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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期间的二三言：在他乡回望自己									留学在外，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流交往，我再没有更清晰地去感受一些我之前认为是空谈的东
西。稍稍远离了原本自己所身处的位置之后，观望自己的国家，有许多话想说，其中一个想说的是对自己作为中国人身份的回望。
								当身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作为中国人的身份焦虑，也没有想过任何自证身份的必要，很简单，因为这是来自环境的默
认。然而身在国外，对于其他欧洲人来说日本韩国中国在他们眼中根本糊成一团无法分辨，当你自报家门的时候，会发现你不仅仅在诉
说国籍这么一个简单的政治概念，而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名为“中国人”的少数抽样样本，国家成为了我们的标签之一，同时我们也身处
在为国家塑造标签的过程中。也是由此我才开始思考我是谁，谁又是中国人。	在前两年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叫“刻板印象“，我们谈及这个
词往往充满了鄙视，因为它暗含着否认集体中个人的多样性，选择用简单思维去理解世界。	初来乍到跟欧洲同学交流总喜欢聊聊各个国
家之间的刻板印象，听到大部分同学谈到中国还是会以成龙、李小龙作答，并不算意料之外但总感到分外可惜。毕竟这些形象对我这一
代人来说已经略显陈旧，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探求欲望也往往是仅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这些文化是值得被传播的，但不可避免地
让我有疏离感，因为这些并不是我所接触大多数同学日常生活的语境。我最初将此作为刻板印象的一部分，但渐渐地，我也理解到它存
在的合理性和必要之处。	刻板印象是被塑造的，但是刻板印象的塑造何尝不是多样化形象塑造的第一步？欧洲国家的同学对中国的认知
也许大多只停留在京剧武术等传统文化，但是如果他们连这个也不了解中国又以什么形象首先被他们记住呢？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也
会下意识地去参与到塑造中国固有形象的过程中去。	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当我去参加国际志愿者日的活动时，我下意识地选择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服饰（旗袍），而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穿过类似的服装。我运用服饰作为一种身份区分的象征，不可否认的是
我也由此参与到了中国形象的“固化”。	而后我再想到刻板印象，我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无比自然的过程。就好像当客人来家里做客，我
们会招待出家里的特色菜，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平时只吃这些菜。我们只是希望以最有民族性最有文化内涵的部分被记住，这会产生矛盾
吗？当然，首先刻板印象很可能脱离现实的语境，就好像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练武术；其次，刻板印象因为两端文化的不同很可能产生误
读，前段时间美国播出一部以中国五行作为背景的玄幻题材电视剧，在国外大受好评而在国内骂声连连，这就是刻板印象与实际文化的
差异所导致的。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连刻板印象都无法建立，那么我们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完整的形象
呢？即便是盲人摸象，如果盲人连象的任一个部分都不进行尝试探索，他将永远无法得知大象究竟为何物。	但是如果止步于此，如果始
终只能留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总是让人失望的。中国人的独特性是什么？中国在现代社会能够带给世界的是什么？是传统且沉淀的，但
是是否同样希望能够融合当代的价值和新时代背景呢？这有着很多的问题还留待我去理解。	出国读书的日子里，不仅仅是与他国文化与
社会的直面，其实同样也让我与自己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直面。	留学期间的二三言：他乡遇故知		除了外国的朋友，在留学期间另一群人
的存在也同样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便是在海外的中国人。	中国作为具有最大人口的国家这句话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国土上，更是体现在整
个世界的土地上。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这几年，连身处异乡的中国人也跟我感叹说这两年留学生群体日渐庞大，出于个人生活选
择留在国外的人也日渐变多了。但相比这些新晋的海外人士，那些在二十年前就选择在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的国度打拼的人更让我感到好
奇。	最初的问题是，为什么？不难发现我所留学的地方，最初过来的人大部分来自同一片浙江温州地区，他们像是一个族群，先到的人
探路再帮扶着后到的人一点点站稳脚跟，慢慢地人数就扩大起来了。在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20年前，仅就出于个人生活的考虑，
再结合中国人勤劳而团结的性格，这确实是一个苦但是在生活水平上更优的选择。	于他们而言，中国已成为一片回不去的故土，一个态
度暧昧难言的家，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地方。他们的日子，从物质上来说，应当是不苦的，欧洲的氛围对于侨民来说也多半算是友善。我
无权评判他们的人生选择，但往往一家中餐厅的老板或老板娘跟我不由自主拉了许久家常的时候，我总是会有一种难言的触动。异乡人
的孤独，大概就是只能留下记忆中的故乡，不再属于那里也难说完全融入身在之处。我模糊地体察到这一点其中原因之一是语言，有些
国人因为留在国外太久，我们说着中文却彼此无法理解，造成彼此的困惑有时候是因为乡音有时候是因为长期时间累积下来的语言不互
通，而他们的外语水平和文化也很难说能够融入对方的文化。这样一群漂泊的人，因为他们无根所依，也因此把自己的团体与集体作为
依托渐渐长出自己的根系脉络，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国外社会中的独特群体。	其实不少文学作品甚至社会科学的作品中都描绘过类似形象
的存在，但当他们真正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即便在现如今的信息时代，异乡人三个词以及它词语背后的气息与语境依旧会立刻出现
在脑海里。	也许有些奇怪，明明身在海外读书，在最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却还是来自于自己故乡的人和事。在外留学所碰到的国外朋友和
生活方式，当然的确扩展了我的见闻也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我，但对于自我的回望可能会更深更隐秘地影响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