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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重新认识中国	在德国交流的半年始终让我倍感珍惜，因为这一段时光过得特别不真实。国内的同学每天忙忙碌碌奔波于学校与
实习公司，而我却在安静怡人的欧洲小城市，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宁静。这段时光像是被我“偷来的”，被我从忙碌嘈杂的人生之中偷来的
短暂半年。	在欧洲生活，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某种“异样”。这种“异样”的存在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它是由于中国与欧洲
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和种族带来的不同所导致的，它强大又细微到难以想象。在这生活的半年我常常会回想、会思考中国，走出了
国门，我才觉得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	中国在进步，但到底进步到了什么程度？	得益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我对欧洲各国，尤
其是德国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列强”的状态。但在德国生活的这几个月，让我亲身感到上海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完全进步到了“赶超列
强”的地位。	比如移动网络，这是我来到德国后第一个不习惯的地方。德国手机网速真的不如中国，4g偶尔遇到，2/3g是常态，有些时
候手机还会收不到信号。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全球4G基站共500万，光我国就占了330多万。得益于优秀的4g网络，中国的移动支
付也遥遥领先。在国内习惯了只带手机出门的我，在德国不得不重新买钱包，揣着叮铃桄榔的硬币和信用卡才敢出门。	在智能手机行
业，中国民族品牌的发展也不容小觑。国内的现象常常是年轻人用苹果，父母那辈爱用华为。年轻人手中常常是苹果手机一换再换，不
断追求最新款。然而在德国，苹果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根据德国2018年度第二季度线上市场智能手机销售数据显示，华为、荣耀和
小米分别占领销量第二、四、五名，苹果手机仅仅排在第六位。	除此之外，快递行业、外卖行业、高铁等等在国内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
事物，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反超欧洲。我和我的舍友就常常调侃，到了德国简直就是在学习如何“戒断欲望”：戒断深夜外卖、戒
断网络游戏、戒断网购剁手。	在国内生活习惯的人听了一万遍“中国在进步”，可能仍是无动于衷，但真的踏出国门生活在国外，才发现
中国这些年的进步真的让人不由地称赞。国人常常对许多发达国家产生羡慕，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的些许自卑，这种情绪是完全是没有必
要的，民族自信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持，更需要民众不卑不亢的态度。	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要如何改变？	西方人对中国的形象是相
当“碎片化”的，甚至带有片面的误解与偏见。他们问你最多的问题常常关于熊猫、关于功夫、关于吃狗肉、关于“ohne	Freiheit（没有
自由）”，而独生子女问题由于二胎开放政策，被提及的频率少了许多。	这些问题很多都是非常尖锐的，但归根结底都处于数百年千年
来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又常常会与地理、历史、宗教等等紧密相连。这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大到国家的政治抉择、小到生活中的
一个习惯，都与之息息相关。	举个在德国常见的例子，我初到德国时，一点都不理解为什么德国人没有晾衣服的阳台，德国人也不理解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把衣服晾在外面。在这时候其实就需要我们来解释，它反映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差异，很有可能包含着其他文化差
异。我们将衣服晾在外面是因为希望衣服能不皱，并且通过紫外线消毒，这时候德国人经常会反问，那为什么不用烘干机，它也具有烘
干和消菌的功能。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差别很大一部分源于中德两地的气候和居住习惯不同。德国的天气很多变，一会儿下雨，但很快
又会放晴，一天之中反反复复，气温也常常比国内低5-10摄氏度，自然不利于晾晒。而且德国的住房多是独栋房屋，放在院子中晾晒很
容易沾上花粉，也不美观，爱搭理庭院的西方人自然不喜欢晾晒衣物。而在中国，天气不像德国那么多变，阳光也较为充足，外加大多
数居住在公寓，家家户户都习惯性在阳台晾晒衣物，久而久之，晾衣服也就成了国人很常见的一个习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
不同，其实可以展现出许多的气候差异、文化背景差异，同时它也不失为一个向西方人展现中国文化的切入点。	这类的切入点其实数不
胜数。西方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沙拉菜烧熟，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喜欢吃生的蔬菜；西方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爱喝热水，我们也不
理解西方人为什么爱喝气泡水；西方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戴着眼镜，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西方学生这么热爱课外社
交、体育运动……这些“不理解”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正是介绍中国故事的绝佳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炒”这
种烹饪方式介绍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甚至可以直接邀请西方留学生尝试一下中餐，用美食吸引他们；我们可以通过热水这一话题
引出国人爱喝热水的源头——饮茶文化的数千年历史；我们可以通过近视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教育系统，甚至与可以介绍中国千年的科举
制度发展渊源……文化的碰撞与争议不该是国人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矛盾，与之相反，它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切
口。作为一名海外留学生，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差异，讲清中国的传统历史、基本国情、制度优势、人民意愿与进步发展。从生活实际出
发，尽可能给西方人还原一个真实、清晰、贴近现实的中国故事。	走出国门，让我重新认识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也第一次认识了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的差异不存在对错，只有适应与否，中国几十年来的腾飞发展，恰恰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我们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也需要我们巧妙恰当地传播中国文化，化解中西文化中的矛盾，寻找切入点，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碎
片”建立联系，从而呈现一个清晰真实的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