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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5_B0_8F_

E2_80_9C_E6_B5_B7_E5_c107_337859.htm 在“海归”这个群

体里，有些人已经功成名就，这些精英“海归”被无数的人

追捧，人们恨不能将他们成功的轨迹在自己身上“克隆”。

精英“海归”毕竟是少数，在我们周围，更多的是小“海归

”，他们没有大“海归”的久负盛名、轰轰烈烈，却也在属

于自己的天空下奋力奔跑，珍惜着只属于自己的那份精彩。 

戚晓斐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海归”。 “《最后一课》让我爱

上法国” 戚晓斐今年29岁，在西安出生，1994年至1998年在

西安外国语学院读法语。戚晓斐说，就因为一篇中学英语课

文，他深深地爱上了法国文化，从此，他和法语、法国，结

下了不解之缘。 “在高中的一节英语课上，我学到了都德的

《最后一课》，文章非常感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文章说，

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而法国的艺术，特别是绘画，一

直非常吸引我，所以，在考大学时，我舍弃了钟爱的美术和

体育，最终选择了法语作为专业。” 毕业之后，戚晓斐到大

连做了一名公务员。“那个时候，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大

学生的就业形势不乐观，当时我的选择并不多，当公务员已

经是个很好的出路了，所以没想太多，就去做了公务员。” 

“在读大学时就有了留学的想法。毕竟不能只从书本上学习

语言，还应该到那个国家亲身感受一下。去法国是留学的一

个比较好的选择，我的专业又是法语，所以就去了法国。当

然，选择留学也就意味着放弃稳定的工作，这是我给自己的

一个挑战。” “在法国的瘾还没过够” 得益于扎实的法语功



底，戚晓斐顺利地出国留学。2000年到2001年，戚晓斐在法

国南特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攻读企业管理硕士。 “从早上七点

到下午五六点，一直在上课。除了中餐和晚餐之外，就是上

课、做作业、复习⋯⋯课程非常紧张，没时间打工。再说，

出国的主要目的是求学，每分钟都非常宝贵，如果经济条件

允许就专心学习，最好不要轻易去打工。” 半年之后，按照

学制的要求，戚晓斐到法国迪卡侬公司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

。“迪卡侬是法国最大的一家体育用品制造和零售商。带薪

实习让我有了难得的实践机会，也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在

实习快结束的时候，迪卡侬提出派我到中国深圳继续工作，

但当时我在法国的‘瘾’还没过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就拒绝了迪卡侬的好意。” 完成学业后，戚晓斐去了巴黎

，在法国EAC商务咨询公司里任职，为在法国寻求合作的中

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也为中法的文化交流牵线搭桥。 “精

神动力”成就“海归” “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休假很

多⋯⋯这份工作我做了两年，生活稳定下来，我就又开始思

考，这种稳定、安逸的法国生活，对我这个中国人到底意味

着什么。” 2003年春节，戚晓斐回国探亲，迅速感受到了经

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蕴藏的生机和活力，这和法国的安逸

生活形成了巨大差异。回到法国后，他开始留意祖国的发展

。“当你把个人的发展和祖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

会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动力’，在它面前，安逸的

物质生活就变得不重要了。” 2003年10月，上海到法国举行

宣传会，吸引在法国的人才回国。就在那次会议之后，戚晓

斐决定回国发展。“当时没把回国这个决定想得很复杂，就

像当初决定出国一样，就是在冲动之下，给了自己一个新挑



战，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后悔。如果当初不回国，恐怕现在还

是过着平静的、稳定的、安逸的生活。回国之后的生活充满

了挑战，让我又有了‘战斗’的感觉。” “在法国的学习和

工作，给了我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法国是个发达国家，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正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法

国已经做过的，当我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预

见。有预见，这是海归最有竞争力的一点，它对个人的发展

非常重要，它能让你准备得非常充分，在机会来临时就能抓

住。” 和东[1] [2] [3]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