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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歧视与学业：
欧美中国留学生的两难选择

“我们中国同学戴口罩上街都或多或少受
过歧视。我戴口罩走在市中心会有人故意朝
我咳嗽，甚至对着我骂‘滚回家’。我想回家，
可是机票太贵了，航班信息也在不断变化。别
无选择，只能像投无底洞一样不停为高价机票
付款……”在法国某商学院攻读联合培养项目
的中国留学生万千说。

疫情之下，在海外艰难生活的中国留学生
不得不思考是否要离校回国。

然而，回国之路并非容易。数万元一张的
高价机票，无法拿到毕业证、学位证的风险，国
内一些人的不理解，回程途中感染风险高……
近日，采访了几位在欧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讲述海外疫情大暴发后他们的现状。

欧美地区疫情暴发以
来，许多中国航空公司大量
取消往返欧美的航线，欧美
本地的航空公司也大量削减
航班数量。

几位在欧美的中国留学
生接受采访时均表示，“航班
少、需求量大，机票价格被哄
抬至天价。平日里两三千元
（人民币）的机票价格几乎翻
了十倍。”

“真的太贵了，花那么多
钱回国，不如囤好物资在学
生公寓自己隔离。”在挪威奥
斯陆大学交换的学生梁紫说
道，“挪威近日封闭国境，只
有少量航班可以出入，回中
国的航班只有一趟，价格高
达五万余元。”

对于一些家庭经济条件
并不十分优越的中国留学生
来说，几万元的机票足以打
消他们回国的念头。

另一些中国留学生尽管
一狠心买了机票，回国的路
程也一波三折。

“我预订了三次航班，
都被取消了，第三次航班甚
至在我到了机场后才通知
临时取消，所以我只能选择
回去自我隔离。”在挪威奥
斯陆大学交换的中国留学
生林杨，原本计划从奥斯陆
飞上海浦东。

航班的信息每几分钟
就会有变化，许多留学生刚
买了机票，就被通知航班取
消，只能重新预订。而航空

公司处理工作延迟时间长，
退款在7-30个工作日才能
入账。

“我别无选择，只能像投
无底洞一样不停为高价机票
付款。”在法国某商学院攻读
联合培养项目的万千说，“我
本来买的3月18日从法国回
国的机票，但感觉变化太快，
就先改签了16日，后来还觉
得晚，就改到了14日。那时
票已经很贵了，但还是得
买。我们一批回来的很多同
学，只不过订航班的时间稍
微晚一点，就有回不来的风
险。有些同学因为政策变化
在法兰克福机场滞留，不得
已又转去了芬兰、大阪最终
才回国。”

许多留学生因害怕学业无
法完成，选择继续留在国外。

“我今年就毕业了，是最
后一个学期来这边交换，拿不
到学分就得延迟毕业，情况很
复杂。回国的话不知道什么
时候学校就突然恢复上课，到
时候手忙脚乱根本来不及准
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就读的王志义在研究生最后
一学期前往挪威交换，“我根
本赌不起，多读一个学期就得
多承担一个学期的学费。”

现在许多国家的学校都
已经停课，转为网络授课，回

国参与线上课程需要登录境
外网站，“那样还面临着网络
不稳定、难以保证上课效果的
问题。”王志义说。

对于参加中外联合培养
项目的留学生而言，母校与交
换学校签订了交换协议，如果
自己提前回国，有可能被定为
违约。

“3月初，法国确诊病例
逐渐增多时，我们中国学生
感到非常害怕，就集体向学
校请假希望可以不去上课。
但我们跟学校沟通了一周都
没有得到允许，理由是法国

教育部不同意请假，学校还
说缺课了就不保证能拿学位
证。直到3月12日，马克龙
在电视上宣布下周关闭所有
法国学校的前一天，才允许
我们离开。”万千说。

“还有一个问题是留学
生学位认证，如果我们参加
中法合办项目的学生想办理
中国留学生学位认证，就必
须在海外待满180天，否则
就只能拿到法国学校的学位
证书。”万千补充道，“这也是
让很多留学生选择不回国的
原因。”

“我们真的挺难的，口
罩都是从国内好不容易寄
来，但每天还要战战兢兢
犹豫能不能戴口罩。”万千
无奈地说道。

据万千介绍，因为法
国的口罩被政府征用，留
学生在网上订购口罩的订
单直接被取消。药店也早
已买不到口罩，甚至法国
还颁布了只能凭处方买口
罩的法令。

而即使终于收到了从
中国寄来的口罩，留学生
们也因担心歧视而犹豫是
否佩戴。

“我们中国同学戴口
罩上街都或多或少受过歧
视。我戴口罩走在市中心
会有人故意朝我咳嗽，甚
至对着我骂‘滚回家’。政
府机构也不让我们进入，
工作人员会离我们三米
远，让我们把要递交的东
西放在旁边就好，公交拒
载的事情也时常发生。这
些歧视让我们天天担惊受

怕。”万千说。
一位在美国纽约康奈

尔大学求学的武汉籍学生
王明也有类似遭遇。“我在
路上走时会有流浪汉骂让
我滚回中国，美国室友也
把我从公寓里赶出了门，
我只能另找住处。我已经
做好了在美国继续受到歧
视的心理准备。”

“我之前都不太敢戴
口罩上街，但这边疫情严
重了许多以后，我就不得
不戴上在机场买的有呼吸
阀口罩上街了。戴口罩那
天刚上地铁的时候，有一
个大哥看到我的装扮就

‘哦吼’一声，接着开始哈
哈大笑。我就跟他说没事
的，我没生病，他说他知
道，说我这种做法挺好的，
然后继续笑。他下车之前
还跟我说，‘我通过口罩还
是可以看到你的笑容！’”
李晓说，这是她戴上口罩
后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温暖
的事情。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
博士的郭先生告诉澎湃
新闻，他最近去超市时发
现速冻食物、零食等货架
上的物品早已被抢购一
空，甚至连厕纸都买不
到，“虽然日常生活的食
物基本有保障，但是这种
场景还是很让人恐慌。
我问大家为什么要抢厕
纸，别人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都在抢’。”

“更主要的还是安全
问题，这边防护意识比较
差，除了亚洲面孔，其他
人都不戴口罩，没有足够
的防护措施。而且当地
做核酸检测要花 1000 多
美元，高成本导致很多疑
似感染的人不去检测，我
们根本无法得知身边的
人是否健康。”郭先生补
充道。

留在国外人身安全无
法保障，而回国也并非易
事。许多留学生一次性付
了半年到一年的房租，“选
择回国意味着几万元（人
民币）的房租都要打水漂，
经济损失惨重。”

“我交换的时间还不
到两个月，刚刚购置好家
具和生活用品安顿下来，
根本没办法说走就走。
即使走了，后面也还要收
拾一堆烂摊子……”在法
国诺欧商学院交换的学
生刘博很无奈。

而最终选择回国的
留学生们在学生群里低
价处理食物和防护物资，
卖的价格不到原价的一
半，信息一发出，物品就
被一抢而空。

（文中万千、王明、陈
妮、李晓均为化名）

（澎湃新闻）

3 月 16 日，
顾客在美国旧
金山湾区一家
采取限流措施
的 Costco 超市
采购。

(新华社)

超市限流

“机票价格翻了十倍”

回国面临学业前功尽弃的风险

遭受歧视“被室友赶出公寓”

去留两难的中国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