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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外旅行爱上志愿服务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有人说，趁着年轻去旅行。而旅行还可以附加很多意义，颠倒旅行
与志愿主次目的的出行，远比想象中精彩。

青春话题

残阳如许，碧落中竟飘洒
起淅沥雨丝，翠青色的烟水轻
轻为流山曲水笼罩上一层薄
纱，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蜿蜒了
一脉心香。着一袭青衫，携一柄
油纸伞，就这样走出房间，漫步
在这江南水乡的雨巷之中，目
光所及之处淡淡点染着诗般娴
静的韵味，不禁在心底悄然绽
放我的思绪。乌镇，宛然一处为
诗为情而生的存在，含着一份
淡雅，唤醒了人们心灵深处与
生俱来的执着与渴望。

斜撑着油纸伞，漫步在这悠
长的雨巷，举目望去，狭窄的小
巷蜿蜒在两侧斑驳的城墙间，
沐浴着如斯烟雨的轻抚，目光
在小巷尽头的那一方碧水处荡
漾起秋波，水岸边芷卉华琚，花
树相携，流水绕门，船行摇曳，与
这雨巷相映成辉。不知何处古
寺的梵音在寂静的周遭若隐若
现，那些音调起伏成潮汐，暖入
骨髓的声音无边无际地蔓延开
来。心情也在这种空灵中平复
沉寂，慢慢变得虔诚，双手合十，感悟这份古朴氛
围的馈赠。

手指轻抚被岁月刻上班驳痕迹的城墙，在崎
岖布满青苔的石板路上款款穿行，我仿佛踏着前
世记忆而至。这里曾刻下了陆游那一阕钗头凤，
刻下了对故土的眷恋；曾留下过容若吟唱“山水
总归诗格秀，笙箫恰称语音圆”时潇洒流连的身
影，那是怀揣着对江南笔墨情怀的珍视；曾镌绣
着清照“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那份于这
水乡的毓秀中孕育出的无邪不羁的少女情怀；曾
流淌着“晚来谁处渔家曲，翠色轻烟一径深”那古
朴纯净的民家之风；那一个个曾从这里走过，从
历史走过的身影愈走远却愈是清晰。

我蓦然发现，江南，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
种古老的经历过岁月洗涤的文化情结。正因为有
它的存在，我们这历经千年的民族的底蕴愈加深
厚，我们代代对于文化的追寻与对于心灵的蕴藉
不减。蓦然回首，随风而舞的落花和着微雨洒满
了肩头，镶嵌了微湿的青瓦石板一地的锦绣，铺
就了一幅诗意的水墨江南。轻嗅这份幽香，竟像
是从古时诗词中散落的清墨芬芳，让人仿佛不经
意间一失足跌入古典情结的天地之中，咀嚼着

“陌上花开缓缓归”的情愫韵味，澎湃的诗意正轻
轻震动耳膜，那种与生俱来的，曾被我们在奔波
忙碌的脚步中不慎弄丢的文化认同感也随着这
满城的风雨来得雍容。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轻拢
衣衫，收回思绪，袅袅的烟雾在竹林间升华，这里
仍是那个水墨渲染的江南，细雨与闲花的寂寞仍
一点一滴打在罗衫之上。我明白这情感之无所依
托之处，现代化的步伐越是匆忙，对自然村落的
侵蚀越是严重，砖瓦水泥构建的世界如何能是人
格与文化的栖息地？诗意淳朴的生活方式的沦陷
与流逝如何能成为人们精神的故土？游人如织的
水乡又欲向何处找寻失落的昔日文明，弥补流年
的匆匆？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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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
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拉着
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一
句改编自泰戈尔的诗句，说的
不是爱情，而是在调侃雾霾。当
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与科技发
展相伴而生时，很快也明白了
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技的
发展。

日前，在北京科技大学举
办的 2014 海峡两岸青年创意
论坛上，人们把科技发展的希
望寄予青年———期待他们当中
的某些发明创造未来可能成为
治污、治霾的利器。来自中国大
陆、台湾地区 17 所高校的 200
余名大学生纷纷走上讲台，分
享了他们的环保创意理念。

北京，终于盼到了

“默默地期盼北京有个好天
气欢迎你们到来，也非常高兴有
个好天气迎接你们到来……”开
幕式上，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
欣欣也借着环保主题调侃了北
京的天气。

在这场以“环境科技与绿
色发展”为主题的论坛中，满眼
的绿色给了《中国科学报》记者

最直观的感受。为了表示对台湾同胞的尊重，组
委会还特意用繁体字书写了现场条幅、活动指
南等。

据介绍，以“两岸高校创新、青年学子交流”
为主题的海峡两岸青年创意论坛始自 2004 年，
共吸引到 38 所台湾院校近千名师生参加，逐渐
成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品牌活动
之一。“每年一到暑假就有台湾
学生在打听论坛什么时候召
开。”北科大党委书记罗维东说，
该活动在台湾高校中的人气越
来越高。

事实也正是如此。台湾学生
小陈告诉记者，为了来北京，他
整整准备了一学期。当然，他所
期待的不仅仅是赛场比拼，还有
北京的文化。听说论坛结束后，
主委会安排他们参观长城、南锣
鼓巷、798 艺术工厂，小陈很是
兴奋。

而台湾东华大学学生张慧津则表示：“很好
奇大陆的学生在想什么，也很想看看我们的世
界差别在哪里。”她希望通过在大陆的见闻、学
生交流中找到一部分答案。

大学生的奇思妙想

通过震动来发电的隔音墙、狗粪回收可用
于能源再利用、斑马线与发电联系在一起……
在新奇理念的碰撞下，产生的环保梦想也是五
彩斑斓的。

“微型蓄电发电器”，乍一听是一个很学术
的项目，其实只是台湾东华大学 5 位女生倡议
的“用人体运动发电”的小创意。她们的创意取
自哈佛学生的课程报告，如果创意能够实行，将
会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物件，把踢球、行走等运
动中产生的动能转化成电。

“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为台湾电力资源紧
张减轻负担；从小的方面来说，还可以解决图书
馆找不到插座的难题。”组员汪怡君认为，尽管
跟大工程比较，她们也许做不了太大改善，但这
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可以什么都不做”。

从小处着眼进行创新、改良，也正是大学生
所长。在北京科技大学“新型送风式静电除
PM2.5 口罩”小组成员刘伟国看来，如果无力改
变环境污染，做好自身保护很重要。

他们借鉴矿山作业防护面具，设计了外置
式过滤器、送风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染空
气进入口罩，除尘效果不仅优于一般的 PM2.5
口罩，还可以延伸用作哮喘病治疗、工业厂矿的
简单防护、军队的防毒处理。

刘伟国表示，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创意论
坛，关键在于开拓眼界。事实上，他们的创意，
也是在与导师的交流过程中诞生的。“希望有
一天能到台湾去，在交流中碰撞出更多灵感的
火花。”

“2014520，大家做个小游戏”“亲们：科大给俺
回信了”“‘牛班’遇到‘牛校’”……卖萌的语言，俏
皮的表达，也许你会以为这是步入了一个年轻人
的论坛，其实，这些诙谐而不落时代的网络语言都
出自于一群中年人，他们幽默地称自己为“科学
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家长的简称。

“科学家”活跃的网络领地———“中科大家长
论坛”，是全国首家高校学生家长论坛，完全独
立于中国科大校方之外，由学生家长自发创建
和管理。家长们说，“科学家”是中国科大的“民间
粉丝团”，论坛是家长们的心灵港湾。

“科学家”的诞生

2009 年 6 月，“中科大家长论坛”正式建立，
创建者的网名是“大宋水师”。他的女儿是中国
科大 2008 级本科生，现在已经毕业，继续在北京
的研究所深造。

大宋水师曾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对孩子的
教育一直很关注：“我们家长一直对科大很关
注，孩子入学后就有了专门的 QQ 群，方便交流
子女教育各方面信息和感受，但很快 QQ 群就
加满了，这时我就萌发了建立一个科大学生家
长论坛的想法。”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大宋水师很快付诸实
践。论坛建立之后，在 2009 年下半年起就热闹
起来，很多科大学生家长慕名而来，纷纷注册加
入。刚刚建立时，论坛只有一百多名注册会员，
到今年已有 3 万多名注册会员，其中有 5000 多
名是学生家长。最热闹的时候，有近 3500 人同
时在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家长愿意加入这个
“粉丝团”？大宋水师笑道：“我们这一代，孩子大
多是独生子女，是家长的精神寄托。孩子去上大
学了，说实话，作为家长还真的不太习惯。”而

“科学家”论坛恰恰是这样一个空间，为科大学
生家长提供了相互交流孩子及学校信息的机
会。“这里是我们对孩子情感的抒发园地，也是
我们和孩子、学校之间的情感纽带。”

“科学家”们的瞭望塔

打开“科学家”论坛网站，简洁的页面，淡

绿色的色调，无不透露着一种清新和朝气。论
坛的内容非常丰富：关注科大、报考咨询、咱家
孩子、互助问答、校园快照、家长园地、教育思
考……近 20 个版块划分得细致而周到，几乎
涵盖了孩子们在科大生活的所有方面。这里倾
注了家长们对孩子的守望和期许，以及对中国
科大的关注。

在“科学家”论坛上，时常会看到家长们对学
校情感直接而真诚的表达：“我们都深深地爱着
科大”“孩子选科大，我们自豪。我们依然爱着科
大！”“感谢科大，给孩子插上一双腾飞的翅膀！”
……这个“民间粉丝团”对孩子母校的这份感情
总是溢于言表，让人动容。

坛友“鲜卑”是“科学家”论坛的“超级版
主”之一，她的孩子正在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
读大二。每天，鲜卑都会打开论坛，履行自己
作为“超级版主”的职责：审核、把关帖子的内
容，调动和引导论坛气氛，和家长们在论坛上
进行互动，帮助释疑解惑……坛友“快乐鱼”
是“科学家”论坛积分最高的资深会员，也是
最早加入论坛的会员之一，如今她的儿子已
经从中国科大毕业了，而她依然活跃在这个
论坛上。她担任着“校园快照”版块的版主，从
2009 年儿子入学时，她便来到合肥。平时，她
会经常来到科大校园，拍摄校园风景、学校大
型活动、学生社团活动等，然后上传图片，和
其他家长一起分享。“这些帖子非常受欢迎，
每次都有很高的的关注度。”快乐鱼颇为自
豪，“很多远在外地的家长不方便过来，但是
他们也很渴望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啊！所
以我有空就会去科大校园拍摄，校园的方方
面面，大家都很感兴趣！”

每年军训时，家长们还会自发地组成“记
者团”，抓拍那些刚刚入学、身着绿军装的大
一新生。“从 2009 年我儿子入学军训到现在，
每年的军训我都会参加拍摄。”快乐鱼说，“每
次把军训图片上传论坛后，外地的家长们就
会在图片中找找有没有自己的孩子，论坛里
格外热闹！”

“‘科学家’论坛是我们眺望孩子在科大生活
的瞭望塔。我们希望孩子好，希望科大好。”鲜卑
简单的语言，道出了这个论坛中很多家长的心
声。

从“远眺”到现实

如果说在论坛上发帖与互动是家长们的
“远眺”，那么现实中家长们的热心帮忙则让人
又平添了一份感动。从虚拟到现实，“科学家”论
坛这个完全独立于学校之外的“民间组织”，正
以它踏实而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孩子、对科大、
对教育的关心。

每年，科大招生老师会奔赴全国各个城市
举办招生咨询活动。这个传统项目也已经成为

“科学家”论坛的重大活动之一：每年的招生季，
论坛上都会发出倡议帖，号召各个城市的家长
们为到达当地的科大招生老师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

身在重庆的大宋水师 2009 年就带头加入了
这个志愿活动。他知道科大招生老师远道而来，
对重庆并不熟悉，就主动提出用自己的车接送
老师。身在南京的鲜卑也是这样，科大招生老师
来到南京后，她花费了 2 天的时间陪伴、协助招
生老师。大宋水师说，志愿协助科大老师招生的
活动，家长们参与度很高，很多大城市，每年都
有十几位家长参与进来。

“中国科大学生家长年会”是“科学家”论坛
从虚拟走进现实的又一种方式，也是最受科大
学生家长关注的活动。自 2009 年以来，每年 11
月前后，“中国科大学生家长年会”都会如期举
办，已经坚持了四年。

2013 年的家长年会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
届，有 400 多名家长从全国各地赶到合肥参加。
鲜卑是这次年会筹委会的负责人，很早就在论
坛上向家长们征集问题；筹委会还联系邀请了
中国科大物理学院、少年班学院、信息学院的几
位教授来到年会现场，与广大家长沟通互动。

“在当天活动现场，我对几位老师进行了现
场访谈，他们针对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
回答和指导。”鲜卑说，“问题涉及到孩子保研、
深造、就业、出国、心理等各个方面，现场气氛非
常好，会场里座无虚席，很多没有座位的人坐在
临时添置的小板凳上。”

“科学家”们已经把这个论坛视作自己生活
的一个部分。快乐鱼说：“四年多过去了，我的孩
子都已经工作一年了，我却从没想过要淡出这
个论坛，也许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中国科大的“民间粉丝团”
姻本报通讯员 曾皓

学子情怀

让大学生翘首期盼的暑假来临了。这个暑
假怎么过？大学生们早有计划。10 个大学生也许
有 5 个选择宅在家里，2 个选择外出打工，2 个选
择学习外语，但至少有 1 个会选择出去旅行。

有人说，趁着年轻去旅行。而旅行还可以附
加很多意义，比如说去某国做一名志愿者，调研
当地的经济发展，帮助落后地区的孩子们学习
语言，去某个生态园做动物保护工作……以至
于到后来，你突然发现颠倒旅行与志愿主次目
的的出行，远比想象中精彩。那么，何不开展一次
以志愿者为名的旅行呢？

记者日前采访了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
会（AIESEC）组织的几名成员，他们通过参与海
外志愿者交流平台（Global Volunteer），获得了不
一样的感受。

真实，存在于你走过的地方

当我们的意识还停留在德国是产煤大国、
泰国到处是人妖……表明我们已经落伍了。因
为，真正的知识永远不会停留在教科书上。

来到万隆中小企业做调研，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南奇雄一面感叹于手工
皮鞋匠、纹身师傅、Logo 制造商白手起家的坚韧
意志，一面也对当地人的贫富分化感慨至深。

历史上有名的“万隆会议”，讨论的是第三
世界的发展问题。而在万隆会议原址建起的博
物馆对面，南奇雄看见的却是城市中最大的流
浪区———各色的衣服飘荡在风中，小孩们光着
脚在泥地里踢球，“仿佛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
富翁》中的场景”。

再往前走 15 分钟，就是富人的别墅区，花
园、洋房修缮得很别致。“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
点，我无法想象用 15 分钟感受出地狱和天堂的
差别。而这些不走出国门是根本感受不到的。”
南奇雄说。

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柬埔寨孤儿的
“玩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
蒋延妮去了柬埔寨一家孤儿院，她的职责是教
孤儿们讲汉语。“我一定会给他们带来翻天覆地
的改变。”出发前，蒋延妮是这么想的。但在最
后，她发现改变最多的是她自己。

有一天晚上，孤儿院因欠电费停电，蒋延妮带
着学生到邻居家的过道附近“借光”。过道上堆着
垃圾，不时有老鼠在逃窜。“孩子们捉住老鼠轮着

抛，感觉像捡到了玩具一样如获至宝。我冲上去说
‘No’（不），他们却告诉我‘usually’（经常）。”

事后，她跟院长说起这件事，才知道孩子们根
本就没有什么玩具，“我们觉得很恐怖的动物，对
于他们来说却与猫、狗无异，那一瞬间我反而觉得
他们和自然很亲近”。或多或少地，由于这次经历，
蒋延妮成为了唯一一名愿意给孩子洗头的志愿
者，也因此得到了孤儿院义工的赞赏。

“一个月，我代表了中国形象”

志愿者的活动虽短，但却代表了一个国家
的形象。有时候做点什么，兴许还真能改变他国
人的偏见。

突然有一天，孩子们神神秘秘地把报纸藏
了起来，似乎有意不让蒋延妮找到。原来，报纸
上印着“中国计划攻打柬埔寨”的新闻，孩子们
怕她看见产生隔阂，便悄悄地藏了起来。

对于孩子们而言，“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
家”这一刻板印象，大人再怎么解释也是无力
的。想起孩子们最崇拜台湾歌手周杰伦，蒋延妮
决定教他们唱《青花瓷》，一边唱一边告诉他们

中国人崇尚和美。一个月相处下来，孩子中的“老
大”告诉蒋延妮，将来他想去中国，“想看看这个
传说中恐怖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

对于这段经历，事后蒋延妮回忆说：“我们总
觉得改变世界很伟大，但是我至少改变了 40 个
孤儿对中国的看法，看似小，其实长远。因为这群
人是柬埔寨为数不多的受教育者，他们将来的
能量巨大。”

事实上，不仅仅要帮助当地人消除对中国
的偏见，志愿者通常还要面对一些不太友好的
外国志愿者。

担任小组带头人的南奇雄，一开始就被大胆
直接的欧洲队友“将了一军”，“中国人行事很疯
狂”，接着他列举了种种他看不惯的行为，而南奇
雄只是简洁有力地回答了一句：“因为在中国什么
事情都能发生。”欧洲队友一下子被怔住了。

蒋延妮用的则是“美食建交”。一不小心倒多
酱油的排骨，却让欧洲志愿者吃得停不下来，然后
她从美食讲到故乡，从排骨介绍到火锅，激动之余
还掏出手机中的美食照，一部活脱脱的真人版《舌
尖上的中国》一举“拿”下了其他国志愿者。

“他们都说一定要来中国。”说到此，蒋延妮

开心地笑了。

不要形成中国思维定式

也许是受国内旅游的毒害，中国人境外游
的心态总是在过度提防和以自我为中心两个极
端游走，要么认为“景区骗子满街走”，要么认为

“谁花钱谁就是大爷”。处处中国人思维，显然在
国外是“吃不开”的。

来自有“首堵”之称的北京，南奇雄怎么也
无法理解印尼司机总是以“堵车”为由，解释动
则迟到两三个小时的现象。经历了一回、两回、
三回后，他释然了。“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在他们
看来时间观念差不是问题，但当地人活得不会
太过疲惫，也很少见到他们发脾气。”南奇雄把
它归为一种“文化”。

在旅行中转变中国人思维，北京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张瑛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初到印
尼，恰巧遇上她 19 岁生日，可是她没有像其他同
学那么幸运———被安排在富人区住宿，住在平
民家里的她每天只能洗凉水澡、用电风扇、睡床
垫，就连吃饭也无人招呼，一时间张瑛心里的落
寞无以复加。

“之后，我很幸运地遇到一个中国女孩，她
劝我不要用中国人思维去看待问题，而是要试
着去理解他人。”张瑛说。从那一天起，她决定不
再关在屋子里当宅女。

志愿服务间隙，各国志愿者相约爬火山，遇上
斋月游行堵车，有志愿者急得在车上发脾气，张瑛
提议教大家学中文、唱中文歌，很快打破了僵局。

“因为我看见了过去的自己，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
也是一天，那何不让自己和他人高高兴兴的呢？”

张瑛说，有些事是人们想得太少了，就像她
出国前没有作好心理准备；而有些事，却是人们
想得太多了。在来印尼之前，考虑到 1998 年的排
华事件，爸爸交代她千万不要透露自己是中国
人的信息。但到了日惹，有个陌生人带着他们逛
了半天街，还参观了博物馆。张瑛原想他准是想
贪图小费，可最后陌生人却连一分钱都没要。这
让她对当地人多了一分好感。

回国后沉淀，张瑛发现自己改变了很多。
“中国学生功利考研的人很多，突然发现一直功
利地做事并不是我想要的。”张瑛说，如果条件
允许，自己并不急于考研、找工作，而是想用一
年的时间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在旅行中思考下
一步该怎么走”。

蒋延妮与孩子们在一起。

台湾学生参观天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