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选择无怨无悔  

 李嘉睿  

人生是在无数次的选择中不断前进，不断进步。 

（一）最初的选择 

我一开始，是以一名海南大学交换生的身份来到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也是我们学校

第一批来到亚细亚的学生。其实在是否决定要来日本前，我也做过很多的思考，花费大学时光

中的一年，在日本学习，是否值得呢？还是和其他人一样，留在国内，直到毕业，然后工作，

平平淡淡会更好呢？最后，我选择了来日本，并不是因为好玩，而是想知道，自己用这一年的

时光，会得到什么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经验。 

事实证明，这次的选择十分正确。不仅仅是学到了日语，我也学到了很多即使在大学四年

也不一定能学到的经验。首先是学会了自己做饭吃（笑）。在出国前，我真的是对烹饪一窍不

通，但来到日本，你不可能天天出去吃，因为价格太贵了，所以必须学会自己做饭吃。还有就

是工作经验。虽然在国内也有做过兼职，但真正获得的经验却没有多少，也不懂的什么叫归属

感。来到日本，开始勤工俭学打工后，才懂得什么叫归属感，一个员工对自己所在工作的场所

的认同程度。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我对工作的店有很强的认同，那是因为店里的人对我的

能力的认同，对我的赞赏，让我感到我在店里是必不可缺的一员。 

   留学生活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感受外国文化，吃外国美食，和外国人打

交道，那只是痴人说梦。真正的留学生活是在苦与累之中前进。国内的同学还在睡懒觉的时候，

我们就要起床去上班，或者看书学习；他们在想着逃课后去哪里玩的时候，我们为了生计奔波；

他们在等着老师给出重点应付考试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怎么将学到的语言应用于实际生活，并

提高自我的价值。 

（二）再次选择 

   为期一年的交换生项目很快就到尾声了，感觉还有点不舍，因为这一年的生活让我学到了

很多。而我在跟国内的同学的日常交流中，得知了同学们都在为了考研，找工作而做准备，而

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对毕业后做出任何计划。于是我将毕业后是否要回来日本这个选择放在考

虑之中。经过与校长和石川（丁）老师谈话后，我觉得还是要回来日本，因为与其回去，找一

份工作，平平庸庸过日子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学到更多，让我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本，去拼

搏，去争取我想要的未来。 

（三）申请大学院 

    从国内回来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大学院的事情。暑假结束后，几乎每天都去找大泽老师

讨论一下关于选择的学校和研究计划书怎么写的问题。一开始虽然想选择药物学作为修士研究

方向，虽然看起来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多，但逐渐查到了招生条件后，发现其实可以进入的学校

寥寥无几，得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的确挺灰心的，也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在和石

川老师谈话后，觉得自己太过易于放弃了，心态没调整好。于是我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重新

调整修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并根据我本科阶段所读专业（海南大学--生物技术），选择了基因方

面研究。因为想来日本前，比较想考进一所国立大学，然后我调查了一下，然后选择了在北陆

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的塚原教授。 

    当我把写好的研究计划书和个人履历书给塚原教授发过去后，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回信，很

害怕教授会拒绝我。幸运的是，在教授看了我的个人履历书和研究计划书后，指出我得研究计

划书中的不足之处，并希望我在オープンキャンパス那天和他见上一面。在和教授见面后，回

到东京我就开始着手修改研究计划书，并且在报名截止日期前赶上了报名。然后过关斩将，没

有辜负校长和丁老师、大泽老师的期望，成功通过了修士考试。 

   在最后，我要感谢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的老师们给予我的悉心帮助，从我的经历大家可

以看出，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对于所有的在校学生都是十分认真对待并且负责任的，我很庆

幸当初选择了亚细亚友之会外语学院作为留学日本的第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