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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譚笑、周琳報道：
和很多人一樣，來自美國威斯康星州的23
歲女孩柏伊娜（Elena Dawn Blair）最開始
也被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吸引。高中時，她
在學校提供的外語選修課上毫不猶豫地選
擇了中文。到了大學，她又選擇了學校提
供的中國交流項目，到成都和上海遊學多
月。在美國人的刻板印象中， 「中國是神
秘、落後的發展國家」，柏伊娜也先入為
主過。

不過，原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習化學
工程的柏伊娜，在一次北京行中與清華學
生交流，產生了到中國讀工商管理的念頭
。正是在清華攻讀工商管理碩士（MBA）
，她對中美兩國的經濟有了全新看法。

快捷的支付方式、社交軟件帶來的便
利溝通、隨停隨走的共享單車等等，都讓
柏伊娜在短短十一個月的求學裏，感受到
創新概念滲透中國的方方面面。她認為，
任何一種新型的經濟模式和業務在中國都
會得到發展的空間，因為中國人對新鮮事
物很感興趣，這就給開展新型的業務帶來
了充足的市場和機會，更讓中國的經濟具
有很強的可塑性。

清華的工管課程讓柏伊娜可以與全世
界頂尖的創新性企業領導者面對面，這為
她打開了了解中國經濟和中美市場差別的
窗戶。對比中國和她的家鄉，柏伊娜說，
美國的市場並不如中國一般關注新興事物

，如人工智能、電子商務、高新科技等方
面發展態勢不如中國那麼蓬勃。 「我覺得
中國人和市場對新興事物的接受程度非常
高，資本市場上對於新興事物，尤其是高
新科技的開放度很高，這使中國的經濟與
美國相比更加開放。

柏伊娜認為，在創新領域，美國資本
市場並沒有對創新性企業展現出足夠的開
放和接納度，同時美國市場已趨於飽和，
很多同質性企業都在從事相同的業務，新
成立的公司想要打入已經成熟的市場難度
很大。

內地高校創新氛圍濃厚
在清華的工管碩士課程上，教授會給

學生提供非常詳盡的市場分析，創業、就
業的指引。柏伊娜認為，中國的創新不僅
停留在市場操作上，在高校裏已經形成濃
厚的創新氛圍。

求學的十一個月時間裏，柏伊娜和中
國朋友一起品嘗美食、去北京的郊外爬山
，去北京胡同的酒吧暢飲。她有感於中國
互聯網經濟對中國人民生活的改變：電子
支付、共享單車、外賣、物流……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評論認為，在
中美兩國交流學習的年輕學生對中美關係
具有重要意義。而在柏伊娜看來，中國處
處是機會。這讓她決定畢業後在中國留下
工作。

攻讀工管 感受開放活力

【大公報訊】記者韓毅報道：來自古
巴的Hanley Luis Romero Hernandez目前在
重慶大學攻讀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已在渝
學習生活近五年。Hanley為自己起的中文名
叫韓磊。 「古巴一直對中國保持熱情，我
從小夢想就是到中國。」

韓磊父親是美國人，媽媽是古巴人，
他會說西班牙語和英語。2006年，韓磊在
中國傳統哈瓦那藝術家文化館學習中文，
一年後，獲得包括聽、說、讀、寫的語言
能力測試評估第一名。2007年，被古巴選
派至北京語言大學進行兩年精修漢語學習
，並在2008年成為北京奧運會志願者。
2013年，韓磊再次到中國，在重慶大學讀
漢語國際教育本科，並獲得中國政府獎學
金，本科畢業又申請到孔子獎學金繼續攻
讀碩士。

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也越來越開放。
對於韓磊這樣的外國留學生，中國也是發
展個人事業的立足點， 「古巴、委內瑞拉
、巴拿馬、玻利維亞或美國、西班牙的公
司都需要到中國發展，我既會西班牙語、
英語，又會漢語，熟悉中國和拉丁美洲的
文化、語言、風俗是我的優勢。」

「近年來，中國的基礎設施發展迅速
，重慶和中國其他城市完全可以與西方國
家主要城市媲美，中國的經濟和科技非常
發達，現代化水平都很高。在中國，什麼
都可以買到，無論是一個軟件還是一輛汽

車，這些都是為了讓老百姓有更好的生活
。」韓磊流露出想在中國發展強烈意願，
「在中國學習、生活，可以預見的是未來

肯定會更好。我願意在中國拚搏，享受美
好生活。無論是工作還是學習，中國所有
的機會都比拉丁美洲更好。」

在韓磊眼中，重慶是個充滿發展機遇
的地方，也讓他思考未來事業路向， 「重
慶汽車年產量在300萬輛以上，全中國最多
。汽車工廠也比較多，有長安、福特、現
代等十幾家生產企業和一千多家配套企業
。我喜歡汽車，想在重慶的汽車公司找到
工作。」

驚嘆中國消費潛力強大
同時，韓磊亦驚嘆於中國市場的強大

發展潛力， 「中國人口多，消費者自然就
多，而且具有消費潛力。中國對新鮮事物
特別感興趣，如果你開一間店舖，無論大
小，都會有人感興趣；在國外是相反的，
新的生意很難做，沒有著名店舖或商品
那麼有銷路。」他向記者表示，自己也
有在重慶從事家鄉古巴雪茄相關生意的想
法。

韓磊也透露，他的俄羅斯、法國、阿
拉伯、非洲同學都希望在中國工作。 「我
身邊這些外國同學對中國的認知，可以讓
我了解到在中國工作是很棒的選擇。他們
都表示， 『中國比我的國家好多了。』」

慕華藝粹 情迷漢字文化

留留學學生生看看中中國國新新時時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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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研漢語 憧憬在渝立業

中共十九大對中國
未來五年發展有直觀的預測

，尤其體現了對此前 「一帶一路
」倡議的推進。近年來，中國在外
商投資領域推動很大，中國正不斷擴
大自己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我也有
興趣看看 「一帶一路」倡議在將來會
怎樣。中國發現了相當數量的沿線
國家還沒有被投資，我非常期

待這項倡議將如何成功地
影響中國經濟。

外國青年中國通②

清華大學美國留學生
柏伊娜

重慶大學古巴留學生
韓磊

▶在柏伊娜看來，中國處處是機會
受訪者供圖

◀韓磊表示，他願意在中國拚搏
大公報記者韓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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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伊娜（右二）向記者表示，中國人都
非常好相處 受訪者供圖

來自美國北部小鎮的柏伊娜是一位靦
腆姑娘，但令人意外的是，她對中國的喜
愛源於中國搖滾樂。 「新褲子樂隊你聽說
過嗎？《我愛你》、《我不想失去你》……我
很喜歡他們的歌曲。」柏伊娜在說起這個
成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朋克樂隊時滔滔
不絕，她說自己會聽着歌曲來學習中文。

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根植在柏伊娜心中
。高中時，她在學校提供的外語選修課上
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文，大學時，她也選
擇了學校提供的中國交流項目，在成都和
上海學習中國文化。

除了音樂和文字，柏伊娜還愛上了中
國繪畫。柏伊娜從五歲起學習西方繪畫和
雕塑，在華期間被中國繪畫吸引，報名參
加了清華國畫社團。 「西方繪畫講究光影
，顏色豐富，結構複雜，但是中國繪畫完
全不一樣，只需要簡單的顏色，留給人很
大的想像空間，充滿了意境。」

她還透露，自己在來中國前是個素食
者，但是在北京烤鴨和四川火鍋面前，她
選擇了放棄素食的主張。 「中國朋友都非
常熱情，帶我在北京體驗了各地美食。」
她說，中國人十分好相處，與兒時她父親
口中的陌生和神秘印象完全不同。

另一邊廂，在重慶留學的古巴青年韓
磊也表達了他對中華文化的深深仰慕。 「
我喜歡中國漢字，尤其是繁體字特別美。
文字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歷史的痕跡，
中國文字的演變如同中國歷史一樣耐人尋
味。」韓磊認為 「從漢字中，象形字的表
達，可以了解一些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從

漢字可以洞悉古人的宇宙觀，最早刻畫符
號距今八千多年，甲骨文經過了數千年的
變化，傳統漢字文化非常神秘，世界是離
不開中國文化的。」

談及北京奧運會的志願者經歷，韓磊
表現出榮幸， 「我負責為古巴代表團後勤
擔任中文翻譯。奧運會期間特別忙，很多
專業的中文生詞我也不會，所以手裏一直
拿着一本字典。奧運期間學習了很多生詞
，很受用。」他說，由於天天說中文，北
京奧運後自己的中文水平突飛猛進。

談及學業上的目標，韓磊堅定地說，
「我的人生目標必須拿到碩士學位。我媽

媽和外婆是教師，媽媽是博士學位，爸爸
是海軍工程師，叔叔是軍校教師，高學歷
是家族傳統。希望碩士畢業後再繼續讀博
士，將來成為一名漢語專家，為拉丁美洲
人寫一本關於中國語法的書。」

希望寫一本中文語法書
「每年赴中國學習漢語的留學生越來

越多，他們學習基礎漢語，為了更好地和
中國人溝通，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聲
音在世界上越來越響亮，這和綜合國力日
益增強息息相關。」韓磊說。

（記者 譚笑、周琳、韓毅）

古巴和中國都是社
會主義國家，我祝願中國更

加和諧、文明、發達，總的希望
概括就是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4字所表達，讓更多人了解、喜歡
中國。我希望和女朋友在重慶結婚
，建立家庭，愉快的生活。此外，
計劃在中國創業，但外國人創業
有束縛，希望得到中國政府

支持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