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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2020年底发布的有关数据，2019年度，我国各
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6.09万人，
增长11.73%，留学生回流趋势明显。

同时，对比几年来的数据可以发现，如今海归年轻化的趋
势也更为突出。其中，青年海归就业创业呈现多元化特征，行
业分布广泛，多点开花。

本期采访中的3名海归，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与所学专业迥然
不同的方向：钟爱烹饪的柴子健学的是草坪管理专业、“踏浪而
行”的张菘蓓是传播学毕业生、开当代艺术中心的马星则是国
际事务管理专业的学生。

所学专业与创业就业领域不相匹配，这在近年来的归国留
学生中并不鲜见，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不务正业。推广冲
浪文化时，传播学知识帮了忙；西餐厨房的环境布置，植物学
知识派上了用场；在处理艺术中心千头万绪的策展环节时，同
样也用得到国际事务专业里的方法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创
业就业多元化是出于个人兴趣选择的结果，而知识本身触类旁
通，都可以成为实现梦想的有力抓手。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重要的是聆听心底真正的意愿。如
今，越来越多的海归正摘掉传统观念里对留学生回国创业就业
选择的“标签化”认知，他们离开写字楼，走向自己梦想的更
广阔天地。就业创业、实现自身价值的路有千万条，这千万条
路并非坦途，而热爱能给人提供坚持下去的无穷动力。

多元化选择
绽放青春光彩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近年来，海归就业创业领域多元化趋
势更为明显。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3位来
自不同领域的青年海归，一位钻研厨艺、
于闹市之外开了间西餐厨房；一位离开家
乡，前往海南陵水，致力于推广冲浪运
动；一位在新疆乌鲁木齐“半路出家”，创
办当代艺术中心，展现新疆当代艺术家的
创新和审美。

执着于自己所爱，绽放青春光彩，是
他们3人的共同追求。

搭建艺术链接空间

再过不到两个月，位于乌鲁木齐的高台当代艺
术中心新址就将正式开馆。相较于地处核心商业区
的旧址，新馆在装修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废旧厂房，
拥有更广阔的展览和设计空间。

在马星看来，工业遗产的亮丽“转身”，正与他
对于艺术中心的定位相契合，“它就像北京的798，
游客可以来看展，而同时，这些建筑本身也值得品
味和欣赏。”马星说。

幼年在塔城长大，小学时搬到乌鲁木齐生活，
直到高中毕业后去北京上学，马星始终对家乡有着
深深的留恋。大学毕业后，他曾去迪拜的咨询公司
工作，也曾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访学，进行有关公共
政策的研究。这些履历，看起来与他现在的选择没
有直接关联——他回到乌鲁木齐，创立了如今已在
当地小有名气的高台当代艺术中心。

变化源于2017年的一次旅行。那是马星第一次
前往喀什高台民居，黄土高崖上的百年老城层叠交
错，经几代人而依然屹立不倒。少数民族的建筑特
色与文化魅力深深打动了马星，也给了他别样的文
化体验，一个设想开始在他头脑中成形：以艺术为
载体，通过艺术家灵动的作品，讲述美丽新疆多元
而丰富的故事。

“艺术是世界性的语言。创作者可以反映个体视
角与生活，观众可以自己解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
要。”马星说，他最初并未想过要成立当代艺术中

心，而只想偏重于策展，但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
意识到，需要创立一个艺术家们彼此支持、相互链
接的空间，逐渐延伸出更为全面的艺术创作生态。

“回到新疆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艺术家，
去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学习当代艺术的市场运作
机制。当时在乌鲁木齐进行专业化艺术家推广的机
构并不多，我认为可以尝试搭建一个平台，将新一
代从事新疆文化创作的年轻人聚集起来，传递出极
具活力与热情的声音。”

追求多样立体的表达

2019 年 11 月 1 日，高台当代艺术中心迎来首
展。以“故乡”为题，展出的是“90后”海归摄影
师马海伦的作品。她多以拍摄新疆纪实人物肖像为
主，画面色彩饱满，在记录新疆充满活力的多民族
生活的同时，她的镜头中也常常出现与潮流文化碰
撞的年轻人。

“马海伦的作品有自己独到的时尚观，展现出新
疆当代年轻艺术家的包容和审美。”马星这样评价。

尽管从开馆之初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
在这两年多时间里，马星依旧策划了十几场展览、

论坛，希望能通过风格多样的展览，诠释绚烂多彩
的新疆。

比如，他先后举办了有18个国家和地区艺术家
参与的“艺术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与瑞士文化基
金会上海办公室合作的“在群山、丘陵与湖泊之
间”瑞士当代摄影展、“奇遇历险记——八位新疆艺
术家联展”，等等。

马星十分重视在策展过程中邀约不同地域、不
同年龄段、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以创造出艺术对话
环境。“这样展览的‘交流性’就会很强。通过多种
极富感染力的鲜活作品，观众可以看到新疆艺术家
特别多样而立体的表达。”他说。

为了疏解疫情所带来的运营压力，马星曾举办
过一次线上预购活动，产品包括展览门票、艺术中
心的付费会员和合作艺术家的设计衍生品。出乎他
意料的是，最终有超过1200人参与了线上预购，这
其中既有曾来看过展览的观众，也有第一次听说高
台当代艺术中心的文艺爱好者。每一份预购都是一
份实实在在的支持，对于创业起步的马星而言，他
既感动又更坚定了要办好艺术中心的想法。

“我希望这里的土壤能吸引更多年轻的艺术家，
能够更好地聚集本地创作能量，可持续地成为艺术
创作与传播的渠道。”马星说。

勇搏风浪的热爱

与海南更为著名的冲浪胜地万宁
相比，来陵水冲浪的人少了许多。但
其实，这里细沙浅滩，能很好接收到
季风的能量。对冲浪者来说，陵水适
合进阶练习，也适合冲浪教学。这也
是张菘蓓喜欢陵水的原因。

2016年，本科毕业于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专业的张菘蓓
回到上海，从事新媒体运营的相关工
作。那时，她常在节假日去海南冲
浪，海边生活也让她想起了自己上大
学的日子——从宿舍可以步行到沙
滩，在海边漫步一个下午。

因此，4年后的2020年底，当有
一份与冲浪有关的工作摆在张菘蓓面
前时，她并没有太多犹豫，就做出了
辞去工作来到陵水的决定。“做冲浪
品牌的线上内容运营，同时对接不同
品牌的合作项目。我可以有更多时间
去练习冲浪，也可以更好地介绍和推
广冲浪文化。”

从第一次成功抓浪开始，张菘
蓓很快便爱上了这项与大海亲密接
触的运动。清晨或者傍晚时分，她
都喜欢站在海边，欣赏日出日落，
感受海水拂过身体、人与自然融为
一体的宁静。

“冲浪带给我的感觉与别的运动
不太一样”，张菘蓓说，“海水、阳
光、浪花在随着整个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不同时间、不同季节都不一样，
这种人和自然亲近的生活状态令我着
迷。贴近浪花，我们一直在跟自然互
动，人与自然有了动态关系，一方带
动另一方而变。”

她颇富哲学意味地讲述冲浪带
给自己的变化，这项“被大海包
裹”的运动让张菘蓓体会到了一种
身心自在：潮涨潮落，风起风息，
冲浪者在未知中去勇搏风浪、寻找
掌控力。

超越年龄的追求

“沙卡冲浪”是张菘蓓正在运营
推广的冲浪品牌。“Shaka”源于夏威
夷俗语，之后变成冲浪者之间打招呼
的方式，张菘蓓说，冲浪运动也传递
着热情向上、简单而纯粹的海滩生活
方式。

近段时间，她和团队正在与知名
极限运动品牌合作，共同拍摄了一组
短视频。视频记录着近 10 位冲浪爱
好者与这项运动结缘的故事，他们中
有的是年轻学生、有的是已退休的创
业者，冲浪是他们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当然不只是年轻人的运动，不同
年龄阶段的冲浪者会在其中寻找到属
于自己的快乐。”张菘蓓说。

每天在天刚蒙蒙亮时下海，冲浪
到9点左右再上岸回家，开始一天的
工作，在陵水1年多的时间里，张菘
蓓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离开上
海的繁华与喧嚣，因热爱冲浪来到海
南，谈及自己的选择，张菘蓓也很感
谢父母的开明与理解。

“我喜欢自己现在做的事情，这
让我觉得有价值。父母看到了我的努
力与付出，也为我高兴。”张菘蓓
说，“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推
广共同钟情的运动，我很幸运。是热
爱让我们相遇。”

开一间“像家一样”的餐厅

穿过惬意静谧的院墙，几滴雪水
不经意间从砖瓦屋檐淌落，正是午后
时分，一橘一灰两只猫正轻摇尾巴，
懒洋洋地趴在院子里惬意地晒着太阳。

距离这里不远处便是著名的京密
引水渠，在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上、下
苑村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村落，私人工
作室、私人美术馆散布其间，先后曾有
百余位艺术家来此定居、创作。

这里是上苑村6号，春分刚过，院
内种下的柿子树和樱桃树还没有抽枝
发芽。墙根下摆放着院主人收藏的精
酿啤酒瓶，几张餐桌、几把藤椅、几
位慕名前来的食客，一道道佳肴香味
四溢，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

主厨是个温文尔雅的“90后”，他
叫柴子健，曾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学习草坪管理专业。去年8月，他租下
了上苑村6号，重新设计装修，打造出
一间极具个人特色的西餐厨房。“我希
望这间餐厅能让所有客人感到舒服，
就像在家里吃饭一样。”年轻的“大
厨”如是说。

回拨时间指针，最初在外留学的
日子彻底激发了柴子健对烹饪的兴
趣。大二时，他常去公寓附近的超市
采购食材，之后便跟着美食节目边学
边做，公寓里的美国室友便成了“试
吃员”。也是在那一年，柴子健开始考
虑将烹饪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他享受着为人创造舌尖快乐的满足：
精心挑选食材、微妙调整火候，直到
入口时的五味调和与惊艳，令食客直
呼不虚此行。

回国后，柴子健用几年时间去了
解国内餐饮行业。他在五星级酒店实
习，在多家餐厅工作，他逐步建立了
自己信得过的供应商人脉，也为自己
创业积累了经验。

烧几盘“大道至简”的菜肴

在上苑村6号，餐厅里郁郁葱葱地

种着许多绿植，曼陀罗、龟背竹、天
堂鸟……于此间自在地品尝几道主厨
精选，再配一杯个性精酿，实属享
受。也正因如此，柴子健的客人绝大
多数都成了回头客，大家再口口相
传，深巷里的美酒佳肴的香气便越飘
越远。

美国人迈克久居上苑村，他和太
太都是柴子健的“粉丝”，夫妻俩常过
来吃饭，尤其钟意烤猪排——柴子健
的拿手菜之一。

一次吃过午餐后，迈克在上苑村6
号的食客群中这样写道：“我在北京生
活10年了，吃过各种各样的西餐，从
胡同里的美味餐厅到价格不菲的高档
酒店。对我而言，你所制作的食物远
远超过这些，更用心，也更美味，如
同我故乡的味道。”柴子健欣喜地向记
者展示这条留言。对于烹调食物的人
而言，又有什么会比食客的肯定更令
人兴奋呢。

“那一刻我觉得挺成功，‘我做得
还不错啊’，心中会这样想。”他说。

于风格而言，子健更喜欢做西班
牙菜、意大利菜和美国菜，食材新
鲜，烹饪过程相对简单。“我不喜欢
有特别繁杂的加工程序。大道至简比
较好，虽然简单，但并不影响成品的
美味。”

如果客人需要，柴子健会推荐用
于搭配菜肴的精酿啤酒，多数是市面
上并不常见的小众啤酒。他之前的工
作需要到全国各地出差，而每到一
处，他便去搜寻当地独特的啤酒坊、
啤酒厂，去品尝酿酒师的私酿，搭建
进货渠道，同时也想象着自己的客人
有朝一日在自己的店里喝到称心佳酿
时的欢愉。

日复一日，持刀的右手虎口磨出
了茧子，柴子健的厨艺也愈发精进。
他隔三差五便推出几道新菜，既充实
着上苑村6号的菜单，也给食客们不断
带来新的惊喜。而同时，自己开店之
初的座右铭始终不曾忘怀——尊重食
物，尊重客人，通过菜肴来承载心意
与诚意。

“要克服懒惰，要更努力，开发出
更多创新菜式。”柴子健乐在其中。

张菘蓓：

在海南，
赴一场踏浪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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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星：

在新疆，
让当代艺术与世界对话

走向广阔天地
孙亚慧

图① 冲浪如今成了张菘蓓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
一，她喜欢这项运动所带来的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快
乐。图为张菘蓓在冲浪。

图② 上苑村6号的餐厅厨房，是柴子健每天待得最
久的地方。他说，食客对菜肴的夸赞，对于烹饪者而言
是最大的褒奖。图为柴子健正在备菜。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图③ 通过高台当代艺术中心，马星希望搭建一个艺

术家们相互支持与链接的空间。图为马星在新疆喀什牛
羊大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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