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老师、学长学姐以及 16 级的国关新生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国际关系学院 2016 级的本科新生倪港钧，非常荣幸能够作为 2016 级新生代表在
这里发言，与大家分享我初入燕园的所思所感。 
    2016 年 9 月 3 日，这必将是一个被在座的各位国关新生们铭记一生的日子。这一天，
我们怀揣着最初的梦想，满怀憧憬地步入了燕园，开始了我们四年的北大生活。或许初来乍
到的我们对北大这个圣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有人觉得宿舍条件不尽人意，有人觉得北京
工地大学名不虚传，还有的，对身边的一位位大牛们心生敬畏。但抛开这些，我们还是有着
最大的共同点：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从心灵深处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北大人，一个北大国关人。 
    对于我来说，北大生涯最初的几天带给我的最深的感触，就是文化上的差异。是的，在
步入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我来自浙江，至于我的三位室友，
他们来自于山西，河北和四川，说的都是北方方言，于是在儿化音和后鼻音的狂轰滥炸下，
我终于明白，原来，等会儿（南方口音）可以说成等会儿（北方口音）。除此之外，我还是
第一次了解到，吃饭不一定指吃米饭、不同地方的人们饮食偏好的口味也有着极大差别，酸
甜咸辣各有所好。 
    当然，这些只是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放眼望
去，我们国关有着相当比例的留学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更为明显。如
果把差异比较的范围和地域都加以扩大，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自
然地理条件上，历史文化渊源上，都存在着明显而客观的差别。这些差别，正是我们在未来
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之一，因为差异意味着多样化，而多样化构筑了今日错
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我们在研究学习中或者日常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差异，我们应该以
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它们？答案可以是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大国青年，也可以用“爱
国关天下”这五个字来概括，但这些都可以浓缩成为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包容。 
    为了加深对于“包容”的理解，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段话：做国关人，我们学习世
界不同的文明、信仰和价值观，于是懂得要以朝圣者的姿态永远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懂得包
容一切不同意见，懂的世界因多元而美好。我们学着宽宥差异和隔阂，由宣泄而沉思而宏观
而回到善良的本性去谅解。这段话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推荐书目的卷首语，在我看来，
它准确的道出了国关人应该追求的一种学术和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与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学
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相互契合，应该成为北大国关人永恒的追求和不懈的使命。 
    是的，只有包容，只有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时刻保有的一种包容的心
态，才能让我们国关人真正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脚下，走向未来。 
    最后，祝各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和同学们开学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