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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目前在北大國際關
係學院讀大三，她與

中國的緣分要從2017年在孔
子學院學習漢語說起。「2017
年我還在讀高中，放學就去孔子
學院學漢語，一周只有4小時課
程，但卻讓我對這個國家的歷史文
化產生了深深的興趣。」後來在老師
的鼓勵下，她選擇到中國留學。「那時
候對中國的了解還很淺薄，加上語言不
通，心裏還有些忐忑，不過真的到了北
京，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這裏了，我
對漢語感興趣，喜歡中國的文化，以後
也想留在這裏。」
在採訪中分享了自己留學中國的見聞
心得，與她有着同樣感受的還有來自土
庫曼斯坦的伊斯蘭和來自哈薩克斯坦的
善蒂。
在北京的中亞留學生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專訪時紛紛表示，中國的發展成
就超乎想像，中國的文化充滿魅力，希
望自己學有所成，成為推動中國與中亞

合作的新力量。

白鹿和其他留學生一樣，來之前都覺得中國
「不是特別發達」。
但她來北京之後，既逛了胡同這樣古老的地
方，也去了國貿這樣高樓林立的地方，之後的
三年時間裏更是遊歷了不少城市。「每個地方
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城市安靜悠閒，有的城
市節奏更快，有的地方很傳統，有的非常現代
化……這打破了我對中國單一固有的刻板印
象。」
尤其是現代化方面，她覺得，中國甚至可以
與許多發達的西方國家比肩，與塔吉克斯坦也
很不同。
「我的國家還處於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發展
狀態，但中國改革開放後取得了許多成就，現
代化進程令人感嘆。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有
地鐵，而我的國家沒有，中國可以數字化支付，
而我的國家還在用現金。」

「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
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善蒂目前在清華大學讀大
一，這不是他第一次來到中國，由於母親的緣
故，他早在2歲至10歲期間就在北京生活過。
「我母親當時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北京可以說
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我的童年記憶所在，因此，
我對這裏並不陌生。」
10歲之後，善蒂回到自己的國家，而「北京」
和「清華」在他幼小心中埋下的種子一直在發芽
成長。
終於，在哈薩克斯坦讀完高中之後，善蒂選擇
來到清華大學讀書，就像當年的母親一樣。「除
了受到母親的影響，選擇中國也有我自己的想
法，因為哈薩克斯坦和中國是鄰國，我很看

好兩國之間的交流合作，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
力，為兩國關係作出更多的貢獻。」
懷着成為「橋樑」夢想的善蒂再次回到北京。
他發現，這裏跟小時候的記憶已大為不同。「竟
然沒有人用現金了，一部手機基本能解決吃喝玩
樂所有需求。」他驚訝地說，「科技進步太大
了，而且機會也很多。」說到機會，他回憶起自
己去深圳參加國際合成生物學比賽的經歷，通過
這個比賽，他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
們一起呆在實驗室裏做實驗、做研究，讓我學到
了很多知識，這種為了一個目標共同奮鬥的感覺
很棒。」

積極參與文化交流活動
近日中國－中亞峰會的舉辦和中亞領導人訪華
的行程，讓中亞留學生們更加振奮。來自土庫曼
斯坦的北大留學生伊斯蘭表示，中亞與中國之間
存在着悠久的歷史聯繫，具有巨大的合作潛力，
希望為自己的祖國與中國搭建起經濟、文化交流
的橋樑。
善蒂提到，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亞各國
與中國在貿易和工業領域具有重要合作機會。善
蒂希望自己可以在清華一路讀到博士，學有所
成，共同建設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未
來。
白鹿平日積極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國家青年平台
的各項活動，還計劃在北京中塔文化交流中心組
織一場塔吉克斯坦文化晚宴，通過交流促進中國
青年與中亞留學生間的友誼。「我認為青年是國
際關係未來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作為一名朝氣
蓬勃的青年，我希望為兩國的共同發展作出貢
獻。」

赴華留學見證中國發展 學好本領搭建交流橋樑

中亞學生：願當中國中亞合作新力量

問及三位最喜歡的中國美食，其
中兩位都選擇了火鍋。善蒂說自己
「無辣不歡」，尤愛四川火鍋。白
鹿最喜歡大家聚在一起吃火鍋時散
發出的那種「煙火氣」。伊斯
蘭則最偏愛「千頁豆腐」，
因為「在我的國家很難找
到豆腐」。

最愛火鍋熱氣騰騰
「煙火氣」
在中國生活了五年
半的伊斯蘭，已經習
慣了中國美食。「現
在一回到自己國家，
就非常想念中國美
食。」他說，「我特
別喜歡涼皮、大盤雞和
牛肉餃子，尤其是千頁
豆腐。」
「有人過生日或者團建，

大家就去吃火鍋，聚在一起的
感覺很好，我們能更加深刻地了

解彼此，交到新朋友。」白鹿覺
得，熱氣騰騰的火鍋很暖心，有種
「人間煙火」的氛圍。其實這種
「煙火氣」，在她於上海實習時已
有過體會。「我喜歡旅遊，去過十
幾個城市，最喜歡上海。」她說，
「上海的氛圍和節奏充滿活力，有
種推着你向前進的感覺。奇妙的
是，我常常能在繁華的街景裏發現
賣蔬果的小舖子，很多老人拎着袋
子去買菜，這讓我覺得這裏既有打
拚奮鬥的年輕感，又有慢行度日的
歲月感，這種 『煙火氣』很吸引
我。」

來到北京留學
讀書需要面對不小
的挑戰，中亞留學生
坦言，「最大的困難
在於如何適應來自中國
學生的『卷』壓」。
白鹿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我觀察到很多中國學
生，會從早上8點一直學習到
晚上10點，甚至更晚，那時候
我很納悶，也開始質疑自己，為
什麼他們會一直在教室裏讀書背
題？是不是我學得還不夠？」她陷
入迷茫。按照她以往的習慣，如果距
離考試還有一段時間，她就不會提前
埋頭苦學，可是對於中國學生而言，
不論考試在哪天，他們都會從此刻開始
準備。「不僅如此，他們竟然還有時間
參加社團、開展實習、做志願者，彷彿精
力無窮。」被中國學生「卷」到焦慮的白
鹿，不得不改變自己。「好在我交到了一
些中國朋友，他們教我學習技巧和方法，
還帶我一起自習，現在的我放鬆多了。」
同樣被「卷」到的還有伊斯蘭，他坦

承，這裏的學習壓力很大，跟自己國家的
節奏非常不一樣。「剛開始從學習到生
活，有很多都跟不上節奏，花了好久才讓
自己適應。」
有了朋友的白鹿，在中國的生活也逐漸走
上正軌。「我喜歡和中國朋友去名勝古蹟，
爬長城、逛故宮，我喜歡聽他們給我講有趣
的故事。」另外，善於觀察的她還發現，中
國女孩特別喜歡拍照。「尤其春暖花開的時
候，她們會換上漂亮的裙子，去玉淵潭公園
或者北大的未名湖這種有特色的地方拍照，
後來我也會一起去，很開心。」除了一起
玩，白鹿還喜歡和同學院的其他留學生朋友
討論國際關係問題。「像模擬聯合國一樣，
大家根據自身立場闡述不同觀點，既能增進
了解，還能實踐課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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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留學生對中國都有刻板印

象，覺得中國會像北京老胡同那樣比較古

老，但我親眼目睹了中國的現代化水平，這裏的

城市建設速度和科技化水平，可以比肩甚至超過很

多西方發達國家。」 日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國－

中亞峰會在西安落下帷幕，來自塔吉克斯坦的留學生白

鹿一直在關注着與峰會相關的動態消息。和很多中亞

留學生一樣，白鹿說自己對中國的真正認識，是從來

到這個國家留學開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實習記者 藍培藝、蘇雨潤 北京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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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右二）跟朋友們參加印度
大使館舉辦的印度文化節。

◆伊斯蘭（右一）和
朋友們在一起。

◆善蒂（右一）代表哈薩克斯坦於
2023年在北京參加清華大學第十

一屆國際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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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忘記1970年4月24日，中國自
主研製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
號」成功發射，中國由此邁出了探索浩瀚太
空的第一步。如果說50年前中國嘗盡了因
航空的弱勢所帶來的苦難和羞辱。那麼今天
中國航空事業的進步已令世人驚嘆。當我們
望着空中一行行大雁自由飛翔而感嘆生命的
驚奇，當我們坐看雲捲雲舒的遼闊與意境，
還有一些人在日以繼夜為航空事業的發展而
默默奉獻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這不是開

玩笑的話題，國之重器；「除了勝利，我們
別無選擇。」
雷宇（王一博飾）是試飛局的試飛員，青春
帥氣，好學上進，有着深厚的航空知識儲備，
喜歡挑戰各種極限。有一種不認輸的執着。這
是熱血沸騰的年齡，彰顯能力與榮耀的人生階
段。更是國家需要的航空人才。當他被時代或
機遇揀選，你就注定了一種人生的維度與高
度。而這種挑戰充滿着風險，在部隊裏軍令如
山。他們不能畏懼，且要迎刃而上。在試飛每

一種新型戰機中都隨時要有犧牲的準備。他在
一次任務中出現險情，因經驗不足而慌張跳傘
使飛行資料丟失。同機的隊長張挺（胡軍飾）
堅持到最後讓戰機安全返航。張挺對大家說：
「都是爹生娘養的，哪條生命不矜貴。」雖然
跳傘是合情合理的，但作為一個軍人，能夠堅
持多一會可能提高了成功的機率。雷宇感到羞
愧，在各種言語壓力下想調回原部隊。張挺卻
知道他是個難得航空苗子，打心裏重視他培養
他。刻意安排他到包傘部門去，讓他調整心
態，使他明白在任何一個部門裏，每一個環節
都事關重要，不得馬虎。可能你的一個毛躁就
會導致戰友和集體的損失。在包傘的程序中，
我們看到了每個成員肩負的責任。雷宇從中得
到很多感悟，更願意專注於對新型隱身戰機的
研究和設計。他的方案最終得到局裏的認同。
在這樣不為大多數人所熟悉的題材裏，影片故
事的敘述讓觀眾比較順利代入角色，並能深入

淺出地為觀眾展示了航空的重要知識。
可以說張挺是典型的中國軍人光輝形象的代
表。他有領導的胸懷與風範，把自己榮升首席
的機會讓給了更年輕的戰友。他既是兄長也是
伯樂。他站在那裏就是一座凜然的豐碑，無論
作為一個軍人，還是一個丈夫、父親，甚至作
為一個兒子，他都是一個大寫的人。很多人只
看到他們威武的一面，然而要撐起這一份榮耀
需要身心的百分百付出，這與風月無關，需要
真槍實彈的踐行。有一種生命天生就具備英雄
的本質，在各種環境中能無怨無悔地燃燒。他
不是代表一個人的功績，而是千千萬萬如他一
樣默默奉獻的人。當試飛的戰機出現嚴重故障
時，他選擇了保護戰友和飛行資料。正如他
說，軍人的生命是性命加使命。
我認為《長空之王》這部影片是成功而出
色的，雖然有些人批評王一博太稚嫩，沒有足
夠的精神內涵去支撐雷宇這個角色。也許正是

導演的用心之處。在航空發展道路上，我們像
孩童學習走路，不怕從零開始，不恥下問。當
時蘇聯搞出人造衛星的齊奧爾科夫斯基，也是
一個不出名的中學教員。他人的成功就是對自
己的鼓勵。卻也說明了顏值高的演員照樣能夠
訓練出非凡的意志與實力。他重塑了現代男兒
的另一種氣質，這是經歷過風雨滄桑的穩重與
人格。不是整天沉浸在那些甜蜜的《枕上書》
或《大話西遊》之類的愛情片中。雖然我也喜
歡言情劇。我希望拍出更多這樣有震撼視覺效
果與精神美學享受的故事片。但有一點需要提
醒，就是盡量避免一些植入廣告似的台詞，比
如試飛員在執行任務中，卻莫名奇妙地說一
句：「讓你嘗一下中國功夫。」我認為這是狗
尾續貂。這是完美劇情中一個敗筆，有時無聲
勝有聲。

何佳霖，詩人作家。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尖刀上的波瀾壯闊
─看《長空之王》說中國航空事業的崛起

影評不設防 何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