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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其实有两个迈阿密大学，一个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市，另一个则在俄亥俄州的牛津镇，我所去的是后者。对此，大多数朋友听闻
真相后觉得不可思议，迈阿密大学居然不在迈阿密，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一个想法。	不过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其
实与“Miami”这个英文单词的起源最为接近，“Miami”原为美国一个原住民部落，它们最早就是在俄亥俄州牛津镇一带生活，只不过
后面因为种种原因，才让远在最南边的佛罗里达州也有了叫迈阿密的一个城市。	与名称的起源一样，迈阿密大学也历史悠久，建校于
1809年，其本科教育在美国公立大学中排名达到前十，这所学校的优秀，是在我多方面的体验之后得以验证的。	我在交流的一个学期
里修了五门课程，基本每门都属于不同的专业领域：全球化与跨文化、会计学、商法、3D打印和海军知识导论。	说到迈大教学的普遍
特点，那便是“细化评估，强化监督”。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课，也无论是文科理科，都非常强调平时任务的完成，一周一次作业可以说是
极为正常的频率，并且每一次都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成绩，部分课程甚至每周不仅有作业还有测试。这样安排的结果便是，学生平日里一
次两次的疏忽并无大碍，但若学生长期怠于功课，仅在考前拼命突击，最终是一定不会获得好成绩的。相比之下，国内大学的教学模式
大多都比较粗放。其实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粗放的教学和细致的教学各有优劣，无法评价出绝对的好坏，国内的教学确实在某些情况
下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学生过多，老师人手不够，配套设施不支持）难以细致评估。。。。。。这个话题在本文不再过多讨
论，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	此外，迈阿密大学上课的纪律也很严格，本学期我所选的每个课程都对课堂上使用手机明令禁
止，且笔记本电脑也只能在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相比之下课堂对于肢体动作的限制倒是少了很多，经常可以看到美国学生把腿架在
前面的位子上，或者半躺的姿势，哪怕就以这个姿势向老师提问，老师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无论肢体语言如何，大家的精力都相当
集中，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商法课。作为复旦法学院的学生，来美国交流就面临着美国本科没有法学教育的尴
尬，但是好在迈阿密大学的商学院是开设商法课程的，因此尽管我遇见的中国留学生都说这门课很难，我也只有硬着头皮试一试。这门
课一开始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难度大，更多的其实是吃惊。教授是一个白发白须，身材滚圆但是颇具神采、富有童心的人，身为在迈
大执教三十年，同时自己也是迈大出身的老前辈，在他身上基本看不到国内老教授身上老成持重的感觉，他不仅经常与二十几岁的助教
如损友一般互相开着玩笑（不乏一些不甚雅致的内容），授课时也为了同学们的理解而做出许多夸张的情景演绎；但同时他丝毫不疏忽
教学上的任务，尤其是对于美国普通法的起源，也就是英国法的历史讲授颇为深入，对于已经经历了两年法学学习的我来说，这门课最
难的地方（如何理解法律本身）其实已经不构成难度，同时它又进一步补充了我对于英美法系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由于今后的职业生
活中，我还是会以中国法律为重心，因此对于世界其他法系的知识，了解其历史渊源远比了解它们当中的一些具体条文更加有意义。所
以仅从这一门课的收获来说，就可以算是不虚此行了。	由于学业压力较大，本学期前半段我一直处在紧张并且较快的生活节奏中，每周
三固定有会计学的测验，每个月还有一次大考，商法课一周两次、往往每次都会布置一篇小论文，3D打印课则基本每周都会有一个建
模任务。	不过学业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迈大的生活也有独特的滋味。迈大坐落于牛津镇，这个地方虽然说是一个镇，但是实际有公路
和楼房的地盘极其有限，步行穿过整个镇子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剩下的地方除了校园便是荒郊野岭。这样的环境在我刚到的时候可以
说是极不习惯的，在城市文明中浸淫了将近二十年，来到美国之后却发现读书的地方到繁华的城市需要至少一个小时的车程，在这种情
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这种生活。	这种适应的过程类似于一种“剥离”，在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的我们身上被附加了
太多的事物，名校学生的光环、对物质越来越高的追求、在个种社交场合变得不纯粹的自我。。。或许对于这些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也
值得我们去反思。而在迈大的这一个学期中，原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暂时清空，不再有赖以自矜的身份，不再有自己所熟悉的人际网
络，而所要学习的东西也都处在未知的领域中。	这种“剥离感”并不算什么坏事，有人说大学四年如同美好的一场梦，这次交流不能说是
让这场梦结束，但至少让我真正站在一个新的位置去看待和反思过去两年的自己，而我所得到的最直接的感悟就是——自己并未有任何
理所当然的优于别人的地方，在去除了带有附加意义的事物之后，生活被简化到了学习、睡觉、吃饭、运动和偶尔的娱乐。要说我的交
流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归根结底也就如是而已，但是在迈大这个略有出世之感的地方，就是在这些最基本的活动中，也能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正常慢慢被新的血液所充斥，而浑浊之物渐渐远去，或许是因为非常澄澈的天空，或许是因为当地极为友善的氛围，又或许
是课堂上单纯的知识的火花。	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讲，无论这一个学期究竟如何度过，这都是我值得纪念的一段日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深入接触到了“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这样一个群体，说到留学生恐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有钱”，我虽然拒绝这样粗浅的认知，
但原本确实也没有什么了解。而在这段时光里，中国同胞其实成为了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如今中国人遍及世界，在美国更是
随处可见，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我们身处在一个自己并不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环境中，故而，我们虽然没有惺惺相惜这般强烈的情感，
却也有大家共属一个民族就要互相体谅互相支持的自觉，这样的体会或许是在中国学生很少的国家所无法找到的。	幸运的是，这次在美
国的整个过程，都没有遇到任何意义上的不公平对待，而与他们共属于留学生团体的这段生活，也必然在我人生的长河中继续闪耀独特
的光彩。	总体而言，我不敢说通过这次交流就对美国文化甚至美国的很多社会现象有了什么了解，毕竟学业上占据了大部分精力，还有
太多事物没有去体会。但是此刻身在复旦校园，还是能越发感到这次交流之于自身的意义，锻炼语言能力、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不必
多言，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构和再生，它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原本笔直前行的轨迹上增添了一道异样色彩的印
记，这是一个断层、一个插曲，也是一段错位的时空。	此刻，江湾校区经历了又一年的春暖花开，即将被新的绿意所包裹，一切仿佛和
去年一样，就像是我从未从这片土地上离开，但是在地球另一边的人生也是真实的，在今后仍然漫长的道路上，这段时光还会以各种各
样的形式，继续影响着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