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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8 年的岁尾，米兰街头一片过节的

氛围。圣安布罗斯节（Festa di Sant'Ambrogio-
milano）连着圣母无原罪日，前者是纪念米兰的

宗教守护者的节日，后者则是意大利天主教的重

要节日。一连几天，米兰大教堂周围人山人海，

人们似乎提前进入了圣诞季的狂欢。

米兰一家中国人开的自助餐馆里，一群清华

校友也在庆祝。他们刚刚从意大利清华校友会的

成立仪式上三三两两搭伴过来。嘈杂声里，时不

时传来几句“内蒙古老乡”“化学系”“你是

哪级”……如果不是抬头看见满眼的金发碧眼，

会恍惚以为这是五道口或蓝旗营的哪家餐馆。王

虹坐在这一群亲切的校友中间，非常兴奋，一直

微笑着，时不时聊上两句。在意大利这么多年，

她几乎不曾有机会与这么多校友聚在一起。

清华在意大利的校友不算太多，1981 级的王

虹已经可以算是其中的“大姐大”了。此前的很

多年，她所知道的在意大利的清华人只有自己和

一位 1978 级的校友。

1997 年，王虹跟随到都灵大学做访问学者的

先生来到意大利。访问学者之后，先生又在这里

读了博士，接着做博士后。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

里，两个人都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历史悠久、风光

秀美的国家。

那个时候，留在意大利绝对算“另类选择”。

20 多年前，意大利虽以文化艺术和设计称强，但

那时国内留学的主流，更多关注的还是西方的科

技、信息、金融等领域，以及以这些领域见长的

英美等国家。更不用提，“冷门”的意大利语是

一道让人头疼的门槛。

但王虹说，意大利的生活品位非常吸引人，

追求美是其本质内涵。刚好那时留在意大利还真

不算难。二十几年前，由于劳动力短缺，意大利

政府曾几次采取吸引外国劳动力的措施，外国人

只要在意大利找到工作，就可以获得劳动居留权。

这也成为促成她留下的原因之一。

二十年里，王虹经历了意大利的货币从里拉

转为欧元，也见证了意大利加入申根协定，一步

步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刚到意大利那几年，身边

的朋友听说她来自中国，会说：哦，中国，我

知道！孔夫子！还有，毛泽东，红宝书！而现在，

米兰举世闻名的地标性建筑——米兰大教堂侧面，

王虹：意大利二十年，
透过时光看变迁

 本刊记者    关悦

王虹
1981年〜1986年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1997年8月到意大利。

学习一年意大利语后，到威尼斯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之后在蒂森克虏伯

集团伍德氯工程（意大利）公司工作 16年。现居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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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幅的华为广告不动声色地占据着最醒目的位置。

她身边的意大利人对来自中国的华为和小米同样

爱得深沉。几乎雨后春笋般地，开始有成千上万

的中国人来到意大利留学、工作，更不用说旅行。

这些年，王虹一直在著名的蒂森克虏伯集团

伍德氯工程（意大利）公司工作。她能从日常工

作的交流中感觉到，意大利的普通百姓对中国开

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了解。虽然，面对日益强大

的中国，有些人也多少感受到一点“威胁”或者

说紧迫感，对现在广为宣传的“一带一路”也还

有些疑虑。

今年，意大利政府不畏美国的压力，在 G7

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成为未来发展的战略伙

伴。这使王虹非常高兴，因为她知道，这肯定会

促进两国之间多方面的合作，也给在意大利的华

人包括清华校友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校友的聚会上，王虹已经非常直观地看到

了这种变化。2017 年，清华大学和意大利 QS 排名

第一、艺术与设计学科位列全球第五的米兰理工

大学签约共建中意设计创新基地。近年来，每年

都有很多学生来意大利交换、学习。在设计、艺术、

音乐等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面孔。

意大利联系得上的清华校友大约三四十人，一大

半都是过来读设计的年轻学子。王虹对年轻的意

大利校友会十分看好。她说，虽然意大利校友会

刚成立，规模并

不大，但在中意

两国加强合作

的大时势下，

谁说不会造就

一些意大利的

精英校友？

王 虹 的

女 儿 和 这 些

学生们年纪

差不多，在

意大利一路

圣诞季的米兰街头

意大利的 1000 里拉正面印的人物是意大利著名的女教育家蒙台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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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初中、高中和大学。也因此，工作之余，王

虹对中意教育领域的比照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直

观的感触。以前，意大利高中学校开设的第二外

语只有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等，而现在，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中文感兴趣，中文在意大

利成为高中热门的二外语种。

不过，语言之外，她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中意

教育观念上的差异。虽然已出国多年，但从朋友圈、

从老同学老朋友的聊天里，她还是能轻易感受到

国内教育问题上的普遍焦虑。在国内，从开始接

受义务教育到上大学，孩子们一路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可是在上了大学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自我

减压，甚至彻底“放飞”，不再认真读书。而王

虹切身感受到的意大利教育则正好有点相反：大

学之前的学习非常宽松，学校更关注孩子的独立

性和自由发展空间，甚至轻松到让她一度觉得太

“放羊”了。临近高中毕业，意大利的年轻人反

倒会随着认识和思考的逐渐成熟，开始审慎选择

未来的人生道路，变得认真起来。意大利传统的

制造业和家族企业模式，使得很多年轻人高中毕

业就选择直接就业，从事各种技术工作。而选择

上大学的，也会因为是自觉的选择而更愿意为之

付出努力。在工作中，她经常接触意大利的工程师，

也接触中国的工程师。在很多方面，尤其“基本功”，

中国的工程师更胜一筹；但论理念，意大利的工

程师则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出色。

有趣的是，大学毕业后，她的女儿选择了回

中国工作。故土情深，这些年，王虹每年夏天都

送女儿回国巩固中文，也学习国内初高中课程。

女儿喜欢中文的古诗词，也喜欢中国的文化。特

别是，她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机会更多。

北京到米兰，七个小时的时差，八千多公里

的飞行距离。昔日路途遥遥的古丝绸之路借助现

代科技，缩尺成寸。越来越多的年轻校友像当年

的王虹一样，选择赴意大利交流深造；也有越来

越多的意大利人来到中国。交流与碰撞、切磋与

合作，像一个个水滴汇聚成河，最终携手奔涌成

时代的浪潮。

意大利清华校友会（THUAAIT）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是在意大利正式注册的非营利协会组织，并受清华大学校友

总会官方认可。在欧洲，全英清华校友会、德国清华校友会、

意大利清华校友会、西班牙清华校友会、法国清华校友会、

瑞士清华校友会、爱尔兰清华校友会、荷兰清华校友会等共

同发起成立了欧洲清华校友会网络，校友成员超过 2000 名。

意大利清华校友会作为其中一员，以加强中意高校学生和中

意同行及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为工作宗旨。大部分校友来自艺

术、设计、建筑等专业，还有少部分具有法律、经管、理工等专业背景的校友。

2017 年 2 月 22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统 Sergio Mattarella 共同见证下，清华大

学和米兰理工大学在北京签约共建中意设计创新基地（DIH），旨在联系两国优秀的设计资源，创造中

意文化交流新突破。目前，中意设计创新基地（DIH）已全面运营。中意师生在这里工作、学习、交流，

以共同面对和发展设计产业的创新理念及方法。意大利清华校友会部分成员来自中意设计创新基地，

因此意大利清华校友会和中意设计创新基地有着紧密的合作。

位于米兰的中意设计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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