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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本科生，在大三上学期参加了校级交流项目，去往学校是位于里士满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简称VCU。这个项目复旦每年派出的同学不多，所以在成行之前我对它的了解并不很
多，然而事后证明这是一段对我而言是很有收获很有意义的异国生活，不仅仅是接触到了新的事物，交了新的朋友，锻炼了语言能力，
更是一次对于自我的思索与探究。			1.	学校概况	VCU坐落在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首府里士满（Richmond），里士
满并不太大，它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Confederate的首府，也是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城市（可以参考一下百度和wiki）。平均温度比上海
要略低个三四度，夏天最热30度出头，冬天可以看到下雪（地上会积起来一层的那种），湿度也是要低一些，对我这个上海人来说还是
比较宜人的。	VCU的秋季学期是8月下旬开学，12月中旬结束所有final，和复旦的秋季学期节奏差不多。我对VCU的第一印象来源于
学校官网，官网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而有很清楚的分类，基本学习生活玩耍全覆盖，可以在上面查到讲座、校车、课程、各种活动预
告、设施信息、校队比赛、所有行政办公室地址电话等等，还有非常详尽的操作指南；同时VCU在官网集成了所有和校内事务有关的信
息发布，结合搜索系统和完整的一二级菜单，可以非常快速的定位我需要的内容（不得不说官网友好度方面确实领先我旦）。	在上课前
三天有一个Orientation，相当于我们这里的“新生入学教育”，讲了一些这学期具体的安排和注意事项。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和来自各
大洲的交流生做icebreaking的机会，和我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流学生大概有30个，有韩德英法意瑞典印度卡塔尔澳大利亚等等。
VCU也有native	students的结对计划，我的两个peer就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其他交流学生的peer也经常回来串门，如果比较open
的话会认识非常多五湖四海的朋友。	学校会提供住宿条件也很不错，宿舍就在核心校园区，从宿舍出发到校园任何一个角落步行不会超
过15分钟（可见校园也并不太大）。大部分是两室一厅的套房，两人合用一个卧室和卫生间；少部分是单间。宿舍有厨房，自带四个灶
和冰箱烤箱洗碗机，要过自炊生活是完全够用了。事实上我交流生活的很多时间是花在厨房里的黑暗料理上的。			2.	学习	VCU的校舍
比较新，各种设施也很不错。教学楼不算多，维护得很好，图书馆外观很有设计感，四层楼的两面墙都是落地窗，几个阅览室的装潢风
格也很典雅，只是capacity确实小了些，期末季会比较拥挤。值得一提的是，校园里所有的椅子都对腰部很友好，往往在图书馆一坐就
是一个下午没有丝毫不适（相比之下我们的二三四教的座位就显得不太适合久坐）。	然而和良好的硬件相比，VCU的学术水平就要差
一些了。平心而论，它并不能算是一所一流大学，VCU的优势学科在于艺术与雕塑、兽医学、社会工作，这几门学科在全美都是数一数
二的存在，但是其他学科就差一些了。以我这个学科为例，它们的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在全美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排名大致在四十名左右，并不出色。VCU的综合排名其实和我旦是一个层次甚至是要略低一些
的。校园里的总体学术氛围自然也是和top20大学有明显，平时的图书馆基本是稀稀拉拉没啥人，到晚上10点以后往往一层楼只有不到
20个人。	从课程设置上来说，美国大学和复旦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一般的学生一学期只有4门课（个别比较莽的会有5门），但是课程
的平时作业会比较多，阅读量也比较大。以我上的一门“Soviet	and	Russian	Politics”为例，这门课是开给高年级学生的专题研究，
每周虽然只有一次两个半小时的lecture，但是会有100页左右的文献需要阅读，上课的时候instructor是默认你全部读完文献来上课
的，所以进度会飞快，当然考虑到VCU	的整体水平，大部分学生到了期中以后也不怎么读书了，甚至课上还有同学惊讶的问我“你竟然
把论文看完了”。每个学期有两次quiz和一次期中，期末是takehome	exam，3个小论文里选两个，需要结合所有读过的资料来完成，
同时还要提交一篇课程论文。总体看下来任务还是很多的，不过老师的要求也相对比较松。综合下来，一学期选四门课对我来说负担正
好。			3.	生活	总的来说，在VCU的生活是比较方便的。校园离开里士满市中心不远，徒步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市中心和州议会，学校
附近有很多公交车线路。周边超市也比较近，宿舍楼下就有个小型沃尔玛，走路15分钟就能到一个大型综合商场（类似家乐福）。学校
里有书店和一个大型的校名礼品店，总之添置生活用品非常方便。	吃的方面，学校的食堂系统非常丰富，既有比较大路的自助餐厅，也
有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的小吃摊，饭卡也能在学校周边的快餐店用（比如subway、熊猫餐厅之流）。寝室的厨房也是一个好选择，在
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基本超市里的食材挨个搬回来试了一遍。做饭也是一个社交的好时机，可以邀请外国朋友们一起品尝自己做的中华料
理，也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合作下厨，边聊天边交流一下厨艺。我曾经用番茄炒蛋“征服”过我的德国意大利朋友们，也曾经用葱油拌面让
几位美国同学“厚着脸皮”天天来蹭饭。	玩的方面，VCU会有专门开放给海外学生的优惠旅游，这也是交朋友出去兜风的好机会。我参
加了一次去Virginia	Beach，只花了12刀（除了餐饮），感恩节还有去纽约的三天游览。有时候我也会和几个美国同学出去兜风，当
然开的是他们的车，我们去过一次《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里唱过的西弗吉尼亚蓝岭山，去过夏洛茨维尔，也去过诺福克
海军基地。交流时的玩耍不仅仅是和新朋友们组成“国际纵队”，也可以和老朋友们来一次“驻美小分队”，正巧班里有同学在乔治华盛顿
大学交流，于是我在十月中旬去华盛顿看了一场NBA，顺便在他们学生宿舍借宿了两晚，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校园里的活动
不少，比如几个学院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之际，联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请了几位重量级人物来（然而我并不认识）；11月正好
是州长选举，VCU是一个投票站，学校里选举氛围很浓，几位同学拉着我去了民主党的选举集会，见到了在台上演讲为候选人拉票的前
总统奥巴马。平时各种学生组织会有一些茶话会之类的，主要是大家聊聊天练练口语，交交新朋友。活动确实比复旦是要丰富一些的，
只要是愿意走出comfort	zone，不窝在寝室里，是可以接触到非常多不同的人事物的。	VCU的健身房绝对是七星级，据说是东海岸大
学里最大的一个gym，里面力量训练，室内篮球馆，五人制足球场，游泳池，羽毛球场，乒乓球台，舞蹈房，壁球室一应俱全，而且学
生免费，在里士满的四个月，有过清晨六点半起床去打球的时候，也有晚上十一点半从跑步机上下来的时候。对于我这个体育控而言，
可能健身房是除了图书馆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了吧。	最为重要的安全方面，校园里遍布报警器，校警巡逻很频繁，基本晚上每隔十分钟
就能见到两两一组穿着制服的VCU	police走来走去，校方会邮件和短信通报各种突发情况，总体来说在校园里，即便是晚上，还是很
安全的。只是校园外到了晚上还是少去为妙（其实这在美国哪里都一样），我在里士满碰到过两次枪击事件的通报，有一次很“幸运”的
就在枪击现场的两百米开外，听到了远远传来的啪的一声。			4.	个人感想	以上主要是一些比较“实际”的总结，我觉得对于交流来说，
一些“虚”的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大二上学期选交流项目的时候，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去交流？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毕竟去了一个学期还是会在相当程度上耽误正常的上课节奏。参加交流计划的理由当然可以是“想出去看看”，但是这个理由太过于
宽泛和模糊。我个人的看法是，交流是一次很好的试验机会。四个月的时间，足够去了解另外一种教育模式，另外一种生活节奏，与另
外一种文化环境，从而可以以相对比较小的成本来得到“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在本科毕业之后出国留学”的解答。对于想要去美国读研的我
而言，如果没有一次交流经历，可能会有这样一种风险：申请了学校，出了国上了好几个月的学，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读研，或者并
不适应外面的生活。而交流则能够通过一次不算短的观察与尝试融入的体验，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	事实确实也如
此。这四个月我自认为很努力地去观察了美国的大学、美国的文化、与美国的生活，结合之前两次比较久的旅美经历，我对美国也有了
一个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我觉得一方面自己能够适应美国生活的节奏，另一方面也确实在真真切切接触到了另一种教育模式之后，发
现自己挺喜欢这种学习氛围的。	第二，交流也是一次对自己“独居”生活的考验。一方面指的是具体的生活技能，如何在人生地不熟的环
境中迅速安顿下来，如何在日常起居中照顾好自己、把自己喂饱穿暖。这些问题的处理在“孤立无援”的异国他乡，和在复旦有人帮衬的
情况下是完全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比如一定会有的强烈的孤独感，比如缺少共同背景的可以倾诉的
对象，比如不适应当地文化背景的cultural	shock，又比如出于语言因素和其他人沟通不畅而产生的焦虑与挫败感。这些负面情感或多
或少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工作效率，而读书报告和论文并不会因为自己低落的心情而自动完成，因此妥善处理负面情绪，保持一个好的
心态就成了一个客观要求，“不行也得行”。交流是一次技能和心性上的双重考验。	第三，交流是一次对眼界的开拓。我们都是在比较单
一的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尽管在复旦也会接触到各个省份的同学，然而毕竟中国文化还是比较同质的。在美国、在欧洲一些最基本的
观念和我们有质的不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可能不啻天方夜谭，反之亦然。尤其是对于一个学习政治学的学生而言，
我和美国同学经常深入地交流诸如“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毋庸置疑，我们在这些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
法，然而（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保持了一个理性友好的探讨氛围。。在课堂上，我也经常会以一个国际交流学生、尤其
是中国学生的身份提供一些对于美国学生而言全新的视角和信息。一个典型的经历是，在“U.S.	Government”课程中讨论到权利法案



时，有一位美国同学在小组讨论中问我“中国有人权吗，你们好像没有公正公开的选举”，于是我便找出了前一学期读到的裴宜理的论
文，就它的核心观点——“中国的人权传统在于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权利”作了阐述，结果是课堂里的同学们纷纷
陷入了沉思。这是观点的交流，更是价值观的交流，而往往这种交流会促使人直面多样化的存在，进而尝试着去理解（并不必然认同）
一种完全异质化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