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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厅内，李子姜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辩论队赢得了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冠军，这也是新南威尔士

大学华语辩论社第一次获得该比赛的冠军。回想这 4年辩论路，李子姜说：“辩论永远是我的激情。”

一切始于热爱
“考大学那年看过一场悉尼

大学参加的华语辩论赛，很感兴

趣，希望读大学后可以进辩论

队。”在李子姜看来，接触并爱上

辩论的过程自然而然，但在她轻

描淡写的背后，是从大一到大四

的每一次投入。“辩论让我的大学

生活异常忙碌，为了一场比赛通

宵讨论是常有的事。但因为热爱，

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每一个刚接触辩论的“新人”

都有一段磨合期，李子姜也不例

外。她坦言，刚开始打辩论赛时，

紧张到话都说不出来。“我一开始

打的是二辩，这是一个需要灵敏

反应的辩位，两分钟的驳论我都

说不满。”不过参加的比赛多了，

就变得熟练了，“其实我准备得挺

充足，就是太紧张了。第一次打比

赛没什么经验，多打几场就老练

了。”李子姜说。

尽管新南威尔士大学华语辩

论社成立已久，但这还是第一次

在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上拿到冠

军，“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拿过冠

军，所以我加入辩论社之后，就想

着要赢一次。”李子姜说，“这次能

拿到冠军，我觉得是上天送我的

最好的毕业礼物，也了了我 4年

的心愿。”

在爸爸母校参加比赛
说起最难忘的比赛，李子姜

说，除了刚刚落幕的全澳大学华

语辩论赛之外，就是去年 10月参

加的于北京举办的国际大学生华

语辩论公开赛。

“该辩论赛在我爸爸的母校

中国政法大学举办，所以去之

前，我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激

动了。”李子姜介绍说，“国际大

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是国际赛

事，能在我爸的母校里比赛我很

满足，没想过赢比赛，但是没想

到 6场小组赛中，我们的辩论社

连赢 5场。”说着说着，李子姜就

激动起来，“我们小组赛碰到的

都是武汉大学这样的传统强队，

没想到居然能一路挺进，还拿到

季军，所有队员都特别激动。”

李子姜告诉笔者，国际大学

生华语辩论公开赛涉及的辩题大

多是政治、法律、政策、哲学等领

域的。“很多辩题是探讨案件背后

的道德伦理等，我对这些很是陌

生。”李子姜称，因为对法律领域

了解不够，所以每次讨论辩题都

要借助老师或者学长等“外援”，

“有一次我们就一个案子讨论了

一个通宵”。

李子姜认为，去年参加的这

场辩论赛算是目前为止她的辩论

生涯里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以前

碰到感兴趣的案子只能和我爸讨

论，这是第一次能在辩论场上讨

论案件，所以就算没拿到冠军，我

也很知足。”李子姜说。

所有激情给了辩论社
辩字双辛，论字一言。辩论场

上辩手们的唇枪舌剑、妙语连珠

都离不开平时的积累。谈及如何

培养辩论能力时，李子姜表示，知

识储备和反应能力是最重要的两

点。“因为很多辩题会涉及到关于

历史、政治、哲学甚至科学方面的

话题，所以首先要在平时注意知

识积累；其次要有较为灵敏的反

应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李子姜

说。

因为加入了辩论社，李子姜

非常忙碌。“最累的是筹备比

赛，为了筹备比赛，有时几乎要

熬上百次夜，审上百篇稿，有时

一周就睡几个小时。”李子姜

说。

“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

要为了一个社团的活动让自己这

么忙。”李子姜不少朋友都劝她放

弃辩论，她在开始参与时也问过

自己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后来便

不问了，因为能为了所热爱的事

付出，是一件特别幸运又幸福的

事。”

辩论对于李子姜来说，已经

不只是社团活动这么简单了。

“且不说它让我的思辨能力得

以提升，逻辑思维得到锻炼，

单说这个队伍，就寄托了我的

全部感情。”她说，“成绩是大

家一起奋斗出来的，我们一起

哭、一起笑，所有的激情都留

给了辩论社。”

毕业之后，李子姜的辩论生

涯或许就此结束，但记忆却会留

下。“辩论是我所热爱的、满腔热

血付出的梦想。我相信，即使在多

年后，我也能这么笃定。”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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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很美？

提到出国留学，“辛苦”是绕不开的词。在一些人的印象里，中国留学生常处于写论文、作文截止日期、适应语言环境的痛苦之中，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课业压力在承受范围内”
“网络上跟中国留学生相关

的报道常是苦和累，但我觉得还

好。所以每次看到类似新闻，就在

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假留学生’。”

许晓雨笑着调侃说。

许晓雨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每每谈到留学生活，她的语

调总是不经意地上扬。“可能因为

悉尼的活动很丰富、风景也很美、

世界各地的美食都能吃到，感觉

挺开心的。”

悉尼大学的课程安排灵活，

每门课在开学前都会出一份课程

大纲，里面包含这门课在该学期

的安排。“任课老师的联系方式、

上课时间、分数怎么评定、作业占

比等，列得很清楚。”许晓雨对这

样的课程安排很是满意，“开学前

拿到课程安排，就能明确地知道

自己该怎么规划。”

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

许晓雨也会为作业的“截止日期”

而感到头疼。不过，在她看来，是

自己的原因。“课程大纲已经写明

作业截止日期，剩下的就是自己

安排时间。 因为我比较拖沓，所

以才会积在最后连夜赶作业。”完

成作业，许晓雨也会和朋友一起

看电影、打游戏。

虽然许晓雨说得轻松，但这

不代表她没有课业压力。悉尼大

学对作业质量要求严格，对学生

来说，论文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

事，“我学的是数学专业，有很多

定理论证，资料又特别难找，写论

文几乎写到‘头秃’。”许晓雨说。

“学习本来就不轻松，但已经

习惯了。课业压力在我的承受范

围之内，合理安排就不会手忙脚

乱。”许晓雨认为，自己的留学生

活总体来说还算开心。

“充满艰辛又非常快乐”
魏语（化名）即将从英国肯特

大学毕业，回望几年留学时光，魏

语说“充满艰辛但又非常快乐”。

语言障碍是魏语初到英国时

面临的最大难关，“我在国内时感

觉自己英语还不错，但到英国后，

发现不能完全理解课堂上老师所

讲的内容，也不太明白所做题目

的要点。”为了练习语言，魏语参

加了不少社团，目的是增加和英

国学生交流的机会。

对魏语来说，学习压力很大。

“每天泡在图书馆，不停地看文

献、写论文。”到学期末时，魏语每

天的时间安排变成上课约四五个

小时，写论文约四五个小时。“时

间太紧了，而且老师要求很严格，

勉强通过我已经谢天谢地了。”魏

语说。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魏语在

经历了一次次的历练之后，体会

到了学习的乐趣。“最有满足感的

时候，是对比自己写的第一篇论

文，看到进步很快时的那种自豪

感让一切努力都变得值得。”魏语

说。

除了学业上的进步之外，生

活中的改变也让魏语惊喜万分，

她开玩笑说：“现在，我可以做出

牛肉面饭馆版，西红柿炒鸡蛋专

家版等。”

“其实回头看，虽然留学生活

比较辛苦，但只要度过了适应期就

没那么痛苦了。即使在国内读书，

学习压力也不会小。如果描述这种

状态，大概是累并快乐着。”魏语

说。

“辛苦之外也能找到乐趣”
“我觉得有些报道中所描述

的‘苦大仇深’的留学生活，应该

是夸大了负面情绪。”蒋哲远在美

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大

多数时间都花在做实验和写论文

上，“同学间流行一句改编诗‘洛

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实

验’。”

在蒋哲远的眼中，求学的日

子枯燥又周而复始，“每天都是吃

饭、实验、论文，感觉被推着往前

走，甚至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

累不累。”蒋哲远说，做实验最怕

的就是做到一半发现问题，然后

推翻重来，“习惯了一个实验从早

做到晚，最怕的是老师说不行，再

重新做一遍。”

相比于读本科，研究生的课

程安排不太紧张，但需要更多的

时间静心看材料、做实验、写研究

报告。“刚到学校那段时间最痛

苦，每天都被各种实验数据折磨，

而且还可能被老师骂。”蒋哲远记

得，当时临近春节，他请了一周假

回国过年，回美国那天在机场攥

着机票不想过安检，最后还是被

父亲劝说上了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哲远发现

了留学的乐趣，“会参加一些当地

的活动，感受到了美国朋友的友

好”。

蒋哲远认为，留学生活虽然辛

苦，但在辛苦之外也能找到乐趣，

“大部分辛苦和不适应，都发生在

刚到学校的适应期。适应之后，就

会感觉生活真是丰富多彩。”蒋哲

远说，“哪个学生不辛苦？相比于在

国内读书，我们还体验到了异国文

化。所以要多看一些积极的方面。”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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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姜于北京留影

许晓雨在演唱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