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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模范中学学生观看夜光杯展板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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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和3日，访沪的日本大学

生先后前往百度Apollo无人驾驶中心、

美团公司和上海越剧院，既感受中国科

技的强劲脉动，以及科技给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带来的变革与便捷，同时也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无人驾驶汽车 好稳！
“上车啦！”关于无人驾驶技术的报

道铺天盖地，但对于这群日本大学生而

言，乘坐无人驾驶汽车还是第一次。搓

着手、排着队，学生们跃跃欲试。

“感觉比想象中还要平稳呢！”来自

中央大学的濑上茉莉花看着前方的路

况感叹，询问无人驾驶技术在中国的普

及情况。当得知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

在一些地方上路时，她露出一副不可思

议的表情：“哇，真的吗？在日本，我还

没有听说无人驾驶汽车真正上路呢。”

的确，无人驾驶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速度令许多人感到惊讶。2013年，百

度启动无人驾驶汽车项目，仅仅是8年

后就发布了彻底解放人类双手双脚和

大脑，能够分析用户潜在需求、主动提

供服务，甚至具备自我学习和升级能力

的L5汽车机器人。如今，中国一些城

市已能看到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身影。

“我喜欢驾驶的感觉，现在会优先

考虑自己开车。”话虽如此，来自中央大

学的长谷川绫依然十分期待无人驾驶

的应用，“如果以后我变懒了，厌倦开车

了，肯定会使用无人驾驶技术。”

无人机来送餐 好快！
微信扫一扫，确认定位在黄兴

公园，日本大学生早川公晴下单了一杯

喜欢的奶茶。很快手机上显示“无人机

取货员取货中”。仅仅17分钟，一架无

人机就出现在公园上空，引来了学生们

的欢呼。等手机屏幕上显示“商品已送

达”，输入手机后4位数字，早川从一旁

的取餐柜取出了装有奶茶的纸箱。

在中国留学的早川常用美团软件

点外卖，但由无人机外卖员送货还是第

一次。“很快，不会受交通堵塞的影响，

可以确保在食物最美味的状况下送

达。”当得知在长城旅游时，也能通过手

机下单，接收到第四代美团无人机配送

的外卖，早川惊呼：“哦？这么方便吗？”

令日本学生惊叹的是，这架看起来

不算小的美团无人机自重仅7千克。在

杨浦区的美团综合指挥中心，两名日本

女生轻松地抬起了用于展示的无人机：

“哦！特别轻！比想象中要轻得多！”

感受科技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完

美结合，给日本学生不仅是震撼，还有

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中国戏曲艺术 好美！
在越剧院排练厅，上海越剧院院长

吴巍、越剧推广人沈歆雯的一番介绍打

开了年轻人的好奇心。随着古典音乐

响起，越剧演员俞景岚、郭茜云表演了

《红楼梦 ·读西厢》片段。现场最大的惊

喜，莫过于日本女学生前岛里菜的惊艳

蜕变。化妆前，她是一个高挑秀气的女

学生。但1个多小时后，她却变成了英

气逼人的梁山伯，惊呆了台下的同学

们：“太惊艳了吧！”

平日里，前岛里菜也会化妆，但这

次的装扮让她觉得非常新奇。不过当

她想要学着演员甩水袖的时候，却发现

身体僵硬起来。“真是一件很难的事。”

作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越剧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也能担

任重要角色。这次拜访上海越剧院引

发了日本学生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兴趣。

本次“百名日本大学生看中国 ·上

海站”活动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主办，新

民晚报社与日本东方新报共同承办，并

得到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上海报

业集团的大力支持。

本报记者 齐旭 实习生 张婧 张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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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在上海市南洋模

范中学音乐厅，一个柔和的声音

缓缓讲述；台下500余名高中生

听得入迷——

云南腾冲小小的乡村图书馆

里，竟保存着抗战时期的《新民

报》（《新民晚报》前身）。原来，

当时腾冲所在的茶马古道是上

海商品运送到东南亚的唯一路

径。远隔千里的两座城，就这样

有了奇妙的关联。

130多年前的上海黄浦公

园，承受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屈辱；不远处，一座“华人公园”

建成，当时的上海道台聂缉梁赠

予牌匾，上书“寰海联欢”四个大

字。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行，世

界各国相聚一起，曾经的遥想变

成现实，历史仿佛有了回声……

为“05后”少年讲故事的，是

“50后”女作家、导演、上海文史

馆馆员陈丹燕。尽管年龄不同，

但对世界的好奇一致。新学期伊

始，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

市教委指导，新民晚报社主办的

“夜光杯”校园行活动来到南模中

学。“先要观世界，方有世界观”，

围绕这一主题，陈丹燕温柔开讲。

独立探寻 建立世界观

“世界观对一个人最重要的

作用，并不是形成你对世界的评

价，而是让你比较容易知道，做怎

样的事情，会让自己感到快乐。”

陈丹燕说。

无论是作为一名旅行文学作

家，还是作为一个女儿的母亲，她

都非常想和青春期的孩子们分享

自己的生活经验，探讨如何追求

充实又有意义的人生。

“世界观是要自己去寻找的，

没有人可以取代。”陈丹燕话音刚

落，一些学生点起了头。

她坦言，自己和女儿就是完

全不同的人。夫妻俩都从事文字

工作，家中最多的也是书。但是，

女儿并没有太大兴趣。她也曾无

法理解，这是为什么？直到她发

现，女儿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思

维方式。比如，旅行归来，她喜欢

用文字去记录和表达；女儿更倾

向于用拼贴、绘画的方式去完成

旅行日记，显然更擅长“图像思

维”。陈丹燕说，由此，她意识到，

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看待世界和

理解世界的途径并不一样。理解

彼此，有时并不容易。“如果要说

服父母，请学会讲出理由，而不是

不讲理地大吵大闹。”

不仅要看 更要能“看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陈丹

燕始终致力于书写上海故事，用

细腻的笔触描摹上海独有的气

质，追寻着上海的城市精神。

“同学们现在经常参加一些

研学，如果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全

都忘记了看到些什么，又何谈了

解这个地方呢？”陈丹燕提醒大

家，不仅要看，更要学会“看见”，

如同英语中的“watch”和“see”的

区别。

她说，自己从小在如今的衡

复风貌保护区，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梧桐区”长大。漫步欧洲街

头，看到家旁边熟悉的西班牙式

住宅，在当地屡见不鲜；看到法国

女孩也玩着一模一样的“跳房子”

游戏时，她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些

房子，连同孩童的欢笑，都是“海

纳百川”具象的写照。而这是上

海最独特的地方。

“要学会总结看到了什么，才

能慢慢建立世界观。当你看得

越多，就会变得成熟和聪明，才

会在生活一旦发生变化时，变得

坚强。”在陈丹燕看来，世界远不

只是公式和考题。比如学数学

在于培养一种思维逻辑，也是在

培育一种发现美的能力——在

旅途中，陈丹燕发现随着日升日

落，古老的阿拉伯式窗格映在地

上的影子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充满几何美感。问题在于，你能

“看见”吗？

褪去幼稚 但保持童心

陈丹燕笑言，在她看来，骂人

最“狠”的一句话是，“你都那么老

了，为什么还那么幼稚？”

这让高中生们陷入思考。“请

问老师，很多人说要永葆童心，那

么您觉得，童心和幼稚有什么区

别呢？”互动环节，有学生直接抛

出了心中困惑。

思忖片刻，陈丹燕给出了自

己的理解：“童心是你经历过待人

接物，但是还保持初心和纯真；幼

稚是没有代入思考，不考虑别人

的感受和反应。”她说，人的一生

有顺境，有逆境，请提醒自己保持

善良，并找到那些和自己三观相

符、真正的朋友。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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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百名日本大学生穿梭于上海的
大街小巷，参加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主办、
新民晚报社与日本东方新报共同承办的“百
名日本大学生看中国 ·上海站”活动。从高
楼林立的陆家嘴金融区到充满历史韵味的
鲁迅小道，从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展览馆到传
统艺术剧院，他们全方位、多角度地阅读上
海，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理解中国。
与百名日本大学生几乎同期来到上海

的，还有来自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议员，
在2024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期间，他们
访问上海市人大、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中
心、崇明岛。走走停停中，他们对当代中国
有了全新的认识。
日本大学生说，他们看到上海高速现代

化发展的同时，也看到这座城市对历史文化
的保留和传承。议员们则了解了全过程人
民民主，以及一个普通上海市民是如何参与
到立法过程中……
当前，上海正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这一过程
中，国际化城市形象的打造至关重要。世界
的发展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主题始终不变。上海在中国转型发展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将上海比作中国与
世界的交汇点，国际文化交流作为民间交往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进国际友谊的桥

梁，促进的不仅是民心相通，更是文明互鉴。
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多走动、

多来往、多交流，才能减少误解，提升认知，
增进友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当
今世界，只有正视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用文明交流互鉴来破解冲突，才能促进世界
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通过亲眼见证、亲耳聆听、用心感受，中

国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最佳实践得以充分展
现；上海的城市风貌、文化底蕴和科技创新成
果得以广泛传播；上海的经济活力、创新动
力、城市魅力和投资潜力有了更广阔的展示

舞台。国际交流，不仅提升了上海的国际知
名度，也为上海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可能。
鲜明的国际化特征，令上海在开放中积

蓄成势。开放的政策，让这座城市的国际化
程度与日俱增。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
断扩容、国际航线航班增加，仅今年上半年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就达203.5万人次。
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化大都市正吸引着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旅游交流、扎根落
地、追梦圆梦。中国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
看看。通过上海看中国，在这里，你可以看
到一个真实、多元、开放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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