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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非热门留学国⑨

阅读时光

“在专业领域不断精进”

韩雯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药专业硕士生，来
丹麦留学前她做了深入分析。“申请学校时，我看重
学校在药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哥本哈根大学的药
学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学术资源丰富，我因此心生
向往。此外，该专业的课程时间设置是两年，我认
为能充分适应环境、吸收知识，符合我的求学时
间规划。”

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学生杨佳霖看来，这里有
优质的音乐教学资源。杨佳霖说：“我从4岁起开始
学习钢琴，在国内读本科时我曾观赏过丹麦皇家艺
术学院钢琴系一位知名教授的表演，当时就被深深
打动了。申请留学时，我如愿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
知书，师从这位教授。在我看来，我的导师对音乐
有深刻独到的理解，他细腻多变的音乐风格吸引我
前来学习。”

杨佳霖还提到，虽然丹麦的官方语言是丹麦
语，但在当地英语的普及程度相当高。“学校向国
际学生提供英文授课课程，申请学校时中国学生只
需提交托福或者雅思考试成绩，不需要掌握丹麦
语，这免除了我对语言问题的顾虑，可以较快适应
新环境。”

韩雯说，丹麦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吸引了她。“我
是一名骑行爱好者，在丹麦骑行文化盛行，这大大
满足了我的爱好。丹麦地势低平，骑自行车方便省
力，且城市设有自行车专用道和交通信号灯鼓励绿
色出行。在丹麦，骑自行车不仅是常见出行方式，
也是生活创意表达，当地人在自行车的设计上富有
想象力，骑行方式花样百出，这是我想体验的城市
生活。”

学习环境国际多元

在丹麦课堂上是什么体验？杨佳霖介绍说，丹
麦皇家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很丰富，同学来自各个
国家。“我除了文化课、独奏课外，还有和同学合作
的重奏课。重奏的每个声部由一人演奏，我所在的
小组是三重奏，我弹奏钢琴，一名匈牙利同学演奏
单簧管，另一名美国同学演奏巴松。”杨佳霖说。

杨佳霖说，重奏课让他对专业学习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他解释道：“重奏和独奏有较大差别，若要
将曲目演奏流畅，就需要和组员配合默契。在学习
聆听其他乐器时，我感到自身专业技能也有了进
步。后来，在全丹学联举办的首届文化艺术节活动
中，我动员组员参与，一同演奏了《春节序曲》。节
目获得的反响很不错，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中国音乐
的魅力，这让我非常开心。”

韩雯提到，同学文化背景十分多元。她说：“在
我的课堂，有一门课教授明确要求组队时不能有相
同国籍的组员，鼓励我们和不同国家的同学相处
中，去感受文化的碰撞。我的组员有来自希腊的、
印度的，我们不仅一起做实验、写报告，还带来自
己国家的美食分享，相处很愉快。”

同学们对韩雯提了不少关于中国的问题。她
说：“我们的宿舍很热闹，由于整个宿舍只有我一个
中国人，室友们对我既热情又好奇。还记得入住的
第一天晚上，室友就向我了解中国的大学生活、交
通、天气等，我们畅谈了几个小时。还有一次，我
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十二生肖，这勾起了大家的兴
趣，纷纷想知道自己的生肖是什么，追问我不同的
生肖有什么性格特征。”初来乍到，同学们的友善和
热情让韩雯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不少。

走进当地“慢生活”

韩雯在日常点滴中逐渐了解丹麦，走进当地生
活。丹麦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她说：“当地的圣诞
节令我印象深刻。去年12月，我们宿舍组织了一个

‘神秘的圣诞老人’游戏。每名参与者抽取其他同学
名片，做抽中同学的‘神秘圣诞老人’，这个月要关
心这名同学、为其准备小惊喜，但不能让其猜出

‘神秘圣诞老人’是谁，直到圣诞节当天揭晓答案。
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同学们既庆祝了节日，又拉近
了彼此的距离，增进情谊。”

在韩雯看来，丹麦人过着慢节奏的生活，注重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丹麦，许多人的工作时间不
会很长，他们下班较早，将精力投入家庭、兴趣爱
好等生活其他方面。这启发了我，要学会静下心体
验生活。”

杨佳霖对此有相同体会。他说：“在丹麦的生活
有一种松弛感，我常常感受到平静日子里流淌的幸
福。比如冬天结束工作回家后，在暖炉旁喝一杯咖
啡，看着外面白雪皑皑的世界，我感到被室内的温
暖包裹，舒适、快乐，压力得到释放。”

杨佳霖还在课余时间教授当地孩子钢琴。他
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给当地一名中丹混血
小朋友教钢琴。她的中文还不太流利，刚开始我和
她交流需要翻译。随着教学逐渐步入正轨，我发现
音乐的交流可以超出国别、语种的限制，不需要多
加叙述就能互相明白对方。此外，我去了哥本哈根
文化中心给那里的孩子们上公益钢琴课，传授一些
音乐启蒙知识。公益课结束后，我受到家长们的认
可，特别开心。希望我能利用自己的所学专业，为
两国文化交流多做一些事。”

阿拉伯著名诗人穆泰纳比曾经说：
“书是人生最好的伴侣。”因为书让我们
纷繁的世界透进光来，让我们平凡的生
活有更多色彩，让我们内心孤独的时候
感受到温暖。

美丽的地中海滨坐落着一座独特的
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它似一位
老者欣赏着海上那一抹朝霞余晖，注视
着海滨大道的繁华，见证着整座城市的
变迁。它被认为是亚历山大市的文化象
征，更是连接这座城市古代与现代历史
的文化桥梁。虽然2300年前的原迹已荡
然无存，但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现如今的
宏伟气势依然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
也依旧是万千学子的心灵栖息地。

如果有幸在亚历山大生活过，你会
发现亚历山大图书馆内外好像两个世
界，外面嘈杂，里面却安静有序。它仿
佛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大家来感受
阅读的快乐。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非常
丰富，最老的藏书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
前，闲暇时也可以找一些中文读本来重
新了解鲁迅先生，学习觉得乏味时也可
以到图书馆底层的博物馆进行一次文化
探究之旅，甚至也可以看一次馆内的画

展，感受亚历山大人的浪漫气息。
埃及定期举行书展，而亚历山大图

书馆作为埃及的文化象征之一自然成为
了书展的不二之选，所有的出版社都
相聚在这里，这几天一定是图书馆最
热闹的日子，很多读书爱好者会拿出
准备已久的书单，悉数买下自己心仪
的书籍。

如果考虑到价格问题，大家也可以
考虑二手书，比原价书便宜许多，不仅
不影响阅读，而且可能会平添几分乐
趣。我是一个二手书爱好者，倒不仅仅
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旧书里总藏着一
些小惊喜。比如：里面会夹着一张上世
纪九十年代埃及艳后的小邮票，或者画
着一只可爱的小猫，更有幸者，甚至可以在
旧书商那里买上一封五五年的埃及情书，
或者一张八六年旧的发黄的老报纸……

在笔者看来，人生最美好的两件事
就是读书和相遇，而亚历山大图书馆每
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坐在安静的
图书馆里学习，你的周围总是被一些
阅读爱好者所包围，他们可能是意气
风发的少年，也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
学者；可能是温文尔雅的帅气青年，也
可能是温柔含蓄的面纱姑娘。当然也少
不了一些共同努力的情侣。听一个埃及
朋友说，她的哥哥和芬兰籍嫂子就是在
亚历山大图书馆相识并相恋……像这样
美好的场景常常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上

演，或许是因为读书让我们相信美好，
也让我们总在不经意间遇见那些情投意
合的人。

所谓文化熏陶，或许并不只是对人
而言。你看，图书馆外总躺着几只小

狗，它们或许是因为耳濡目染，在书香
之地也乖巧了许多。

我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完成了硕士研
究生论文，在这里度过的论文时光从未
让我觉得辛苦，反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享受。忘不了那些陪伴过我的黄的掉页
的老书，忘不了那些陪伴在我身边共同
努力过的人。怀着对知识的憧憬，我来
亚历山大的时间已过三载，当有一天离
开这里，我会想念。忘不了它在我心情
低落时给予我的依靠，更忘不了那段走
向成熟的岁月。

（作者系埃及亚历山大大学阿拉伯
语文学硕士）

2021年 9月至今，是我在谢菲尔德大学研究生生涯中
最重要的时期。因之前在国内新闻网站实习，我对新闻

“采编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从商务英语专业转入
新闻专业，攻读包括社会科学、城市化、批判性阅读在内
的通识课程和核心课程。

丹麦位于欧洲北部，有“童话王国”之称，首都为哥
本哈根。在高等教育领域，丹麦有哥本哈根大学、奥胡斯
大学、丹麦技术大学等学府，吸引了不少中国学子前去深
造。在丹麦留学课堂上是什么体验？留学生活是什么样
的？本报记者采访了几名中国学生，听他们讲述留学丹麦
的故事。

留学在安徒生童话的故乡
本报记者 周姝芸

我在英国
出镜了

周超杰

我在英国
出镜了

周超杰

提高专业素养

学校每周都举办新闻日活动，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自
行完成新闻作品。每位同学都会带来一条新闻故事，并分
别在当天 14 时 45 分和 16 时 30 分进行电台直播汇报演示以
及电视新闻直播。

通过不断地交流学习，我在英文交流和写作上找到了
更多自信，每一次学校新闻日活动，我都尽可能编辑出更
多条新闻，多给新闻素材配音、多去参与拍摄任务，争取
更快进步。

为了能够在毕业时拿到英国广播委员会授予的硕士毕
业证，我必须在当地找到满15天的实习，而且还必须拥有
自己的作品集。因此，在开学第二周，我便找到相关老师
完善自己的简历，希望老师能给予指导并根据当地简历的
规范化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呈现我的作品。

寒假时，除了获得学校推荐的机会外，我也在相关网
站上提交了简历。幸运的是，在第二学期中，我获得了英
国几家知名电视台、电台以及谢菲尔德当地报社的实习机
会，制作并发表了一些不错的作品。这让我更加确定了自
己需要认真学习新闻媒体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备将来更
好从事相关工作。

海外留学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既
然选择在当地学习实践性课程，我必须努力让自己适应
当地文化，探索、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这对我来说
是一段难忘的留学经历。在最后的毕业设计上，我选择
制作一则新闻，报道主题是“新能源车在英国的普及以
及发展趋势”。

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台，我与同学们一起学习“采编
播”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在一次去挖掘南约克郡新闻时，
我发现，相较于本地学生，我对于英国本土人情和历史文
化的确了解不够深入，挖掘新闻会有难度，但这也让我有
机会找到另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并成功挖掘出了有价值的新
闻线索。

国际背景的实习经历帮助我增强了专业技能，为留学
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增强了我回国就业的竞争
力。如今，国内新媒体的
迭代速度非常快，给予年
轻人更多机会以及发挥创
造力的空间。能将自己学
习到的技能带回祖国，从
事热爱的新闻行业，这是
我的愿景和期待。

（作者系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中国留学生）

◀杨佳霖 （左） 与同学共同演奏。
受访者供图

▼韩雯 （右二） 与同学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我与亚历山大图书馆
宋亚楠

勇敢迈出第一步

刚开学那周，我就已经感觉到这一年需要面临不少挑
战。班上只有3名中国人，语言就是第一关，虽然自己的雅
思托福分数都不低，但比起可以和当地人流利沟通的程度
还需要很多努力。新接触的课程让我意识到，这一年的学
习需要自己去发现新闻，每条新闻的制作产出也需要独立
完成，还要学习媒体法律、新闻道德、政治与权利等理论
课程。

一年的时间很紧凑。在第一学期，我主要学习电台方
面的技能，包括设备使用和采访方式的运用；在第二学
期，我则学习电视新闻，还要进行一系列实践。在老师的
授课中，我强烈感受到，国外研究生的授课模式基本以引
导式为主，需要靠自己主动研究、主动发现，还要主动了
解当地更多的人文风情。

我勇敢地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努力融入当地同学中。
起初我并不习惯，好在大家对我非常包容：邀请我一同参
加节日活动，照顾我在饮食方面的文化差异，在聚餐时单
独为我提供在当地超市买的“中国馒头”作为主食；给我
分享法律媒体等理论课的课堂笔记；一次次帮我修改新闻
稿，帮我提升新闻写作技巧……慢慢地，我和大家逐渐熟
悉了起来，并以迎难而上的勇气打动了他们。

至今，我依旧记得自己拍摄和编辑的第一条电视新
闻。那是我第一次作为出镜记者，新闻报道内容与二战胜
利有关，地点在谢菲尔德教堂内。我要尽可能拍摄足够多
的素材，头脑里也需要有框架，以便之后剪辑。那天，我
从中午 11时一直忙到晚上 9时，疲惫不堪，但我对自己出
镜视频的效果仍忐忑不安。现在想来，我当时在镜头前说
话真的很不自然，然而万事开头难，我相信，只要自己用
心对待每一个新闻故事，总会有收获。

周超杰 （左） 在实习采访中。 作者供图

留学记留学记

白色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如同海边的一只美丽贝壳。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