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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不同国家青
年一代人文交流，增进
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发展
变化深刻认知，中国教
育 部 留 学 服 务 中 心
（CSCSE）以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十周年为契
机，举办第七届“我与
中国的美丽邂逅”来华
留学生征文大赛。不少
来自“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的留学生用流畅的
中文讲述生动鲜活的中
国故事，分享自己对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乡村
振兴、科技创新、传统
文化等方面变化和成就
的见证、体验和感想。
本报选登部分征文，看
看他们眼中的中国，听
听他们在中国学习、生
活、工作的经历与感
悟。

——编者

我
与

刚到中国时，我是一个不善表达、不太自信
的人，但在中国的一堂课彻底改变了我。

记得那是2020年冬天，老师专门安排了一
堂中国舞蹈文化实践课。课堂上，老师向我们展
示中国古代舞蹈，只见她舞姿飘逸、动作柔美，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曼妙的身
姿令我惊叹又陶醉，至今仍印象深刻。

我被老师所展示的千年画卷中那些翩翩起
舞的女性形象所震撼，真不敢相信1000多年前
的中国女性竟是如此的时尚自信。她们含蓄、
不锋芒毕露，温和且坚韧不拔，这激起同为女
性的我对唐代文化的兴趣与向往，萌生了学习
中国舞蹈的想法。

老师似乎发现了我的“小秘密”。她精心为
我们编排舞蹈，鼓励我们学习唐代乐舞《宴清
都》。我每天第一个到舞蹈教室练习动作，虽然
我的身体僵硬，协调性也不好，但老师仍不厌其
烦地帮我调整动作。为了让我们跳出神韵，老师
们还带我们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帮助我们了
解舞蹈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我还被选为队长，帮
助每个队员练习舞蹈，规范动作。

2021年6月的一个晚上，是我们正式在大
唐不夜城表演的日子，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在
成百上千的中国观众的注视下，我鼓起勇气，带
领留学生队员顺利完成了舞蹈表演。当场下观
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时，我们激动地留下
眼泪，内心的骄傲与成就感油然而生。没想到身

为外国人的我也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美，展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这次的坚持也更加坚定了我学好汉语
的决心，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汉语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讲过“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最初我还不太明白老师说的“美”是什
么，我如何能感受到“美”，我的“美”又是什么样
的。通过对中国舞蹈文化的了解与亲身体验，我
意识到：中国文化，向美而生。

舞蹈传递着人们对美的向往，是中国文化的
传承与延伸。在《只此青绿》中，我看到中国人对
自然之美的向往；在《唐宫夜宴》中，我感受到对
盛世大唐的人和之美的向往；在《满庭芳·国色》
中，我领悟到中国色彩美学的背后，是对“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和谐共生的向往。
中国舞蹈，无论是服装、动作、神态还是音乐，无
一不展现着“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独特魅力，
也让我感受到中国美学和文化的深刻内涵。“舞
以尽意”，即使是中国舞蹈中最常见、最简单的画
圆动作，也体现出中国人对和谐圆满的向往。

今年，我带领留学生舞蹈队，代表学校表演
了唐代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舞》。通过努力，我
还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为留学生
讲解中国的文物和历史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全世界的青年
携起手来，做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助推民心
相通，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舞在中国，我的寻美之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艾洁［土库曼斯坦］

一个国家的发展好比是一个人的成长，新
中国成立至今已有74年，若是人生，那相当
于一个老爷爷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当今的中
国并不是步履沉重的老爷爷，而是风华正茂的

“新时代、新青年”。
作为地球村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近邻

的泰国，自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就
有了一步步的改变，比如更多来自中国的大企
业带着高精尖的先进科技和资金为泰国经济注
入了新鲜活力；更多科研机构拔地而起，让莘
莘学子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更多的就业机会
和贸易共通，让普通人也有了发展空间和致富
途径。

从2015年我就有了去中国留学的梦想。
在追梦的路上我见到不少人，也交了不少的朋
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架起了中国通往
世界的更多桥梁，更让世界以便捷的方式走近
中国，探索它的神奇，发现它的伟大。2019
年，我终于梦想成真，通过申请奖学金，荣幸
地成为哈尔滨工程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留学
生。在中国的几年时间里，我在日常学习和生
活中感受着中国发展带给人们的便利与舒适，
同时也摸索着这个古老文明融进现代化的脉
络，感慨华夏文明的神奇与博大。

首先来说曲艺表演艺术。中国曲艺表演并
不是老年人专属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
外国人都被曲艺表演所吸引，我也可以大声地

说我是“德云女孩”。通过观看德云社相声演
员的表演，我的汉语有了很大进步，我不仅接
触了相声，还知道了京剧、京韵大鼓等传统表
演。现在的很多流行音乐里面加入了京剧元素
（戏腔），如《赤伶》等歌曲，我觉得这是很好
的宣传方法，使更多人认识了京剧。

还有传统服装、传统建筑。现在很多平台
上有变装、拍古装写真等内容的视频，在街上看
到有人穿传统服装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希
望泰国也会是这样。古装端庄清雅的韵味，如
果完全被现代装束取代，岂不是少了对传统服
饰美的传承？在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学过一
篇文章叫《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这
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胡同的留恋与不舍。

这些就是我亲身体会到的几个方面。我之
所以说中国现在是“新时代、新青年”，是因
为我也是青年，我想向中国学习，打开新思
想，不停地努力，不停地发展自己，勇敢地走
向更美好的远方。

今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感恩这项决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感念站在这个路口回望时，我们迈出的每一步
都让自己无悔。“一带一路”的十年，是通向
希望的十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和谐、更
加繁荣的十年。我们寄希望于未来更多的十
年，将现代文明和传统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
使之历久弥新。让我们一起翘首以待吧！

通向希望的十年
哈尔滨工程大学 陈佩瑜［泰国］

距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过去整
整13年了。那时的我就像离开大树飘入莲池的
柳叶，怀着对“中国”这汪碧水的好奇和对自
己未来学业的憧憬来到这里。

初到中国，我选择了北京。这里是中国的
首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从本科到
博士，我都在这里度过。我认识了一群可爱的
朋友，他们带我探索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也
让我领略到了中国独具魅力的传统文化。

京剧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种，已有200多
年历史。剧中角色呈现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和传
说中的英雄人物，有专门的音乐和道具配合演
出。它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人物的塑造，让
观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我刚到中国时，结识的新朋友就带我去了
“老北京”特色的胡同，四周的环境让我不自觉
地放慢脚步，四合院和弯曲的街道让我远离尘
嚣、内心平静。胡同里的一砖一瓦都让我着迷。

还记得在胡同中有一个专注剪纸的手艺
人，我在这里体验、学习了剪纸。手里捧着红
红的纸片，沉甸甸的，我感受到了上面承载的
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

在郊区小院，我认识了一位安于田间的书
画工作者和他的古朴院落。

书画家每天随日而起、伴星而歇，手中的

毛笔记录着平凡的田园美景，我也学着他的模
样拿起毛笔勾勾画画。虽然我的作品不成样
子，但我了解了笔墨纸砚。

在中国的这些年，我不仅被这些穿越千年
的古老文化所折服，也为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先
进科技而惊叹。

从本科的首都医科大学到攻读博士学位的
北京大学，这段时间让我学习到了世界前沿的
医学知识与技术。碳离子治疗技术给恶性肿瘤
患者带来生的希望，肝细胞移植给肝病患者的
生活带来更多可能，人工智能医疗辅助诊断让
诊疗方案的制定更快捷，看病过程更有效率。

近几年，我时常组织中国学生和来自孟加
拉国的同学，在一起交流彼此的文化、思想
等，我和其他孟加拉国同学的汉语水平提高
了，对中国的理解更深了。2021 年、2022
年，我作为孟加拉国赛区的一名评委参加了第
20和21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汉语比赛，体会
到了世界各地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着迷与向往。

2020年，我参加了国际医疗援助行动。我
在受援助的国家传播先进医疗科技和理念，在
帮助其他国家的同时，我也在尽最大努力传递
中国声音，让世界飘满荷香。

我要寻找更多机会，向世界讲好我看到的
美丽中国。

讲好我看到的美丽中国
北京大学 周凯比［孟加拉国］

在浙江大学，有这么一句师生皆耳熟能详
的名言，那就是“灿若星辰浙大人”。作为一名
浙大留学生，我常在思考：应该怎么做才算得
上“灿若星辰”？疑问一直留存在我的脑中。

今年年初，我来到了位于湖南张家界大山
之中的古韵苗寨。在进入生活区前，解说员阿
姐停留在寨子的布告栏处，为我们讲述这些苗
族人的故事。我们得知，此处本是深度贫困
区，但在近10年间，国家政策的支持加上当地
居民的攻坚克难，“促其造血，保其本质”的发
展策略促进了当地群众的生存、发展，体系化
地开拓他们的银器锻造与旅游事业，从而实现
了脱贫。

我们一路前行，走过寨子安静的小路，只见
年迈的老人与他的徒弟在火炉边给银器拉丝。
像是对游客的到来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的注视并
未让他们产生片刻的停顿，手上的动作依旧干净
利落。寨子深处，还有更多身穿民族服装、佩戴
银饰的老人在屋外兜售茶叶、葛根等特产。

我们步入一间狭窄的木制房屋，并与那里
的阿婆聊起了天。为了提升生活水平，寨内的
壮年男性多是在外务工，解说员阿姐的兄弟也
是如此。阿婆家以茶叶买卖为生，茶叶种植地
位于寨子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临走前，我买了
一枚镶嵌了叶片状设计的、在苗族象征着“一
帆风顺”的银戒，带着这群苗族人的祝福，带
着这份久久不能忘怀的回忆，我回到了杭州。

在为毕业论文初步收集资料时，我通过扶
贫主题了解了黄文秀的故事。这位北京师范大
学硕士生在毕业后毅然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
会，回到她的家乡广西百色的一个小山村——
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她的艰辛努力
下，村子短短一年贫困发生率就降低了很多，
村集体经济项目收益也大大提升。这样坚毅的
她，在不幸降临前仍心系村子安危，将使命践
行至生命的尽头。这样令人动容的事迹，让作
为留学生的我开始寻找，自己为这座城市、这
片土地做些什么。

就这样，我报名参与亚运会志愿者项目、
撰写关于苗寨的传承故事并上传到个人社交媒
体主页、留心观察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并随时准
备伸出援手，还考虑将贫困地区金融发展作为
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我时时鞭策自己，作为
一名大学生，应时刻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与义务。在学习中，要秉持“已识乾坤大，犹
怜草木青”的心态，在宏大叙事之前，首先关
注力所能及的微小事物本身。

由此，困扰我数年的问题终于得出了切实
的答案：作为大学生，除了要向上攀登，更要
向下扎根，既要砥砺前行并以所学惠及大众，
亦要深深爱着所在的土地与此处的人们。这便
是我留学中国所产生的思考，是我除专业知识
以外所交出的学习答卷，更是我通往“灿若星
辰”的道路。

深深爱着所在的这片土地
浙江大学 傅芷莹［马来西亚］

我来自遥远的南美洲，可是我要告诉你
们，我和我的未婚夫——同样来自哥伦比亚的
吉森勇，是在中国长城牵手情定终身的。

这样浪漫的、仿佛在梦中的情节就发生在
我们身上。12岁的少女在电影中看到北京，
看到如巨龙般蜿蜒的长城，可她压根儿也没有
想到，若干年后两个心心相印的年轻人会跨越
山海，奔赴地球的另一端——中国。

我们的故事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我们在
哥伦比亚已经相识。2019年的一天，他很严
肃地看着我，说他要去中国长江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我知道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植物遗传育种
科学家，而他想拜师的中国教授就在那所大
学。这无疑是一次远距离的分离冒险。“知道
吗，中国有最好的农学专家，我一定要去。”
他的眼里闪着光。

去中国后，我们相隔万里，13个小时的
时差，可他每天都会和我分享所见所闻，我们
在电话中讨论中国和哥伦比亚不同的语言、食
物、交通；他说在长江大学实验室受到热情欢
迎，他正式参与到导师科研团队，他开始在国
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篇论文……思念越来越
强烈，恋爱中的我们越来越认定对方就是自己
寻找的伴侣。

终于，他温柔又坚定地告诉我“亲爱的，
来中国吧，我们要在一起”。“好，我答应

你。”爱的表白没有犹豫和迟疑，爱人的话让
我心动，而中国则让我和家人心安。

爱给了彼此信心和底气，和所有的情侣一
样，克服种种困难，为热爱而奔赴就是最大的
真诚勇敢。2022年9月，我终于来到他的身
边，在同一所大学攻读化学专业研究生。于
是，我们有了温馨的小家，更有了大家的祝
福。

我们取了“吉”作为我们中文名共同的姓
氏，查了字典，问了老师，都说“吉”寓意
好，是吉利、美满。长江大学见证着我们的爱
情，现在我们每天一起学习、生活，在各自的
实验室埋头钻研，互相帮助。前不久，他在学
校研究生论坛上发表《袁隆平在解决粮食危机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贡献》的学术演讲，我就在
观众席上听，为他加油鼓掌。这个曾经稚嫩的
青年，在学校跟随中国教授刻苦学习，已经有了
一点儿年轻科学家的模样。空闲的时候，我们
在古城漫步，在广场起舞，在长江边相拥。他给
我拍了很多照片，说要等我们老了以后，回忆起
这段不可思议的恋爱仍然满脸甜蜜。

这是我们和中国邂逅的故事，也许它只是
众多温暖故事中的一朵浪花，可是对于我们，
在中国做出携手一生相依相伴的决定，是穿越
千山万水的深情和浪漫。爱情在中国绽放，给
予我们最大的力量，也成就最好的我们。

在中国长城牵手情定终身
长江大学 吉咏华［哥伦比亚］

2019年，我开启了在中国留学生活的序
章。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走遍您的每个角落，了
解您的每个方面，一晃4年过去。

在中国，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安居乐
业、国家繁荣富强，文化、教育等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也体验到了美好、宁静、安全又舒
适的生活。我无数次地感慨，当初选择来中国
留学，我是多么幸运啊！我想引吭高歌，用深
刻感人的词、定欢快激昂的调、谱优美动听的
曲，把您唱给世界听。

唱田园交响曲，感受乡村振兴之美。我喜
欢体验新事物，游览各地，感受不同的人文气
息和地域文化。我去过衡阳、长沙、广州、昆
明等许多地方，每个地方都各具特色。但我对
贵州的感情尤为特殊，这是我生活了3年多的
省份，贵阳犹如我在中国的故乡。

如果您想感受中国的乡村振兴之美，贵州
的农村绝对算得上是一张亮丽的名片。我到贵
州的村庄做客，花茂村、好花红村、怎雷村
等，无一不让我感受到中国乡村的活力和魅
力。当我呼吸着新鲜空气，走在田间小路或干
净整洁的村道上，看到整齐的房子和便捷的生
活设施，看到脸上挂满笑容的村民，我内心的
安定幸福感油然而生。

唱合作共赢曲，沐浴“一带一路”春风。
今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组织的“邂逅中国乡村·美丽贵州行”来
华留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老师带领我们40名
留学生参观了素有“世界桥梁博物馆”之称的
贵州省内的坝陵河大桥和平塘大桥，它们横跨

深沟峡谷、气势恢宏；参观了“中国天眼”。
中国的基建成绩斐然、科技日新月异，令

人称赞不绝。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兼济
天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分
享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包括巴基
斯坦在内的众多沿线国家沐浴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春风，在基础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交
流等方面取得许多成绩。中巴经济走廊让巴基
斯坦人民受益，创业就业的机会多了，人们的
生计得以有效改善。

唱和平发展曲，感悟“人类命运与共”理
念。在汉语课堂上，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从汉
字书写中了解到了中庸、大同与和谐的思想，
也更好地理解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
为世界青年的我们，应当让“求同存异、开放
包容、文明互鉴”的思想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
彩。同时，我也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学有
所成、学有所用，带着“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的神圣使命，为推动国际医疗合作及构建
全球公共卫生和健康事业共同体作出贡献。

这是一个承载着悠久历史与璀璨文明的国
度，有着热情友善的人民，如诗如画的景色，
便利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现代科技，令人震撼
的发展速度和开放包容、多元共生、和平共进
的发展格局。今后的时光，我想要续写我与您
的故事，把它们创作成朗朗上口的歌曲，唱给
我的亲朋好友听，唱给巴基斯坦人民
听，唱给世界人民听！

引吭高歌把您唱给世界听
贵州医科大学 莱巴［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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