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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到达高雄的那天下午是少见的阴雨天气，其后的多数日子都是晴空万里。最后离开台北的时候也是阴天，倒也适合略略低落的离
别情绪。	我交换的学校是高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坐落在西子湾，建造在寿山之上，被誉为台湾风景最美的大学。在我面试的准备期，
还去搜索了余光中的《西子湾在等你》，中山的风景也确如描述般美丽。女生宿舍在半山腰，而交换生的宿舍又在顶楼，并且我的寝室
正面对着大海。因为寝室没有阳台，所以大家都会上天台晾晒衣物。我很喜欢去天台晒太阳，思考，看夕阳落入大海。虽然很多时候想
的是交换回来之后一定会累趴，但是看着远处停泊的轮船，心里总会镇定下来。寝室大楼周围常有抢食的猴子出没，它们会自己撕包装
袋，插吸管喝饮料，据本校学生说，这已然是一道略略危险的风景线。为了阻挡猴子的进攻，宿舍里养了看护犬，很乖，会趴在大门口
睡觉，偶尔有同学在膳食间做饭，它也会跟进去凑热闹。大楼外还有金刚鹦鹉“嘎嘎”叫着盘旋飞过，从早到晚叫个不停，让人暴躁，傍
晚的时候，它们常常会停在天台的边缘，看到有人靠近，就俯冲飞走。寿山有一座寿山动物园，据说就在学校后头，我没有去过，但我
觉得学校就像个动物园。	在调配了时间之后，我给自己安排了四门课程，每天坐校车前往山顶的文学院上课。中山大学的中文系很小，
老师很少，学生也很少，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大约50人上下。所有人都要修读文学和语言学，语言学更偏向小学部分，文学也是古典文
学占大头。这也是当初我选择来台湾交换的原因，想要感受台湾这边对小学的教授方式。中文系的基础课通常要上一整个学年，非常扎
实，而单学期的选修课一周也往往有三课时，并且都会安排明确的答疑时间。每门课的老师都会在开学初下发课程大纲，供学生查阅，
以便思考是否真的要修读这门课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此外，中山还提供了丰富的不同学科的选修课，并且针对学校的地理环境，还
开设了帆船课和潜水课。一般的选修课则多是讨论性质的，需要学生积极参与，自主研究并表达自己。	在上大三的选修课《语义学》
时，我受到的冲击最大，老师非常友善和温柔，第一堂课让我们进行了自我介绍，其后的每一次报告、讨论，老师也都请我们再次做自
我介绍，避免一学期课程结束后大家还是彼此陌生。课堂氛围非常轻松，学生们会很自然地回应老师，老师也非常注重课堂互动。在学
生做课程报告时，我发现台湾学生都很放得开，表达观点很积极，而且思维发散性很强，会用授课的形式做报告，跟台下的同学互动，
轻松自如。我很喜欢这样的上课气氛，大家是出于真心的喜欢而来上课。老师也一直鼓励我们发言，会给我们发糖果和零食，她说选修
课就是要让大家轻松一点，实实在在地学点东西，所以也没有安排考试。因此，整个学期的课程都很开心。而且，台湾学生对我们也很
热情，我上的两门课都要求小组作业，与我同组的台湾学生都非常友善，做事认真，大家合作很愉快。	另一个让我很感激的是必修课
《训诂学》的老师，之前有本校的学姐介绍说这个老师很有侠客风范，也确实如此。他要求我们打好基础，该背的东西一定要背，学了
之后也一定要实践，训诂学的期末作业就是自己梳理一遍十三经的一卷。我还修读了他的另一门选修课，第一堂课的时候，他惊诧于自
己的选修课居然有十几个人选，因为他要求很高，结果第二次上课，果然走了一半的人。最后期末要交一篇报告，他要求我们必须和他
有过讨论，并且在提交后的下一周要去找他进行反馈。我去找他讨论报告时，他很诚恳地给我分析了报告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并且对是
否要走学术之路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指点。台湾的老师都很鼓励学生去做学术，做研究，但前提都是学生对此是真心欢喜的。老师也跟我
说，如果要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未免太痛苦了。他自己研究甲骨文已经有20年了，也将为自己热爱的学科继续奋斗
下去。	中山的秋季学期有一整个学期的“艺文季”，台湾的艺文活动非常发达，有很多展览，演出和讲座。中山的艺文季期间，我去听了
一场古典吉他演奏会，观看了余光中先生翻译的戏剧《不要紧的女人》的首场公演，此外还有很多艺术访谈和音乐会。西子湾还有一个
驳二艺术特区，一直有各式各样的展览，没事的时候跑去观展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台湾对艺文的重视程度还是挺高的，并且做得很亲
民，并不会让人觉得艺术离生活很远。	在中山，我还真正拥有了一次社团经历。我和室友参加了中山的摄影社，学习摄影知识，并且跟
着社团里的牛人们一起去进行了建筑夜拍和人像摄影。摄影社的学长姐们都很厉害，教新人也很尽心尽责，让我体验到了社团活动的有
趣之处。我第一次坐机车也是跟着社团去夜拍的时候，机车文化也是高雄的一大特色。在和社员的交流中，我发现大家的想法原来这么
千差万别，彼此有很多的不了解，这种思维的碰撞也很有意思。另外，台湾的社团文化以及院系文化都特别发达，每周都有各式各样的
活动，多是物品和食物的义卖，主办方会把自己的名称与活动名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显得很有语言趣味。很神奇的一点是，他们会在
每一个厕所隔间张贴宣传海报，海报多是小小的B5手绘海报，很用心，比起PS出来的海报更显人情味儿。	如果说校园的学习生活是交
换经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出旅行则是另一部分。台湾的旅游产业特别发达，有很多热心的志工会给你指路和介绍景点，教你如
何游玩。住宿也无须担心，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民宿，而且形成了一种民宿文化。我在垦丁时，民宿的老板娘是一位很亲切的阿姨，她手
把手教我们开电动车，给我们规划游览行程，并且关心我们的归期。台湾有很多这样友善的人，近年来台湾自由行的游客越来越多，很
多人说，其实风景无非这些，但一定要来体验台湾的人情。	在台湾的时候常常无法清晰地感知时间的快慢，开心的日子好像很长久又好
像很短暂。回到上海，又开始了熟悉的快节奏生活，我偶尔会想念在台湾的慢慢生活。这段交换经历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自己，我有
了半年的时间去思考，去规划，去体验另一种生活，看到更远的地方。在决定申请交换之前，我一直想这是否值得，花一个学期去远方
生活，除了玩，还能有什么收获。但是经过这一个学期的交换生活，我体验了不曾经历过的生活，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借此认真地反
思了自己现在的生活，我觉得真的特别值得。因此，我很感谢学校能给学生们提供那么多的交流学习机会，让我们出去走走，看看世
界。所以，我想说，去交换吧，这真的是一次特别棒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