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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儿子高中毕
业时，成都人王先生决定
送他到美国读大学。

做出这个决定，与儿
子喜欢计算机的兴趣有
关，更与王先生的观点有
关。那年，小王考入位于
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攻
读计算机科学。

王先生也是学计算机
出身。1982 年，他考入现
在的电子科技大学，学的
是在当时非常时髦的计算
机控制。

1986年毕业时，王先生
正好赶上计算机普及的热
潮。后来，王先生成为一家
科技公司的首席工程师。

“因为我学的是计算
机专业，家里很早就有电
脑。儿子从小就喜欢玩游
戏，对计算机有浓厚的兴
趣。”王先生说，儿子“子承
父业”，是受他的影响。

也是因为身在其中，王
先生更明白在电子计算机
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

“我对这个体会太深了，中
国课堂上学的很简单，用的
程序语言也很老了。”

为此，王先生很早就
决定送儿子出国学习先进
的计算机技术。“在国外学
的东西，国内任何大学都
学不到。”

王先生说，儿子回国
后，曾去国内一家知名互
联网公司求职，“那家公司
用的程序语言，在美国都
已被淘汰了。”

为支付儿子出国留学
的费用，王先生曾经卖了
一套房子。“我给他定的一
年30万，4年下来超出一百
万。”王先生说，他觉得这
100多万花得值。

“我的一些高中同学就
说，花100多万，多久才挣得
回来？我说，不能这么想，
这些钱留在手里也用不完，
如果给孩子读书，他学到的
技术，增长的见识，是不一
样的。”王先生说。

在国外的大学，小王
也见过开上百万跑车的中
国留学生，但他不觉得羡
慕。“留学期间，一直是自
己做饭吃，这样能省钱。”

小王自己也很努力。
“国外读大学真的辛苦，每
天下午跟他视频，都是美
国凌晨一两点钟，他都还
在做作业。”为修够学分，
顺利毕业，需要付出更多
艰辛。

直到现在，王先生和
儿子还经常探讨最新的计
算机技术。“问他学的什
么，现在研发的程序，对我
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董兴生摄影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
刘佳、马倩为化名）

各有各的留学经历
“没长醒”

连日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了多名已经回国
工作的留学生及其家长。海归
中，有的10多岁就独自远走异国
他乡，有的在大学里交换留学，
也有的从国内名校退学出国。

对于出国留学，他们有自己
的经历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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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生中的前20年，成都女孩马倩只
能用懵懂和迷茫两个字来形容。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认真想过人生规划的问题。直到20
岁时，她被交换到美国留学，此后又去英国读
完了研究生。几年留学经历，让她开始思考
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到美国留学，一下飞机就哭了

2009年，在四川大学读大二的马倩，获得
去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交换留学的机会。

她并没有太大兴趣，反倒是爸爸一个劲
儿地鼓励她去，并带她办好了所有手续。

“我爸可能觉得出去可以镀一层金，我完
全处于迷茫的状态，不知道出去干什么，毫无
目标。”马倩说，自己是家中独生女，从小到大
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回忆起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马倩说，
“一下飞机就哭了。”

“感觉很不好，去了一个相当于中国火焰
山的地方，山上只长仙人掌。”马倩在美国呆
了两年，“没有接触到美国的现代气氛，”也没
有去过纽约、华盛顿等城市。

那两年，马倩无比恋家，每个假期都要飞回
成都。

在美国，还要面对融入当地环境和文化
的问题。“没办法融入。”马倩说得很干脆，“除
非能遇到非常友好的当地人。”

马倩遇到了一个，是一个合租的室友，曾在
圣诞节时，把她请到家里过节。但更多时候，隔
膜感更深一些。“4个女生共用厨房和冰箱，谁都
知道这是我的，那是你的，不能动。”

在美国的两年，让马倩成长了不少。“一
个人在国外，什么都要靠自己，父母都远在成
都，想靠也靠不上。”

在美国读完本科后，马倩“开始有点觉醒”，
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2011年，她决定去英国
读研究生。

学什么不重要，体验值得留恋

马倩觉得，出国留学的人，有的是为镀
金，有的是为体验，她属于后者。

“在国外学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在那真是
穷开心。”马倩回忆起留学时光，仍觉得十分美好。

“上午下了课，在教堂旁边的草地上晒太
阳，跟朋友一起吃个午餐聊聊天；下午只有一
节课，再去市中心逛逛。”马倩说，在英国留学
时所在的城市，“四季都美，又不用自己挣钱，
过得无忧无虑。”

至于出国留学性价比降低，马倩说，她没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她在美国和英国时，每
年花费大约 50 万人民币，但家境优越，不存
在经济方面的压力。

在她看来，这段留学经历本身就是收获。
“英国给我的感觉是安静，不闹腾，但安

静却不孤独；而美国是闹腾，让人觉得孤独。”
如果不是去了两个国家留学，马倩不会有如
此直观的感受和体验。

想法更多，希望改变当前生活

刚回国时，马倩进入一家金融公司工作，
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让她挺满意。

但是，干了不到两年，金融公司名目繁多的
考核指标让她感到枯燥无聊。如今，马倩在一
家新媒体公司上班，她现在又有了新的念头。

“我有个同学也是留学回来的，进了一家
国企，特别不习惯，现在正准备考雅思，重新
申请国外的学校。”马倩说，她的心态跟这个
同学差不多。

这也是留学经历带给她的改变，“在国外
几年，让我的想法越来越多。我会想，如果现
在工作不开心，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对
未来重新进行规划？”

马倩说，如果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一直
在国内上学、工作，现在也不会产生这种想
法，她会一直是个“没有长醒的人”。

正是因为有了内外两种对比，马倩开始
有了新的思考和规划。

“在国外学到的专业技能，对现在的工作
也没有多少帮助。唯一的英语优势，在工作
中也用不上。”这让马倩觉得回国后，自己的
竞争力在丧失。

这显然是她不想看到的，现在，她开始考
虑一所国外学校，留学，移民。

“虽然未来什么都不确定，但自己更清醒
了。”马倩说。

在众多选择出国留学的人中，重庆
女孩刘佳显得有些特别。从小成绩优
异的她，高考后上了国内一所知名大
学，结果她在大二时从学校退学，考入
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留学4年，刘佳虽然“吃吃吃，买买
买”，花了200多万，但她觉得收获更大。

留学的种子，初中时就埋下了

想要出国留学的种子，早在上初一
时，就在刘佳的心里埋下了。

“当时就是单纯地喜欢英语，就想去
美国留学。”刘佳说，提出这个想法后，她
被父母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是因为负
担不起，而是父母觉得她还太小。

父母的意思是，等她在国内读完初
中，再去美国读高中和大学，会更稳妥一
些。

“初中毕业后，我那时正是叛逆期，死
活都不想去留学了。”刘佳说，父母也没有
坚持，她在国内读完高中，参加了高考。

刘佳是学霸，也是考霸，高考后考
上北京一所211、985高校，学金融专业。

大一时，多年前的留学念头，在刘佳
心里被重新点燃。“大一下学期开始准备出
国，花了大半年考托福，准备各种材料。”

最终，刘佳顺利申请到了新墨西哥州
立大学，然后又从国内就读的大学退学。

对此，刘佳没有觉得遗憾。因为在
美国学的是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且几年
的留学经历，让她收获了成长。

有个好室友，迅速融入了环境

刚到美国，面对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刘佳还是有些慌乱。

幸运的是，刘佳遇到了一个好室
友，黑人女孩Nia。“她对我帮助特别大，
会带我去她家玩，融入她的小圈子。”在
校园里，Nia也给了刘佳很多帮助。

“她会告诉我学校里哪些社团比较好
玩，就拉我去参加。还会告诉我一些国际
学生不太会注意的问题，文化有差异的地
方，也会给我解释。”刘佳说，在Nia的帮
助下，她很快习惯了美国的生活。

留学期间，课堂上的宽松和课题的自
由，让刘佳感到欣喜。除了上课，她还担
任研究助理，帮老师统计数据，整理文
章。“最后半年是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做研究助理。”

毕业后，刘佳也想过留在美国工作。
但是，能够提供签证的工作工资太低，“一
个月大概是4000元美金，我在华盛顿租
房子每个月就要2000多美金，根本养活
不了自己。”

家境殷实的刘佳，留学期间一年花
费六七十万元人民币，4 年下来，花了
200多万。

毕业后，她希望尽快独立，不再依
靠家里援助。再加上在美国能找到的
工作，跟自己的兴趣有点远，所以毕业
后回到国内，在成都找到一份工作。

光环已不存，留学不是为镀金

“回过头看，这段留学经历，是我人生
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刘佳说，在国外的几
年，让她对很多事情的接受度更高了。

在美国期间，刘佳把大部分假期都
用来旅行，“整个美国，甚至整个美洲都
转遍了，这也是收获。”

“我不把留学当做是镀金，如果只
是为了回来找一份好工作，我在国内的
学校已经很厉害了。”刘佳说。

实际上，她出国前就已经意识到，
近年来随着出国留学的人迅速增多，

“海归光环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已有心
理准备，刘佳回国找工作时，没有奔着
高薪而去。

“当时还给花旗银行投过简历，也
被录取了，但自己觉得不感兴趣，就没
去。”尽管那家银行提供的薪资不低，但
刘佳最后还是选择了现在的工作，“因
为更有意思。”

生于1986年的成都女孩王梦雪，如今总是
被人称为“美女艺术家”。年仅31岁的她，如今
是四川当代青年油画院副院长，四川当代油画
院副秘书长、专职画家。取得如此成就，源于她
在俄罗斯留学7年期间，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出国学新闻，却成了油画家

2002年，16岁的王梦雪在成都读高中。高
二时，家里准备送她出国留学。

经曾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姑姑建议，王梦雪
选择了俄罗斯作为留学目的地。那年，王梦雪
独自带着50公斤重的行李，远赴俄罗斯。

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后，王梦雪顺利考上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相继在这所
学校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业。

但王梦雪一直没有放下自己的艺术梦。受建筑
设计师父亲的影响，她从小就迷恋艺术，喜欢画画。

“距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只有5分钟路程，就
是列宾美术学院。我在列宾美院学了5年油画。”
王梦雪说，圣彼得堡曾是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的
文化和艺术中心，自己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这
座古城的艺术营养。

2009 年，王梦雪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
硕士学位，第二年回到成都。

回国后，她当过电视台记者，做过出版社编
辑，但最钟情的还是绘画。

2013 年，她创办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
2017年7月初，举办了一次油画展。

留学七年，经历了太多困难

刚到俄罗斯时，王梦雪把带的美金绑在身
上，那是她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费。

即便如此，钱还是在地铁里被抢了。可以
想象她的无助，“哭也没用，喊也没用。”留学 7
年，她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

最直接的，就是俄罗斯每年长达半年多的寒冬。
有一个冬天，她晚上错过了最后一趟公交

车，只好一个人走远路去坐地铁。
“也不是因为想家，就是突然很委屈，就哭

了。”眼泪流下来，迅速在脸上结成两道冰凌子，
“真的太冷了，是生活在南方的你所无法想象的
极寒。”

“那7年，是我非常重要的成长时期。对我
来说，是形成性格和思考习惯的时段。”王梦雪
说，因为自己处于特殊的年龄，在陌生的国度，
学习和生活充满了挑战和艰辛。

所有这些，教会了她敏锐的观察力，也让她学会
了坚强。

王梦雪说，直到今天，她的血液里依然充斥
着留学时光留下的力量。“那些力量值得回忆和
反复揣摩，并会作用于我的一生。”

她很庆幸，在青春躁动的年龄，在一个有着
丰富文化积淀和气候严峻的国家度过。“它让我
学会了如何在孤独中前进，和与自己相处。”

现在，王梦雪的很多绘画作品，都带着俄罗
斯冬天的影子。

对此，王梦雪说，俄罗斯的艺术已经融入自己
的灵魂，还有那里的雪景和天空。“在那里，看过去
满眼都是海阔天空和冰天雪地，那里的一切都像
记录在心脏里的一个基因，随着血液迸发出来。”

把留学当投资，想法太幼稚

王梦雪出国留学的时间，是在15年前。她知
道，当下的留学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
年轻人面对的压力和问题是过去的很多倍。当
今社会对人才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懂专业、懂人
性、懂吃苦，需要学习方方面面的东西。”

“单纯一个留学经历，并不是高于同龄人的
全部。”王梦雪说，光鲜的学历只是表面，人才更
重要的是货真价实的综合能力。

拿自己来说，王梦雪不希望被贴上任何一
种标签。她既擅长画油画，也喜欢画插画，作品
风格差异也很大。“现在是资讯传播如此之快的
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大信息量的时代，我怎么可
能被贴上标签，怎么可能只能让我画油画，而不
让画我喜欢的插画？而且，我今天画的是雪，明
天就有可能画火了。如果艺术家这个职业都不
自由，那我们生活的社会也就太没劲了。”

对于出国留学是否值得，王梦雪说，任何环
境和经历，都会带给人正负两种能量，“关键在
于如何吸收和运用”。“如果单纯从收入和支出
来看待留学，那就是把人当成了商品或项目在
投资，这种想法极其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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