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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戈

2015 年，我来到德国亚琛，开始了留

学生活。那年，我从国内的母校毕业，放弃

保研机会，一门心思扑在赴德留学的申请

上，一方面有着想要“换一种环境”，体验一

下异国生活的想法，另一方面也与我就读

的机械工程专业有关。其实，从高中时代开

始，立志工科的我，就对传说中的“德国制

造”心怀向往。后来，我在大学很欣赏的一

位老师也是留德“海归”，更加坚定了我的

留学意向。

老实讲，现在回头看去，当时的我只有

本科知识，对本专业的认识充其量是半通

不通，对留学与德国也抱着不少天真的想

象。不过，正是在开始留学之后，我才更加

清楚、直观地认识到了中国与德国、中国与

世界在本专业领域的相对差距，在学习更

高层次知识的同时，在脑海中建立起了中、

德两国制造业的“全景图”，从而有了所谓

“平视世界”的感受。

什么是平视？当然就是既不仰视、也

不俯视。举例来说，中学时代对“德国制

造”狂热崇拜的我，大概就处于“仰视”

状态，而我大学认识的某些同学，坚信中

国 制 造 业 已 然 成 为 “ 发 达 国 家 粉 碎 机 ”，

对欧美制造业不屑一顾，则多少有些“俯

视 ” 的 成 分 。 在 我 的 理 解 中 ，“ 平 视 世

界”意味着既能正视别国的长处，从中学

习进步，也能找到自己国家的优势，避免

踩进别人已经踩过的“坑”。关于这个理

解，我不好说是否适用于其他领域，但至

少在我的专业领域中，这种视角给了我不

少帮助。

初 到 亚 琛 那 段 时 间 ， 我 是 有 些 “ 幻

灭”的。可能因为我之前对“德国制造”

的滤镜太重，当我在超市里买到和“中国

制造”区别不大的小五金产品，或是发现

宿舍的电器时不时也会出现故障时，都会

生出几分“不过如此”的感慨。相比于这

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学校的教育方式更让

有些困惑——困惑不是因为和国内差别太

大，恰恰相反，我发现在德国读硕士，“应试

教育”的成分一点不比国内少。整个硕士阶

段，我的生活主要就是一门一门的课，以及

接踵而至的高难度考试。对此，我的一个中

国同学还编了个顺口溜揶揄：“德国大学生

活好，年年期末像高考。”

这 段 经 历 让 我 意 识 到 了 两 件 事 ： 第

一，“德国制造”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

话”，其优势程度在不同细分类目中有高

有低，中国在不少产品上都有追赶和超越

的机会；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大学教

育方式，并不像许多人 （比如我） 想象中

那么不同，以课程和考试为核心的人才培

养模式未必“落后”，反而可能是给学生

筑牢基础的必由之路。

两年的硕士课程很快过去，我也顺利

申请到了本校的博士名额。当时，可以说

我正处于人生自信水平的巅峰，既认为自

己已经对机械工程这门学科融会贯通，一

只脚已经踏入了“行业精英”的圈层，同

时也觉得德国工科不过尔尔，顶多是基本

功打得扎实一些。但是，后来我才明白：

我硕士毕业时的自信，和我本科毕业时的

天真并没有多少差别。

只有在完成本硕阶段的基本学习后，

以博士身份深入特定领域开展研究，才能

真正对学科的核心技术和前沿动态有深刻

的理解，进而看到德国的机械制造究竟强

在哪里，思考中国应该从哪里发力加以赶

超。读博期间，我得以深入到德国高精尖

水平的工厂中，看到了最新研究成果如何

与 一 丝 不 苟 的 管 理 相 结 合 ， 转 化 为 高 效

率、高质量的产能。与此同时，我也阅读

了 不 少 与 国 内 制 造 业 现 状 相 关 的 一 手 文

献，对“中国制造”能从“德国制造”中

学到什么有了独立的思考。

如今，我离博士毕业已经不远，我最大

的愿望，就是带着自己学到的知识和研究

成果回到国内，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在

逐渐将视角调适至“平视”的过程中，我增

进了自己的视野和见识，也坚定了回国发

展、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决心。

回顾自己“视角”变化的过程，我意识

到一件事：对其他国家的某个领域有深入、

清晰、全面的了解，是真正做到“平视”的重

要前提之一。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德国学习

机械工程，对其人才培养、学术前沿、产学

结合有了直观认识，仅凭对德国制造业“囫

囵吞枣”般的印象，我不可能真正看透该领

域的中外差距，这样一来，“平视”也就成了

空泛的口号。我想，这个道理应该也适用于

其他领域，毕竟，只有首先做到了解世界，

“平视世界”才有其意义。

一个海外留学生的经历：

放下偏见了解世界 才能平视它

□ 一 格

最近这些年，有一个现象正在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注意，那就是中国年轻一
代，正在更加自信、开放地与外部世界
打交道。不盲从、不轻信、不自卑，他
们懂得倾听也能够坚持。他们看待世界
的视角在改变，不傲然自负，也不盲目
崇外，而是坦然平视。

从个人视角来看，平视，首先是来
自生活经验中所获得的自信。作为一个
崛起大国的青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国的年轻人不仅是全球最大经济奇迹
的受益者，也是这个奇迹的见证者和参
与者。40 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
济带来迅猛发展，也让年轻人有了更多
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世界对他
们而言，不再是遥远的模糊影像，而是
可比较、可感知、可触摸的现实存在。
他们在一个日渐强大的国家里成长，他
们观察着世界的变化，也在悄然对比中
感受中国力量。不管是国家发展的宏观
数据，还是关乎个人生活的 5G 建设、
电商创业、助农扶贫，都让这一代青年
从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中，分享大国崛
起的自信和骄傲。

从宏大视角来看，平视的背后蕴藏
着全球格局乃至历史格局的重大变化。
平视从本质上来讲，是中国在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中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调整。自
晚清末年以来，由于落后挨打，中国从
世界的引领者沦为被西方霸凌的积贫积
弱的受害者。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在硬实力的较量上，中国被
打败了。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
战争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中国从具有
天下意义的全球大国，沦为被西方国家
实力决定的边缘国家。中国对于周边地
区、周边安全的影响，被日俄英法美等
国家篡夺。

其二，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被矮
化了。中国从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沦为
西方文明的学习者，不管是在制度还是
在价值观上，中国都成为被规训的对
象。一个被压迫被规训的对象，是不可
能以平视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因为它不
仅缺乏物质上的硬实力，而且也在精神
上缺乏信念与信心。

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局面才得
到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随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并逐步强
起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随之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一方面，在硬实力上，中国
有实力顶住任何霸权国家的讹诈；另一
方面，在制度上、文化上，中国有了更
多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中国不再是
以前那个被规训的落后国家，而是一个
充满了自信，并愿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
案的负责任的大国。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青年的平视，
绝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复兴而产生的与长
期领先的西方社会的实力的平等。它更
体现为面对相对落后国家与社会时，在
国与国交往上的平等与尊重。仁是中华
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在中国的文化里，
天下大同是一种信念，中国人不搞国强
必霸的丛林逻辑。我们的强大，让我们
不必在乎那些叫嚷着实力外交的国家的
讹诈；我们的文明，让我们从心里厌
恶那一套将自己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新
殖民主义。平视绝不仅仅是一种不接
受威胁、不接受霸凌的实力，更是推
己及人、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文明
秩序。中国青年对世界的平视，反映
在一带一路上，是中国与其他友好国
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反映在诸如气候问
题等全球议题上，是中国社会的责任担
当，这是五千年文脉不断带给我们的责
任感和道德感。

最重要的是，今天中国青年的平
视，不仅仅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且
面对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
口。在历史的关口，不迷茫、不彷徨，
仅仅靠物质上的强大是不够的，美国在
最富裕的时代，恰恰催生了“垮掉的一
代”。面对历史的这份定力，离不开初
心，更离不开信念。年轻一代在历史转
折点的平视背后，是对中国梦的信念，
是牢记使命的担当。

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到了平视的一
代手里，在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国的年
轻人会给人类留下怎样的印记，真的让
人期待。

平视的背后是
大时代的转折与激荡

□ 陈 一 李小倩 周 珊

射 击 运 动 员 杨 倩 的 珍 珠 美 甲 、 小

黄 鸭 发 夹 和 “ 可 可 爱 爱 ” 的 比 心 ； 体

操 队 小 将 管 晨 辰 在 平 衡 木 上 “ 袋 鼠

摇”，优雅又不失调皮；在半决赛打破

亚 洲 纪 录 后 ， 田 径 运 动 员 苏 炳 添 忘 情

怒吼⋯⋯

很 多 人 都 发 现 ， 东 京 奥 运 会 期

间 ， 中 国 运 动 员 的 形 象 比 以 往 更 加 鲜

亮、生动而充满个性。这些 90 后、00
后 的 年 轻 人 们 目 光 温 和 、 澄 澈 ， 眼 神

中 带 着 坚 毅 、 自 信 。 而 他 们 在 赛 场 上

的 竞 技 姿 态 和 比 赛 之 余 的 个 性 表 达 ，

也 是 如 此 多 元 ， 如 此 吸 引 人 眼 球 。 他

们，其实是中国新一代青年的代表。

“70 后 、 80 后 、 90 后 、 00 后 ， 他

们 走 出 去 看 世 界 之 前 ， 中 国 已 经 可 以

平 视 这 个 世 界 了 ⋯⋯ 现 在 这 一 代 年 轻

人 ， 也 在 变 化 之 中 ， 他 们 的 心 态 、 思

想 也 在 改 变 ”。 无 论 是 赛 场 上 的 选 手、

还 是 屏 幕 前 观 赛 的 年 轻 人 ， 各 行 各 业

的 中 国 青 年 正 在 用 自 己 的 行 动 方 式 和

话语体系，坚定而自信地平视世界。

国 力 强 盛 、 生 逢 盛 世 ， 是 今 日 中

国 青 年 平 视 世 界 的 底 气 所 在 。 在 东 京

奥 运 会 上 ， 苏 炳 添 打 破 亚 洲 纪 录 的 动

人 时 刻 ， 让 不 少 人 联 想 到 “ 中 国 奥 运

第 一 人 ” 刘 长 春 1932 年 的 奥 运 之 旅 。

当 时 ， 中 国 积 贫 积 弱 ， 除 了 同 行 教 练

外 ， 刘 长 春 再 无 帮 助 ， 从 饮 食 起 居 到

装 备 训 练 ， 都 要 自 己 解 决 。 最 终 ， 多

日 颠 簸 、 没 有 时 间 恢 复 体 力 的 刘 长 春

成 绩 仅 为 小 组 最 后 一 名 ， 遗 憾 告 别 了

奥运会。

斗 转 星 移 、 换 了 人 间 。 今 天 的 中

国 人 ， 早 已 没 有 了 彼 时 的 落 寞 和 窘

迫 。 中 国 人 不 仅 在 奥 运 赛 场 上 摘 金 夺

银 ， 在 多 个 高 科 技 领 域 也 从 “ 跟 跑 ”

转为“领跑”。此外，脱贫攻坚的全面

胜 利 、 疫 情 防 控 的 中 国 方 案 、 社 会 治

理 的 中 国 样 板 等 ， 都 让 人 切 切 实 实 看

到 了 中 国 力 量 。 在 中 华 民 族 的 涅 槃 巨

变 中 ， 青 年 一 代 也 从 “ 开 眼 看 世 界 ”

的 意 识 觉 醒 ， 一 步 步 砥 砺 前 行 ， 发 展

为如今自信从容地“平视世界”。

奋 斗 拼 搏 ， 强 国 有 我 ， 平 视 世 界

要 讲 正 气 。 金 牌 是 拼 出 来 的 ， 事 业 是

干 出 来 的 ， 青 年 一 代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不

含 糊 、 没 商 量 。21 岁 的 杨 倩 初 次 亮 相

奥 运 赛 场 就 拿 下 首 金 、16 岁 的 管 晨 辰

以 世 界 级 的 高 难 度 动 作 获 得 平 衡 木 第

一、14 岁的全红婵以“5 跳 3 满分”的

成 绩 一 鸣 惊 人 。 比 赛 之 余 ， 比 心 、 袋

鼠 摇 等 “ 萌 萌 哒 ” 的 庆 祝 手 势 ， 与 外

国 选 手 击 肘 致 意 、 用 英 语 互 相 问 候 等

细节也展现出中国青年的“国际范”。

更 难 能 可 贵 的 是 ， 屏 幕 前 观 赛 的

年 轻 人 也 在 平 视 世 界 。 面 对 乒 乓 球 混

双 、 女 排 等 优 势 项 目 的 惜 败 ， 舆 论 场

中 “ 唯 金 牌 ”“ 唯 成 绩 ” 的 论 调 走 衰 ，

“ 喝 倒 彩 ”“ 强 拉 踩 ” 的 声 音 消 缓 。 相

反，“输了一起扛”成为青年话语体系

中的主旋律。

青 年 的 群 体 心 态 和 集 体 意 识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代 表 了 国 民 的 状 态 和 国 家

的 未 来 。 当 我 们 甩 掉 了 “ 东 亚 病 夫 ”

的 帽 子 之 后 ， 既 看 重 金 牌 又 不 “ 以 金

牌 论 英 雄 ”， 既 重 视 比 赛 又 享 受 比 赛 ，

体 现 出 的 是 更 加 自 信 、 平 和 的 态 度 和

更加包容、开放的理念。

全 球 视 野 ， 中 国 表 达 ， 平 视 世 界

须 有 锐 气 。 作 为 真 正 的 “ 网 络 原 住

民 ” 和 中 国 的 新 生 代 ， 当 代 青 年 正 以

个 性 化 的 锐 气 点 染 自 己 的 文 化 底 色 ，

构 筑 出 独 特 的 话 语 体 系 ， 让 全 球 化 语

境 下 的 中 国 形 象 更 加 丰 富 多 彩 、 可 亲

可 爱 。 在 各 类 网 络 平 台 上 ， 青 年 一 代

正 在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进 行 文 化 传 播 ， 让

中华文明“破壁出圈”，与世界进行全

方位、多领域的对话。

从 笔 墨 纸 砚 到 养 蚕 缫 丝 ， 从 “ 东

方 树 叶 ” 到 “ 煮 海 为 盐 ”， 90 后 的 李

子 柒 以 充 满 烟 火 气 和 田 园 风 的 短 视

频 ， 向 世 界 展 示 中 国 文 化 。 今 年 年

初 ，22 岁 的 数 码 博 主 “ 老 师 好 我 叫 何

同学”与苹果公司 CEO 远程连线，使

中 国 青 年 对 人 文 、 社 会 的 思 考 在 交 流

对 话 中 沿 着 网 线 ， 传 到 海 外 。 事 实 证

明 ， 拥 有 无 限 机 遇 的 “ 平 视 世 界 ” 一

代 ， 也 正 在 用 自 己 的 力 量 ， 创 造 着 无

限可能。

不 仅 在 体 育 、 文 艺 领 域 “ 平 视 世

界 ”， 面 对 “ 新 疆 棉 被 污 名 化 ”“ 新 冠

病 毒 溯 源 阴 谋 论 ” 等 大 是 大 非 的 问

题 ， 青 年 一 代 不 做 “ 事 不 关 己 、 高 高

挂 起 ” 的 看 客 ， 不 做 躲 在 “ 马 甲 ” 背

后 的 匿 名 泄 愤 者 。 越 来 越 多 的 青 年 人

理 性 发 声 ， 凝 聚 力 量 ， 用 微 时 评 、 微

漫 画 、Vlog 等 形 式 呈 现 事 实 、 戳 破 谎

言、揭露真相。

西 方 哲 人 说 “ 处 世 之 道 应 该 是 ，

不 要 爬 上 山 顶 去 ， 也 不 要 站 在 山 脚 ，

从半高处去看，这个世界真美好”，中

国 古 话 讲 “ 择 高 处 立 ， 就 平 处 坐 ， 向

宽 处 行 ”， 其 中 蕴 含 的 道 理 有 相 通 之

处 。 今 日 之 中 国 ， 正 以 坚 毅 的 步 伐 砥

砺 前 行 ； 今 日 中 国 之 青 年 ， 正 以 “ 平

视”为姿，与世界比肩，面向未来。

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角度变了

□ 王钟的

东京奥运会上，当中国女排以 3 比 0
的成绩战胜阿根廷队、失去出线机会时，

赛 场 突 然 响 起 了 歌 曲 《阳 光 总 在 风 雨

后》。这是一场在日本举办的比赛，为何

播放起中国歌？歌曲又为何如此贴近当时

的气氛？原来，是一名在东京奥运会体育

展 示 团 队 担 任 现 场 解 说 工 作 的 中 国 年 轻

人 ， 说 服 导 演 和 音 乐 DJ 播 放 了 这 首 歌

曲。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比赛中，他时常用

中国歌曲鼓励运动员，几乎以一人之力成

为编外的“啦啦队”。

放在本世纪初或者更早的时间，很难

想象有中国人作为当地工作团队成员参与

奥运会这样的重大国际活动。随着更多细

节被报道，人们得以知晓这位 80 后早年

在日本留学，随后在日本工作和生活。业

余从事比赛解说员工作，是他多年以来的

爱好和习惯。为了参加奥运会解说，他顶

着压力才请到了两星期的年假。帮助音乐

DJ 挑 选 中 国 歌 曲 ， 是 他 义 务 揽 下 的 活

儿，而与团队同事建立的良好友谊，则是

用音乐为中国队加油的前提。

奥运会赛场的这段插曲，生动地反映

了国际交往“你中我有，我中有你”的新

格 局 。 没 有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对 外 交 往 的 开

放，中国人不可能如此频繁地走出去，在

异国他乡寻找向往的生活；也正是建立在

走出去的基础上，广大海外同胞才能用个

人 化 的 方 式 表 达 中 国 立 场 、 传 播 中 国 声

音，在不同领域为祖国加油助威。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胸怀开放的年

轻人，对于国家荣誉的开放性态度——这

并不是说他们不在乎国家荣誉，而是不再

简单地将荣誉等同于一时成败。在本届东

京奥运会上，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显著。人

们在为夺金者加油呐喊的同时，也为获得

银牌、铜牌，甚至为未取得奖牌的运动员

感到骄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仅关心

运动本身，更能把运动精神投射到日常生

活中，找到激励自我奋进的力量。在他们

身上，很少看到对失败的讳莫如深，而充

满了对自身优劣势的坦诚认识。

一张经典的老照片这样记录着历史：

1993 年 9 月 23 日 ，2000 年 奥 运 会 举 办 权

的最终结果宣布时，北京以两票之差落后

于悉尼，电视直播大厅的人们黯然神伤。

这一夜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许多中国体育

人不愿触及的记忆。而现在，随着北京相

继 取 得 夏 季 奥 运 会 和 冬 季 奥 运 会 的 举 办

权，人们谈论起这段失败的往事也更加自

然，更加客观。

“由于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我们的知

识在增长”，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

著作《猜想与反驳》中如此评价科学知识的

增长过程。其实，不仅科学如此，人类社会

每一个领域的发展都是这样。如今，平视世

界的中国人，对成功和失败表现出更加开

放的心态。更多人意识到，失败本身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始终无法从中走出来，缺乏承

认失败的坦率和对错误的认真反省。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在取得傲人成

绩 的 同 时 ， 也 并 非 总 是 一 帆 风 顺 。 2020
年上半年，中国航天发射连续两次失利。

对此，载人航天办公室在发布会上正面回

应 发 射 失 败 情 况 ， 承 认 航 天 事 业 的 高 风

险， 很 多 网 友 也 在 留 言 中 “ 花 式 表 白 ”，

表示“任何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初中生还给科研人员

写信分析发射失利原因，长征七号总设计

师和总指挥给这位孩子回信，赞许其“分

析推理很有逻辑，见解也很独特”，鼓励

他长大后为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两封信的良性互动，不仅显示了当代

科研工作者实事求是、勇于攻坚克难的诚

恳态度，也让人看到下一代面对挫折的态

度。尽管对于复杂航天问题，这位初中生

的分析还不够成熟、到位，但这并没有关

系，重要的是他对待航天发射失利并没有

诉诸情绪，而是努力在认知能力范围作一

番理性表达。这封初中生的来信，表达了

下一代平视世界的态度与立场，彰显了未

来我们平视世界的底气。

在我们面向星辰大海的征程上，难免

有“夺不了的冠军”“飞不起来的火箭”，

谁也不能保证成为“永远的第一”。对于

失败和错误，坦然面对、吸取教训，才是

更成熟的态度。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向

优秀的对手表达敬意，也是平视世界的应

有姿态。正像那位在东京奥运会上担任解

说员的中国年轻人所做的那样，向世界展

现开放胸怀，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求同存

异，世界也终究会为你打开。

展现开放心态 世界也会为你打开

图片来源均为视觉中国

作为真正的“网络原住民”和中国的新生代，当代青年正以个性化的锐气点染自己的文化底
色，构筑出独特的话语体系，让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更加丰富多彩、可亲可爱。在各类网络平
台上，青年一代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让中华文明“破壁出圈”，与世界进行全方位、
多领域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