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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个朋友圈都快沸腾了。”

6 月 6 日下午，面对记者采访，温州肯

恩大学 2022 级传播学专业的蒋乐天

难掩激动，“非常受鼓舞。习主席在复

信中表示‘希望两国高校通过多种形

式加强交流合作，培养既了解中国也

熟知美国的青年使者，为促进中美友

好搭建更多桥梁’。而成为一名外交

官，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从小立志当外交官

“爷爷奶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也

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刚一见面，蒋

乐天就展现出自己“社牛”的一面，谈

起新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滔滔不绝，

还讲述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家里

每天雷打不动播放的一档电视节目就

是新闻联播。笑称自己是看着新闻联

播长大的蒋乐天，从小就养成了一个

习惯，哪怕学习再忙，每天也要抽出一

定时间了解国内外大事。

不少新闻镜头中，我国外交官的

智慧与应变能力让蒋乐天深感敬佩。

“如果有一天，我能像他们一样就好

了。”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份向往逐渐

升华为蒋乐天坚定的职业追求。

“我知道这很难，但我会为之不断

付出努力。”蒋乐天说。进入大学后，

蒋乐天深入研读传播理论、媒体研究、

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等课程，获得了

大一学年一等奖学金。这在温州肯恩

大学，只有排名前2%才有机会拿到。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需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尤其是交际方

面的能力。”在蒋乐天看来，温州肯恩

大学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锻炼平台。

学校里面不仅有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教师，还有许多来自美国等地

的交换生，堪称一个小型“国际社会”。

部分外教和来自美国的交换生成

为了蒋乐天的社交平台好友。“我经常

向他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分享去过

的地方、吃过的美食，为了锻炼自己的

英语交流能力，我经常找他们聊天。”

蒋乐天说，精通外语是外交官的基本

要求，除了学好英语外，他还选修了西

班牙语。蒋乐天的努力，给美国教授

亚历山大·塞杰拉尔茨留下深刻印

象。他评价蒋乐天：“非常好学上进，

热爱沟通交流。”

讲励志故事引来新生

蒋乐天对自己的要求，远不止此。

完成新一届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

大赛参赛作品、协助学校准备毕业典

礼、对接暑期实习单位⋯⋯连日来，尽

管期末考试刚结束不久，蒋乐天却并

没有放松下来。

蒋乐天目前担任着多个角色：校

团委公关部部长、校园广播站主持队

队长、学校招生大使，他与朋友一起参

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演讲比赛、模拟

联合国大赛⋯⋯采访时，尽管特意挑

了学校咖啡室的角落入座，但仍有眼

尖的同学和老师发现他并过来打招

呼。“各种活动参加多了，校内很多人

都认识我。”蒋乐天笑着说。

“我正是被蒋学长的介绍触动，所

以才填报了温州肯恩大学。”来自天津

的张亿芃告诉记者。去年，蒋乐天跟

随老师到天津介绍肯恩大学办学优势

和特点。“你们学校的交换政策是怎么

样的？”“孩子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可

以报考你们学校吗？”“你们学校学生

毕业后出路好吗？”面对台下的 70 多

名家长和学生抛来的各种疑问，蒋乐

天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讲起了身边的

励志故事，“部分同学高考成绩还不到

一本线，但进入肯恩大学后经过四年

努力学习，研究生被哈佛、耶鲁等世界

排名靠前的大学录取。”正是这些“弯

道超车”的故事，打动了张亿芃，让她

成为温州肯恩大学的一名学生。

要为中美交流作贡献

“我希望能把更多中国故事带到

美国。”谈起今年9月即将到美国肯恩

大学交换学习，蒋乐天充满期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语言的

魅力更是无穷无尽。”就在 6 月 5 日，

蒋乐天提交了浙江省第十二届大学生

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参赛作品。去年，

他在上一届比赛中获得了个人组省二

等奖的好成绩。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参加一些

朗诵或者主持活动，把我所热爱的中

国古典诗歌的美展现给美国人。同时

我还会分享中国的传统节日、美食、艺

术等，我相信，通过这些活动，我能让

更多美国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蒋乐天说。

如今，蒋乐天开始思考更多事情，

他开始着手谋划通过社交媒体等平

台，记录和分享自己的交换生生活，让

更多人了解两国文化的异同；将自己

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感反馈给

国内的亲友和同学，增进他们对美国

的了解；在遇到误解或偏见时，积极解

释和沟通，消除文化隔阂；在回国后，

继续保持与在美期间结识的朋友的联

系，维系这条友谊与理解的桥梁⋯⋯

“即便现在还只是一名大学生，我

也可以为中美交流作出一些贡献。”蒋

乐天表示。

9月将赴美国肯恩大学交换学习，温州肯恩大学大二学生蒋乐天——

想把更多中国故事带到美国
本报记者 戚祥浩

蒋乐天向高考学子发出来温州肯恩大学的邀请。 受访者供图

6月6日，记者联系上温州肯恩大

学传播学专业学生朱凯新时，他刚结

束忙碌的期末考试周，准备开启一场

海外游学。

去年到美国肯恩大学交流了半年

后，这个21岁的小伙子更想到世界各

地多看看。

“今天，我的朋友圈都被习主席的

复信刷屏了，不论是在温肯还是在美

肯的朋友，大家都很兴奋，也很自豪。”

朱凯新脸上带着笑容，向记者讲述了

自己的求学故事。

在这里和世界接轨

“小时候，我就跟着父母在世界各

地旅行。慢慢地，我开始计划去海外

进修，拓宽眼界和视野。”朱凯新说，

2021 年，他从海盐高级中学毕业，通

过“三位一体”进入温州肯恩大学传播

学专业就读。

这并非偶然，他看中的，是学校中

外合作办学包容开放的教学理念、国

际化的教学资源，和对学生个性化的

培养。

“如果你是酒吧老板，你会如何向

不喝酒的人推销”“怎么向盲人介绍黄

色”，朱凯新至今还记得英文面试时考

官的提问。两个问题勾勒出他对这所

学校的第一印象，“和我高中时接受的

教育模式不同，温肯更注重学生的思

维逻辑和思考能力，满足了我对大学

学习的期待。”这让他觉得好奇又惊

喜，填报志愿时，他坚定地把这所学校

放在了第一志愿。

回顾在校 3 年，朱凯新感到收获

颇多。“外教在课堂上很喜欢和学生互

动交流。”开学第一周，全英文和小班

化的教学模式让朱凯新觉得新鲜又

兴奋。

一直以来，温州肯恩大学的课

程设置与美国肯恩大学接轨，采用

国际原版教材，共享数据库和电子

资源。学校注重为不同的学生找到

不同的发展方向，学生除了修读专

业必修课外，还可以在不同专业中

选择选修课。

“即使是一个专业的同学，我们每

个人的课表也不一样。”过去的一个学

年里，朱凯新选修了艺术学、金融学、

数学等专业课。“现在是AI时代，作为

一名文科生，理科的专业课给了我跨

学科思维。”朱凯新希望，把跨学科知

识运用到专业课的学习中，做一些新

尝试。

在美国校园感受不同文化

“Start Here， Go Any-

where”，中文意思就是“在此启航，走

向世界”。这是温州肯恩大学的校训。

大三那年，朱凯新踏上了前往美

国交流的旅程。

他做出这个决定，源于 2023 年 3

月美国肯恩大学访问团的到访。那

时，担任校园学生大使的朱凯新陪同

访问团成员进行校园游览。交流时，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的

热情和亲切打动了他。“他非常关注

学生在校园的经历和体验感，不断询

问我们生活和学业上的问题。”朱凯

新回忆。

临别之际，拉蒙校长邀请朱凯新

和同学来美国肯恩大学，感受不同的

文化氛围。

几个月后，朱凯新坐上了前往纽约

的飞机。飞机一落地，中美两校国际学

习中心的老师们专程到机场接机。

“在美肯，我感受到了非常有趣的

课堂氛围，参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

流。”朱凯新说。

在美国的校园里，他结识了校报

的学生记者，对来交换的温肯学生进

行专访；专业课教授会邀请知名人士

作客，把课堂玩成了“名人堂”⋯⋯

令朱凯新更感惊喜的，还有和

Sondra（桑德拉）教授的相遇。在温

肯上学期间，他就选修过桑德拉开设

的专业课线上课程。彼时，他们远隔

重洋，用一方屏幕探讨彼此对学科的

见解。那一刻，当朱凯新坐在美国课

堂，与教授面对面交流时，他说:“就像

是老朋友见面，让我在异国他乡也不

感到陌生。感恩节那天，教授还热情

邀请我去家中作客，和她的亲人朋友

们欢度节日。”

未来要去更大的世界看看

去往美国前，朱凯新特意在行

李箱里塞满了中国的“土特产”：大

白兔奶糖、熊猫玩偶等等。他说，迫

切期待着向美国的同学们讲述中国

故 事 ，为 搭 建 中 美 友 好 桥 梁 贡 献

力量。

不负期待，这些充满中国元素的

物件，成为了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

学们之间交流的纽带。“我的很多外国

同学都对中国文化感到好奇，也想来

中国看看。”

如今，回忆起这些故事，朱凯新仍

很是感慨，“这是一段段跨越太平洋的

友谊，到现在我们依然保持着友好的

联系。”

今年 9 月，朱凯新在美国结识的

好朋友 Nyla（中文名为贾煜月）将来

温州肯恩大学学习。提起这个，他

的语气逐渐兴奋：“我很期待这位不

同 肤 色 、不 同 语 言 的 好 朋 友 的 到

来。”

“当然要去更大的世界看看。”采

访时，当记者询问他对未来的计划时，

朱凯新如此回答。他说，在温肯的学

习经历和在美肯的交流经历，都让他

有了更多勇气和信心，去迎接来自广

阔世界的挑战。

温州肯恩大学大三学生朱凯新——

从这里启航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实习生 牟书瑶

文件翻阅的哗哗声、键盘打

字的哒哒声，以及电脑风扇的嗡

嗡声，在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上海办公室律师陈风雅的办公

室 中 ，繁 忙 的 声 音 交 织 在 一

块儿。

12 年前，陈风雅作为温州肯

恩大学第一届学生时，“速度”与

“勇气”便是弥散在师生之中普遍

的精神面貌：

从一片建设工地，到如今一

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开放型大学

校园初具规模；从首批 204 名本

科学生，到目前共有本硕博学生

约4500人⋯⋯

“习近平主席表示，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温州肯恩大学办学成

果显著，已经成为中美教育合作

的标志性项目，令人高兴。身为

校友，我与有荣焉。”她说。

老师写中文“谢
谢”赠予学生

陈风雅与其他第一届的学生

一样，有个共同的绰号——Pio-

neers（先行者）。

何谓先行？彼时，温州肯恩

大学还未正式建校，只有轰鸣的

大型机械设备陆续进场，前景究

竟如何，这在家长和学生心中还

是个问号。

“开学第一课，老师给我们

讲述了一个暖心故事：2006 年，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出席

了温州大学和美国肯恩大学合

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的签字仪

式。”陈风雅说，后来更多细节

在校史馆中呈现，让学生们充满

了信心。

2012 年，因校舍不足，同学

们在温州大学借读，六七间小小

的教室成为她对学校最初的印

象。2013 年，校园内树起数栋大

楼。2014年，温州肯恩大学正式

设校。

虽然本科专业是会计学，但

在校四年，温州肯恩大学独特的

教学管理体系，让陈风雅接受了

大量的人文学科通识教育，涉及

英语文学、世界政治与历史、道德

与哲学等人文基础学科的必修、

选修课程。

来自世界各地、教育背景迥

异、个性鲜明的老师们，给她留下

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的老师倡

导苏格拉底式提问，不断刨根问

底，直至深入事物本质；有的老师

对学生关怀备至，有着难能可贵

的赤子之心。

“这是一群能‘玩’得到一起

的人。”她这么形容。被学生们爱

称为“小王子”的John Prince教

授，是一位人生经历丰富、广受学

生喜爱的商法课老师。在商法课

的最后一课，他挥洒毛笔在白纸

上书写了中文“谢谢”二字，赠予

学生留念。这种真挚的感情，让

师生之间拥有了“一堂独特的结

课仪式”。

跳出舒适圈往前走

在 温 州 肯 恩 大 学 ，“Start

Here, Go Anywhere”（在此启

航，走向世界）的校训在校园内随

处可见，一位位学子对此谙熟

于心。

在陈风雅的微信朋友圈有一

段202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北

京 大 学 国 际 法 学 院 创 院 院 长

Jeffery Lehman 的致辞：“⋯⋯

愿你们时常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更好地领会到生活的丰富多彩。”

从会计学到法学，从温州肯

恩大学到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尽管专业不同、地域不同，认准了

一件事，陈风雅便跳出舒适圈往

前走。

这是同样充实的四年：同侪

之间畅所欲言，学科的交流可以

发生在校园的任何角落，可以随

时加入随时离开，而话题却一直

延续。“除了讨论职业发展和个人

生活，大家会更关注公共话题，我

们通过漫谈相互交换意见，有时

甚至会为了争论一个观点，在吃

饭时展开辩论。”点点滴滴的经

历，让她仿佛又回到了在温州时

那种忙碌又快活的日子。

陈风雅的故事，给了师弟师

妹们极大的鼓舞。温州肯恩大学

第二届学生张子恒同样报考了北

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如今已是一名出色的法官助理。

他说，陈风雅的选择，帮助自己的

职业生涯打开了一扇窗。

探索外在，同时
探寻自身

“法律人”，这一称呼对于如

今的陈风雅而言，意味着专业、高

效、果断。

尽管有时为法律思索至深

夜，她总能找到工作与生活间微

妙的平衡点：在白纸上列一张事

务清单，更能在芜杂的思考中，找

到一个破题的支点；难得的休息

时光，一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运动

必不可少。

在就读温州肯恩大学的日子

里，在繁忙的学校生活之余，陈风

雅不时抽时间去做志愿者，或者

给自己制定一场特殊的 City-

walk。

在陈风雅的世界里，法律是

她的职业，更是一种思考模式。

但世界并非教科书，而是一本有

着丰富内容的百科全书。从温州

肯恩大学出发，她探索着外在的

一切，同时向自身探寻。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好奇地

问：“如果要给 12 年前刚入校的

自己写一封信，你会写什么？”她

笑着写下这么一句：“愿你筑起通

往星辰的梯子，攀登每一个阶

梯。”

温州肯恩大学优秀毕业生陈风雅——

攀登每一个阶梯
本报记者 何冬健

朱凯新（左一）和Nyla（左二）等同学在美国合影。 受访者供图

John Prince教授（右）书写中文“谢谢”二字送予陈风雅留念。 受访者供图

不负深情厚望 搭建更多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