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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像海绵里的
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
的。”一句名言可以让你
受益匪浅。在我背诵的许
多名言中，鲁迅的这句话
是我最喜欢的。

每当我在准备期末考
试抱怨没有充足的学习时
间，或者以没有时间为理
由推托事情的时候，脑海
中就出现鲁迅先生的样
子，赶紧告诉自己要抓紧
时间行动起来，去实现自
己的梦想。

从 7 岁开始的在华留
学生涯中，我与鲁迅的
第一次相遇是在初中一
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我
还 清 楚 地 记 得 ， 分 析 、
背诵鲁迅深奥难懂的文
章是我初中时期的一大
挑战。虽然至今我还未
能 真 正 理 解 鲁 迅 的 文
章，但是他弃医从文的
故事与爱国精神以及励
志名言都深深印在了我
的心里，激励着我努力
上进。从那时起，鲁迅

便成了我十分尊敬的中
国作家，而这一颗敬佩之
心在去年 6 月 23 日把我
带 到 了 浙 江 绍 兴—— 鲁
迅的故乡。

“鲁迅故里站到了。”
地铁里的播报刚落，我便
穿过拥挤的人群加快脚
步，因为迫不及待地想开
启旅程。走出地铁站，迎
接我的是蔚蓝天空与朵朵
白云，还有散发着耀眼光
芒的太阳，像是绍兴给我
和所有来鲁迅故里的游客
的一份见面礼。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
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
草 园 …… 但 那 时 却 是 我
的乐园。”

充 满 鲁 迅 童 年 回 忆
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 是我印象最深的文
章，因为文中这段对百
草园的描写使我一直以
来对他笔下这个儿时的
美 好 “ 乐 园 ” 十 分 向
往。亲眼所见，心情十
分激动。

我到的时候，正值盛
夏，百草园里绿草遍地、
百草茂盛，耳边还传来声
声蝉鸣与鸟儿动听的合
唱。这个充满着颜色和声
音的生机盎然之地使我心
旷神怡，这里又何尝不是
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小“乐
园”呢？

恋 恋 不 舍 地 离 开 百
草 园 ， 越 过 一 座 小 石
桥，便是“全 城 中 称 为
最 严 厉 的 书 塾 ”—— 三
味书屋。来到这里是为
了亲眼看到鲁迅在他的
课桌上刻下的一个“早”
字。据说鲁迅为了照顾父
亲而常常迟到，因此在
课 桌 右 上 角 刻 了 一 个

“早”字来提醒自己，这

个字意味着鲁迅从小严
格要求自己。

走出三味书屋来到鲁
迅纪念馆，纪念馆里鲁迅
生前使用的实物和亲手写
下的手稿，还有许多照片
与书信，生动地展现了这
位伟大的中国作家的生平
事迹，还有不怕挫折、自
强不息的精神。

结束了鲁迅故里之旅
回到学校，我做的第一件
事便是到图书馆找到 《朝
花夕拾》，重新开始阅读
鲁迅的文章。我想，说不
定里面有很多过去不曾发
现的精彩正等着我去重新
发掘。

（作者系浙江大学韩
国留学生）

我 对 唱 歌 情 有 独
钟，参加深圳大学国际
合唱团让我的留学生涯
焕发光彩。

加入大学国际合唱团
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
一次，合唱团在校内演
出，团员们未借助任何乐
器，通过不同声部的合唱
展现音乐作品，我当时就
被吸引住了，便萌生了加
入合唱团的念头。

加 入 合 唱 团 后 ， 受
疫情影响，我参与演出
的第一首歌曲 《你的答
案》 在线上录制。录制
这首歌是希望通过音乐
鼓舞人心。在选择拍摄
地时，我特意选了一个偏
暗的地方，为的是对应歌
词“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
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
能 找 到 答 案 ……”当 时 ，
来自不同国家的团员分

散 在 世 界 各 地 无 法 相
聚，只能以网上连线的
方式练习，大家克服种
种困难，最终实现了预
定的目标。

后来，我陆续参与《让
世界充满爱》《国家》《冰雪
之望》等作品的录制。我发
现，每一次录制都会有新
面孔加入到合唱队伍中，
大家在这里尽情享受着
音乐和友谊带来的快乐，
感受着不同国家文化的
碰撞与交流，我们就像一
个 世 界 大 家 庭 ，相 亲 相
爱、互相鼓励。

回 首 往 日 的 美 好 时
光，合唱团见证了我在音

乐路上的成长——从忐忑
不安到站在台上的落落大
方，不仅为我的留学生活
增添了亮丽的色彩，还让
我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
朋友，感受到了跨越时空
的温暖。

在合唱团中，我们跨
越语言、文化等的不同，
唱响星辰大海，唱响大美
中华，通过音乐这条纽带
搭建起了交流的平台，展
现了留学中国这平凡生活
中不平凡的故事。

用 音 乐 讲 述 中 国 故
事，这就是我的愿望。

（作者系深圳大学泰
国留学生）

初识汉服是在社交平台抖音上，我
深深被它的美所吸引。汉服就这么突然
闯入我的世界，就像 《如梦令》 中写到
的“沉醉不知归路”一样，只是一眼，
我便爱上了这种独特的服饰。

这让我十分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
历史背景下才能有如此美的服饰呢？当
时，我像着了魔一样在抖音上搜索和汉
服相关的视频，还去图书馆寻找有关汉服
的书。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穿上华美
的汉服漫步在西安的大街上，感受中国历
史的悠悠岁月。

加深对汉服的了解是在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的课堂中。通过老师们耐心、生动
的讲解，我了解到丝绸之路促进了汉唐时
期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对汉服的发展
也有影响。

在汉语文化实践课中，我们到了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于永泰公主墓
的壁画 《宫女图》 让我印象深刻，画
中风姿绰约的宫女神采照人，有的似
在和其他宫女交流，有的执团扇……
形象极为生动。

西安大唐不夜城是我最爱去的地
方，这里不仅是网红打卡地，也是众

多汉服爱好者的天堂。我在这里结识
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欣赏了精
美的汉服表演。

2021 年夏季，我终于圆梦，穿上了
梦寐以求的汉服。我们到汉阳陵参观学
习，讲解员向我们讲述了汉服的历史由
来、变迁发展和传承意义，我看到了高
等级礼服的雍容华贵以及百姓服装的简
洁 舒 适 ，了 解 到 中 国 文 化 重 视 衣 冠 服
饰、重视礼仪，也了解到汉服和礼仪文
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尝试穿汉
服，学习古代揖礼，体验投壶之礼。

原来中国人面对长辈和平辈有着不
同的礼仪，我被中国的礼仪文化折服，
加深了对汉服所蕴含文化内涵的理解。
我们还学习了汉服舞蹈，在大雁塔穿着
精致的服饰，给市民提供了一场独特的
礼乐文化盛宴。

汉服所呈现的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
与和合共生，与今日的中国如此相似。我
向往如此包容的中国，作为来华留学生，
我立志为中国和我的祖国土库曼斯坦之
间的友好交流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土库曼斯
坦留学生）

2022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舞蹈
《只此青绿》引发关注。荧幕上的青绿让
我想起了我留学的城市——广西桂林，
我永远也忘不了桂林的那一抹青绿。

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中国朋友带
我去了一个叫作仙人台的地方，我由此
找到了打开桂林山水的正确方式。仙人
台位于桂林阳朔县葡萄镇一座无名的山
上。沿着一条驴友和摄影爱好者踩出来
的小径往上爬，翻过一个山坡，眼前豁
然开朗，满眼青绿！那雨后春笋般矗立
的群峰是墨绿，婀娜多姿、形态各异；
那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的漓江是碧绿，
在这里拐了一个 U 形的大弯，在群山间
蜿蜒前行；那春日里茁壮成长、抽枝发
芽的植被是嫩绿，微风轻拂，含笑点
头；就连那在山水间缭绕的云雾，在这
绿水青山间，仿佛也印染上了淡淡的薄
荷绿，久久不愿散去。这里四下无人，
远离尘嚣，就连漓江上游轮的汽笛声也
被调成了静音。怪不得这里叫作仙人
台，虽然看不见仙人，但是却能看到只
有仙人才能看到的仙境。此时此刻，我
只想张开双臂，尽情拥抱眼前的美景，
唱上一曲……

老实说，初来桂林时，我有些失
望。印象里中国的城市应该是像北京、

上海、广州那样高楼林立的都市。后来
听老师解释才知道，桂林是一座旅游城
市，“桂林山水甲天下”更是闻名于世，
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为的是看桂林山
水。为了保护桂林山水的原貌，不被高
楼大厦遮挡，市区内建筑高度都有严格
规定。

漫步在桂林街头，站上解放桥，桥
下就是川流不息的漓江。再往远处眺望，
则是依稀可见的穿山和塔山。登上逍遥
楼，隔江相望，东边七星公园的七座山峰
已在那里默默伫立，阅尽这座小城的繁华
与沧桑。爬上叠彩山，你就会发现桂林的
自然风光与人文建筑竟是如此和谐共生，
在大片青绿的自然山水中间包裹着排列
有序的灰、白、红的建筑，不但没有破坏自
然风光，反而给这片青绿点缀了些许人间
烟火气，一如中国山水画中常见的亭台楼
阁，不但不突兀，反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
作用。

在桂林出行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桂林的街头很安静，街上行驶的大部分
都是电动汽车。如果你骑着自行车在城
里四处闲逛，铃声回荡在街头，格外清
脆悦耳。由此可见，绿色出行的概念早
已根植于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滨江路是我最爱逛的一条路，有一
次我在滨江路上散步，被漓江边的一群
人给吸引住了。他们大概有数十人，身
上都穿着绿色的马甲，有老人、年轻
人，还有孩子。他们一手拿着夹子，一
手拿着一个塑料桶，在漓江的河滩上慢
慢行走，不时夹起河滩上的东西装进塑
料桶里。我很好奇地走过去问：“你们在
做什么呀？”

“我们在清理漓江边的垃圾。”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漓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作为桂林

人，我们有义务保护母亲河！”
望着他们远去的绿色背影，我终于

明白了漓江为什么会清澈见底，这一方
山水为什么会绿意无限。我想，正是这
些可爱的人们让桂林“只此青绿”。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喀麦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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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外 祖 父 是 一 名 厨
师，他跟着中国师父学做中
国菜之后，便在家乡的小镇
开了一家饺子店。在我小的
时候，时常听他说起中国师
父和其女儿的小故事，给我
很温馨的感觉。久而久之，
我对中国萌生了好感。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
文化，一想到中国，脑海里出
现的就是水墨画般的山水景
象。然而，我对当代中国发展
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后来，我
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交平台上
的信息，对中国的认知在不断
增长。比如，观看 2022 年央视
春节联欢晚会时，我看到中国
传统乐器的表演特别精彩，也
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
文化气息。那时，我脑海中的

水墨画被涂上了彩色。
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中国

的认识也在日渐增多。
在日本东京的池袋附近

有很多中餐馆。有人说，日本
池袋的各家中餐馆相当于中
国本土的饭馆，因为大部分厨
师以及客人是中国人，跟一般
的日本中餐馆相比，菜品味道
更地道。我为了实地感受一
下，便和中国朋友选了一家四
川菜餐馆。到餐馆后，我发现
正宗的四川菜比我想象中的
更辣、更美味。

还有一次，我通过学汉语
跟一个中国人成了朋友。一天，
他来到我家附近，因为我居住
城市的饺子挺有名，于是带着
这位朋友去了一家饺子店。到
店后，他点了一些饺子，没点米

饭。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在日本
中餐馆的菜单里面常常会出现
饺子、拉面和米饭的搭配，甚至
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已经习惯了
边吃饺子边吃米饭。

这些对中国美食的新认知
不仅让我感受到了中华美食的
魅力，也让我对饮食文化差异
有了新的认识。

自从学汉语以来，我对中
国文化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
我也明白，如果要了解一个国
家，就要先学语言，因为语言
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还是沟通
的桥梁。希望我的中文学习更
上一层楼。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日
本留学生）

（本文配图均由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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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此初心 只此青绿
萨利姆

萨利姆在桂林理工大学留影。

广西桂林阳朔县葡萄镇仙人台。

莫尔旦 （右一） 和朋友在一起。

日前，在由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主办的“我与中国的美
丽邂逅”来华留学生系列活动
现场，2022 年“我与中国的美丽
邂逅”征文暨短视频大赛颁奖
活动举行。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大赛吸
引了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 700多
名来华留学生通过文字、视频
形式参赛。经过评审，最终评

出征文及短视频各类奖项。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

程 家 财 表 示 ， 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展，大赛已成为一个多方位向
世界展现中国形象、融通中外
文化的有效平台。各国青年充
分利用这个平台，通过文字和
镜 头 讲 故 事 、 谈 感 受 、 诉 真
情，分享与中国“邂逅”的美
好感悟。

确实，这些优秀的参赛作

品记录了来华留学生精彩的留
学经历与生动的中国故事，展现
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与中国的发
展成就。

比赛之外，越来越多的来
华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探索中国
的广袤大地，在知行合一中了
解生机勃勃、精彩纷呈的当代
中国，也成了中国故事的记录
者和讲述者。

正如就读于中南大学的阿富

汗留学生沙溢所说：“这些年，我
用脚步丈量壮美辽阔的中国，用
眼睛观察中国的乡村振兴，用耳
朵聆听中国梦的时代脉搏，用心
感受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相
辉映，这些所见所闻让我逐渐看
到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中国，一个
不断创新的中国，一个人民至上
的中国。”

本版今日刊登部分获奖作
品，和读者分享他们眼里的中国。

从余杭塘路
到鲁迅中路

朴善锳

用脚步丈量中国壮美河山
赵晓霞

浙江绍兴鲁迅故里。

唱响中国故事
黄伟豪

黄伟豪参加了深圳大学国际合唱团，参与了 《让世
界充满爱》《国家》《冰雪之望》等作品的录制。

图为黄伟豪近照。

学汉语 吃饺子
藤村有纪

藤村有纪表示，自从学汉语以
来，对中国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图为藤村有纪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