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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的我未曾预见，镇中赋予我的家
国情怀会引领我踏上在联合国见证全球治理
的征途。作为一名青年国际外交官，如今我常
驻美国纽约，在清晨与夜间，与各个国家的办
公室进行关于国际局势的紧急通话。对我来
说，这是一个很‘酷’的职业，我见证了一次次
国际危机的紧急处理，一次次重大谈判的文件
签署，一件件全球性事件的联合国发声。作为
世界上有且仅有的唯一全球性政府间组织，在
联合国工作，为弱势者和全人类发声，点亮人
类未来前进的灯塔，我为此感到骄傲。”在母校
的“国旗下讲话”中，童馨还与学弟学妹们分享
了自己的三点感悟：不要否定人生的任何一种
可能性；拥有国际视野，眺望世界的多样文明；
直面困难，永不放弃。

有学生表示，听了学姐的这次“国旗下讲
话”，感觉热血沸腾。

后来，坐在记者面前的童馨说，如果不是
抓住了大三那年去哥伦比亚大学的机会，她的
人生，或许是另一种走向。

2013年高考后，童馨进入了浙师大。“如果
正常毕业或在国内读研究生，那我现在可能是
一名语文老师。”

转折发生在大三。那一年，浙师大有让学
生去哥伦比亚大学交换的名额，但仅一个。听
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童馨心动了。

作为常春藤名校之一，哥大的门槛自然不
低，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对一个没有学过雅
思的人来说，这并不容易。但童馨没有犹豫，果
断报了名，然后去杭州学了两周雅思。结果，她
雅思考了7.0，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有了想法就去行动，总比因为担心而不
去做好。既怕又何必想，既想又何必怕。”果断
的性格和极强的执行力，让童馨成了那个“唯
一”，她如愿来到了纽约，成了哥大的一名大三
学生。

在哥大，童馨无疑是非常认真的学生，她
不仅每学期修满最高学分，还应聘成为工学院
系主任助理。作为助理，她需要陪学生上系主
任的课，给学生打分，处理各种申请，参与招生
录取工作等。这段经历，不仅让她积累了管理
经验，还让她多了很多与教授、各国学生打交
道的机会。

研究生申请，童馨同时被哥大和包括哈佛
在内的其他名校录取，因为从小对联合国感兴
趣，她最后选择了留在哥大，读了国际与公共
事务学院（SIPA）及教育学院双硕士学位，专攻
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政策。“哥大是少有的设
有专项联合国课程的高校。”童馨说。

读研期间，因为杰出的表现，童馨成了SI-
PA建院历史上第一位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
代表发言的中国学生。这个纪录，目前还未被
打破。

从镇海中学到国际舞台

她在联合国参与
国际危机紧急处理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危机

局任政策分析师，担任境内流

离失所者问题解决方案负责

人，踏足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

精通英语、日语、法语三种外

语。这是镇海中学 2013 届校友

童馨工作四年的经历，足够精

彩！

日前，休假回家的童馨，回到

毕业12年的高中母校镇海中学，

作了“国旗下讲话”，并与学弟学

妹分享自己的工作经历。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问：关于职业发展，可以分享
一些心得吗？

童馨：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人
在加入联合国之前都会对它抱有一
些理想化的期待，认为它是一个乌
托邦，可以解决世界上从战乱到自
然灾害等最棘手的问题。然而，真正
进入联合国后你会发现，这个组织
并非完美无缺，而是一个现实的工
作机构，面临着种种局限和无奈。尽
管如此，联合国的使命依然充满意
义。

当你面对这些局限时，真正重要
的是如何在约束中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更大
的援助和更好的支持。

问：你精通三国外语，能分享一
些语言学习方面的建议吗？

童馨：我的日语基础是在哥大花
了四年时间打下的，通过选修课，我
将日语提升到 Advanced 水平。因
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尽可能在学生时
期选修一门语言课。你永远无法预
料，这门语言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能会
为你带来怎样的助力。

我的法语是通过哥大的线上课
程学习的，而线上学语言缺乏面对
面的实践机会。因此，开始工作后，
我不得不花更多时间来强化法语水
平。每一门语言都是与人沟通的艺
术，所以“会说”是最重要的，而不是
会做题。

接下来，我希望自己能学会西班
牙语和阿拉伯语，这样会让我的工作
更加高效，更直接地与人沟通。

问：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和期
待？

童馨：我希望自己能去联合国的
前线地区办公室工作，特别是高危地
区的，比如阿富汗、索马里，去亲眼见
证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苦难和需
要帮助的人们，并力所能及地为他们
提供帮助。这当然会有危险，但既然
选择了这份职业，便不会想那么多
了。

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美好一
些，少一些战争和自然灾害。这或许
听上去有点空，但对于看惯了战争伤
害和大型自然灾害危机的人来说，这
样的想法再朴素不过了。

童馨回到母校镇海中学。
在联合国工作的童馨。

2021年从SIPA毕业后，童馨加入了联合
国，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危机局的一员。

“加入联合国的经历比较戏剧化。”童馨
回忆。

研究生期间，她跟着教授做课题，研究关
于委内瑞拉难民进入哥伦比亚后的生存挑战
问题，她是五人小组成员中的唯一的中国留
学生。“当时，教授要我们每人采访20名委内
瑞拉难民问题的研究专家，这对完全不认识
专家的我们来说，是迷茫的。”于是，童馨请教
授推荐一位专家打开困局。“我不仅采访了这
位专家，还通过他认识并完成了后面19人的
采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她收
到了这位专家的邮件，附带了邀请童馨加入
联合国的邀约。再后来，他成了童馨的上司。

记者问童馨，她是如何被采访对象看中，
从而直接受邀进入联合国工作的？童馨说，大
概是自己在采访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与对方
聊得比较深入，给人留下了好的印象，让对方
觉得她在这方面是有研究的。

或许，这也与她在哥大出色的表现有关。
读研期间，她认识了曾经在哥大任教的原联
合国副秘书长，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一路指导
至今。

从跟着上司一点点学习在联合国的工
作，到独当一面，负责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童
馨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如今的她，在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从事的是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相
关的发展政策工作。

说到“发展政策”，童馨解释说，这是与
“人道主义援助”有所不同的一种援助。在危
机发生时，我们通常会在新闻中看到联合国
及其合作组织提供紧急援助，比如食物、住
所、医疗和教育等，以满足这些人群的基本生
存需求。这是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人道主义
援助总有用尽的一天，如何帮助这些人群重
新融入社会，并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为社会
作出贡献，这就是“发展援助”的核心使命。

“具体来说，我目前负责管理一个200万
美元的项目，该项目覆盖了15个深受流离失
所危机影响的国家。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每个
国家派遣专门从事发展援助的专家，他们的
职责是协助当地政府和联合国机构，根据各
国具体国情制定适宜的发展政策。这项工作
极具挑战性，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社会结构
和发展需求都不尽相同，因此无法直接复制
一套通用的解决方案。联合国的工作正是如
此，没有永恒不变的版本，但致力于解决问题
是我们不变的宗旨。”

从浙师大到哥大
她说“有了想法就去行动”

在联合国从事“发展援助”
她说自己的经历“比较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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