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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之光
胡埭中心小学五（7）班
锡报小记者 陆尔雅

2016年刚来到美国伯克利大
学的时候，乔梦圆攻读的是电影与
认知科学，这个专业里国际学生极
少，大多数都是美国本地学生，这
给了乔梦圆不少认识新朋友的机
会。

起初，她试过“硬着头皮”努力
结识新同学，互留联系方式、一起
上下课。然而，这些勉强“匆匆认
识”的朋友之间却并没有太多共同
话题，“‘为了融入’而‘融入’显然
并不是个高明的办法。”乔梦圆意
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志同
道合都是交友的“第一准则”，不然
话不投机，很难成为好友。

“兴趣是很好的交友起点，留
学生活中若想要结识新朋友，就一
定要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乔梦

圆说。“‘融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参与社
团等组织，找到有共同爱好或兴趣
相仿的同学，这样交往起来才会更
舒服。”

除了兴趣爱好外，课堂交流也
是结交朋友的重要方式。乔梦圆
与男友布兰顿便是在课上相识，布
兰顿出生在加州，两年前上电影课
时与乔梦圆分到了一个小组。“组
内当时一共有4个人，我们俩的交
流最多，很多课都安排在一起上，
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期末考试
的前一天，布兰顿向乔梦圆告白，
电影课堂成就了这份跨国浪漫。
在布兰顿看来，中国留学生与本国
同学交流居多，在进入陌生的留学
环境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集体”，

当地学生有时想要融入并不容易，
这需要双方都迈出自己的“舒适
圈”。

与美国朋友相处的过程里，乔
梦圆注意到了几点细节，例如，初
次见面自我介绍时一定要听清楚
对方名字，再见面打招呼时最好称
呼名字，不要只说“hello”，更不要
叫错。再比如，不要担心因语言或
文化不同而不好意思开口，如果日
常交流中感到哪里不舒服可以立
刻提出来，不必一味迁就当地人的
聊天习惯。“美国人的相处方式其
实比较自由，他们会尊重个人差
异，并不会因为对方提出异议或表
达看法就‘结下梁子’。交友是双
向尊重。”乔梦圆说。

海外求学中，我的交友之道
开学季，又有一批留学新生收拾好行囊出发了。适应当地环境、寻找新朋友

是每个留学生的必经之路。处于陌生环境之中，他们常常会寻找适合自己人际交
往的“小圈子”，除了认识中国朋友之外，主动拓宽交际圈、认识本地朋友也是不少
留学生尽快融入当地文化氛围、适应留学生活的重要方式。关于交友之道，海外
学子有许多经验之谈。

留学在外，也并非所有学子都会在
当地结识新朋友。交友不可强求，自己
内心的轻松、自在很重要。

张晓虞是美国纽约大学的一名本
科生，也是国内一家社交平台上的学生

“网红”，她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留学
生活。时不时会有粉丝问起，为何她分
享的生活动态里身旁的朋友都是中国
人，每次张晓虞都会坦诚回答：“因为在
美国，我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她也曾动过认识当地新朋友的心
思。到达纽约大学的第一天，老师就带
着刚入校的新生玩“破冰游戏”，还分享
了许多对新生颇有帮助的经验，这些经
验的中心思想是一条——跳出自己的
舒适区交朋友。“到达美国的第一年，我
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张晓虞说，她
尝试过加入很多俱乐部，在餐厅里与本
地人聊天，在课上和同学交流，感恩节
时接受外国同学邀请到其家中住了一
周感受节日文化。但一年下来，兜兜转
转，身旁几个最好的朋友还是中国人。

张晓虞也有过疑惑，为什么身旁别
的中国留学生都有许多本地朋友，大家

“打成一片”，到自己这里就变得这么困
难。“交本地朋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更
像是一件任务。”父母也希望她能多与
本地同学聊一聊，深入了解美国文化，

“大老远跑国外去，还是只结识中国学
生？”父母想不通。在经历了一年的巨
大压力之后，张晓虞看开了。她说自己
是“佛系交友”，心态也变得更轻松，她
告诉爸妈，自己真的交不到美国朋友。

无法融入当地社交圈的原因有很
多，对张晓虞来说，兴趣与性格是最重
要的方面。“我对于美国当下的流行文
化几乎一无所知，很少会追踪当地社交
媒体的热点或潮流，这让我与美国同学
对话时显得十分吃力。”相较于美国文
化，张晓虞对韩国流行文化要感兴趣得
多，让她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在美国
留学期间她认识了不少韩国朋友，她十
分愿意用自己蹩脚的韩语与他们交流
对话，韩国朋友也惊讶张晓虞竟然会了
解这么多韩国时下流行的单词，非常乐
意同她分享他们在韩国的趣事。

交朋友，归根到底是寻找“心的共
鸣”。“除了文化差异，缺少共同经历也
会使当地同学很难与我产生共鸣。”张
晓虞说，“万事不必强求，现在，我有更
多时间用于学习和阅读，深更半夜醒来
时也不再觉得空虚、孤单。志同道合者
难寻，每个人都有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
权利。” （人民日报）

陆嘉怡的加拿大留学生涯是
从高二开始的，不到半个学期，天
性开朗的她便基本适应了留学生
活，还认识了不少本地朋友。在她
看来，想要融入当地生活，必须主
动迈出第一步。

刚到加拿大之时，陆嘉怡时常
会有听不懂老师授课内容的情况，
她便向坐在前桌的加拿大女孩爱丽
斯求教，得到了爱丽斯非常耐心的
讲解。相处中陆嘉怡发现，自己与

爱丽斯有许多共同话题，爱丽斯也
成了她在加拿大最好的朋友之一。

“在外留学，课堂是最容易交
到朋友的地方，因为许多课都会安
排小组作业，需要大家合作完成。”
在陆嘉怡看来，组内成员一起完成
课题、课下一起讨论，这正是与本
地同学交流的好机会，自然而然就
会结识不少新朋友，性格开朗的学
生在这种情况下更具优势。

当地朋友对学校情况更熟悉，

他们带着陆嘉怡了解学校，参加各
种活动，向她介绍本地习俗与文
化。与此同时，陆嘉怡也能施展自
身所长，她理科成绩很好，会主动
与加拿大同学一起复习、一起交流
问题、帮他们释疑解惑。

在陆嘉怡看来，交朋友并没有
什么“妙招”可言。“适当放开些，只
要敢开口说话，就能主动制造相互
认识的机会，交到志趣相投的朋
友。”

志同道合是“第一准则”

主动迈出第一步

“佛系交友”心态更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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