅重新回
到了小组讨论中，还成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员。

交往“和而不同”

在荷兰 5 年，我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有
幸加入了全荷学联这个大家庭。在这里，我与
同伴们一道努力，组织了大大小小数十场中国
留学生活动。全荷春晚、支援国内外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等，这些工作的背后都有我们忙碌的
身影。

这些活动中，我们也在不断收获着文化自
信和民族自豪感，而这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感也赢得了外国友人的认可和尊重。我们看到
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参加全荷春晚的活动
和演出；看到了在湖北发生疫情时他们自发捐
款；看到了在参与学联活动时他们对我们的辛
勤工作竖起的大拇指……

作为留学生，想要在海外更好地介绍中
国，也要注意遵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
原则。回望中国历史长河，这8个字仿佛在2000
多年前就已经为跨文化交流的和谐共处提供了
方法论，直到现在仍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
式交流对话的相处之道。

求学海外，尤其是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攻
读博士的时候，我曾时常因为文化差异的原
因，在一些学术想法上与导师们有分歧。面对
这样的情况，我开始尝试换位思考，从差异中
寻找共同点，并积极地与导师沟通，最终能达
成共识。同时，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与导师也
同广东医科大学的健康促进与医学传播学团队
达成了国际科研合作意向。未来几年，中荷双
方将携手为提升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工作。

一步步走来，我正距离自己留学之初许下
的愿望越来越近——学有所成，并凭借自己所
学帮助更多的人。

远方的郁金香馥郁绽放，而此刻的我，仍
然在路上。

风车之国的挑战
陈 榆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日前，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 《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留学人员学历学位认证工
作的补充说明》（下称《说明》）。

《说明》称，近来，部分国家的某
些高校和中介机构以疫情为借口，不
断推出各种在线课程，通过降低录取
条件、毕业要求或缩短学习时长等方
式，大肆招收中国学生就读，并声称
不需出国就可以轻松获得海外文凭。
这些行为涉嫌变相售卖文凭，严重侵
害了留学人员利益。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醒广大有
出国留学意向的人员，在收到各类招
生宣传材料时，首先要登录学校官方
网站，确认相关在线课程是否为学校
开设的正规课程，比对招生简章的宣
传信息是否与学校官方网站信息一
致，是否存在夸大或者不实宣传。尤
其是当招生简章宣传的入学要求和学
制时长远低于所在国家同类课程的一
般要求时，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谨
防上当受骗、利益受损。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重申，对
于受疫情影响，被迫选择通过在线
方式修读部分或者全部课程的留学人
员，在满足海外高校规定的学位授予
条件后，其所获得的学位可以获得正
常认证。同时，坚决反对部分境外院
校和中介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假借疫
情突击增开大量在线课程的做法。为
了更好地维护广大留学人员利益，保
证留 学 教 育 质 量 ， 对 于 此 类 文 凭 ，
按 照 《 教 育 部 留 学 服 务 中 心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办法》 的
有关精神，仍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认证范围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密切关注疫情对中国留
学人员海外生活和学习带来的诸多不
利影响，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回
应留学人员关切，并根据疫情形势临
时调整了学历学位认证的有关政策，
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对于广大留学人
员正常学习秩序的不利影响，维护了
广大留学人员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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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认证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统计显示：
2020美国国际学生注册人数下降18%

“英国卓越专业大学联盟”成立

中荷“健康促进与医疗传播”研讨会上，陈榆 （右五） 同与会嘉宾在一起。

对于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说，要克服的不仅是离
家几千公里的乡愁，更多的还有来自欧亚大陆西端的文
化冲击。文化既是对一个群体思想的提炼，又是对群体
成员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等要素的概括。对
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我们虽然可以从书本中学习德语、
了解德国历史，但对于德国人真实的的思考方式和处事
原则，还是要通过实地的日常交往来加深了解。

从制度层面看，德国人有明确的社会规范和原则来
指导有可能发生的大多数情况。

以交通为例，有一次我遇到邻家正在学骑自行车的
小女孩，已去掉辅助轮的她骑行得很顺畅，我不禁开玩
笑说她可以同我一起出行了。年仅 4岁的她在听到我这
句话时，非常认真地摇头，并告诉我她不可以和我一起
骑车，因为她还只能在人行道上骑。后来我才了解到，
德国法律规定未满 8 岁的孩童不可以在自行车道骑车，
甚至还对此种情况下父母的骑行做出了要求。透过这一
点，德国人的立法风格可见一斑。追求准确、清晰和完
整，也尤能体现出德国人对确定性的追求。

再比如，垃圾分类这件事也能体现出德国人的性
格。如果你有一位德国房东，那么大概率的事件是你能
从房东那里发现一本书，里面详细罗列了各种不同垃圾

的分类细则，堪称一本“垃圾分类大全”。
在文化层面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一特点。语言

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是我们观察德国人思维的另一角
度。比如，德国人倾向于重视低语境的交流形式，也就
是说，他们倾向于使自己的含义得以明确表达而不是委
婉表达。

低语境交际者对规则的依赖度很高，强调用语言将
信息清晰明了地传递给对方，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德语语
法如此繁杂的原因了。而同时又因为此，交流的负担更
多落在说者而非听者的肩上，如果交流不直截了当，听
者会认为说者思路不清或者缺乏诚意。这可能也是当我
们与德国人交往时，会感觉他们说话很“直来直往”的
缘故。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德国媒体上常能看到他们
对自己的批评和讽刺性的内容，有些我们站在局外人角
度都觉得不留情面或者太过直白。在我们的文化习惯
中，更希望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为含蓄。

来德 3年，对德国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们对周遭不
确定因素的规避。有人觉得是严谨，有人觉得是“刻
板”，各有各的道理。在我看来，在具备确定性的范围
里，德国人也可以过得“随意”。举个小例子，大家在
私人空间享有穿着自由，在这个“私人空间”的前提
下，你会看到有司机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开私家车不穿
上衣，虽然只是少数，但光着膀子的德国人，或许也与
大家印象中会认真系好每一颗衬衫扣子的德国人的样子
有些不同。

如今，有更多的中国留
学生来到德国，留学中国的
德国留学生也越来越多，这
使得来自不同文化圈的我们
有了更多互相了解、彼此理
解的机会。而我们之间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在文
化交流的过程逐渐实现着融
合与发展。

（作者系德国特里尔大
学汉学系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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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特里尔大学校园风光。

荷兰格罗宁根城市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