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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在以后人生的每个阶段，回想起在瑞典的那段时光，所关注的重点都是不同的。不知不觉的，“我在瑞典的时候……”已经像口
头禅一样经常被我挂在嘴边，仿佛那些见闻永远也分享不完。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依旧清晰得记得刚到哥德堡第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在海
关被芬兰式英语弄得一头雾水、在只有四个转盘的机场等了一个小时才见到行李、第一次看见传说中男女共用的厕所时的激动与好奇、
拖着三个箱子爬坡上楼的狼狈……而现在想来，交流的意义并不止于难忘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些独特的体验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
分，影响着我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一、	关于哥德堡

哥德堡的生活与上海截然不同。哥德堡是瑞典西南部海岸港口城市，位于卡特加特海峡，约塔运河河畔，与丹麦北端隔海相望，虽然它
是瑞典第二大城市，但相比上海它实在又太小了。不得不承认在决定去瑞典之前，我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但是现在，我深深地喜欢上
了它。四通八达便利的交通、让人信赖的网购、货品齐全保质保量的超市都使得我在那里的生活简单而轻松。	

哥德堡最吸引我的一面是这样的：在哥德堡的西侧有大大小小十多个小岛，当地人最喜爱的夏日活动就是坐着船去岛上晒太阳或者垂
钓，到傍晚时分再与三五好友一起品尝海鲜与美酒。哥德堡与每一个欧洲大城市一样，拥有自己的植物园，植物园深处是一大片自然保
护区，天气尚暖的时候有许多鸭子栖息其中，遍地都是形形色色的蘑菇，时常能看见带着孩子来野餐的一家四口、骑车或者慢跑的年轻
人以及成双结对散步的恩爱夫妻。在这样一个崇尚自然、生活节奏缓慢的国家你很难不被影响而变得更加平和，逐渐学会在生活本身中
发现美好与乐趣。在瑞典的时光并没有传说中那样枯燥，相比在国内一宅就是一天，我反而经常会出去走走、享受闲逛带来的乐趣。走
在路上，似乎每个人都不紧不慢，从容自在地享受着阳光与静静流淌的时间。回到国内，我依旧怀念那种纯粹生活的感觉。	二、	校园
生活	至于学业，瑞典的学期安排、课程结构、师生关系、考核形式等等都与国内有着鲜明的差异。很难说哪一种具有绝对优势，但难以
否认的是在瑞典的学习体验是一流的。



																							早上8点的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虽然我在哥德堡大学交换，但是数学系的缘故我所有的课与考试都是在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进行的，也因此我享受到了两所大学的教学资源。查姆的校园集中，有食堂和图书馆，使得学习生活十分便利；而哥德堡大学则散布在
整个城市。			瑞典的一个学期分为前后两个period，每个period持续两个月，包含两节并行或前后错开的7.5学分（相当于复旦3学
分）的小课或者一节15学分的大课。换言之，在这里你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专注学好一门课，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有利于学习
的，毕竟在复旦一学期十门课，均衡分配时间是极大的挑战。	课程难度上，可能比复旦简单一些，但这也并不代表没有挑战。我上的课
里有本科的课程也有研究生的课程，相比之下研究生的课程会难很多。比如数值代数第一节课老师就介绍了很多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
再加之她的拉脱维亚式英语我几乎完全听不懂，起初觉得压力特别大，但是后来逐渐习惯了口音、学会了写报告，就觉得也没有那么难
了。在瑞典一门课及格往往只需要50分就够了，再加之你可以轻易找到往年试卷，如果只想通过考试我觉得是很容易的。可能和大多西
方国家一样，在这里没有人会带着你学，很可能整个学期的作业在开课前就全部发布了，如何学、怎么学完全由你来决定。

相比国内侧重于原理的掌握，国外的课则更偏重于如何使用这些原理和方法。以前总觉得我们学的数学和应用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我见
到了傅里叶分析老师出的作业：每一份作业都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在他的引导下你总能一步一步接近问题的谜底，如此的作业让人赏
心悦目。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真正平等的师生关系，学生往往直接叫老师的given	name，在office	hour找老师，总会得到老师
耐心的讲解和答疑解惑，在沟通中你能感受到与中式师生关系一些微妙的差别，与老师交流也能变得更加从容。	三、旅行见闻	当你迫
不得已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其实无所不能，比如到瑞典的第一天就和欧洲人打成一片、比如拎着整整3大袋生活用品爬
上十层高的山坡、又比如逐渐听懂拉脱维亚式的卷舌英语。当然我觉得在这些能力中，最值得我骄傲的还是独自去看世界的能力。



去欧洲读书当然少不了外出旅行。从出国前担心找不到玩伴而不敢出门，到后来住青旅、一个人到处乱跑并自得其乐，再到后来临时更
换行程也能临危不乱——这些事情如果不去经历，那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其实自己也可以，而如今的我有了更加坚定地面对更多困难的勇
气和底气。我记得当初和旅伴图便宜就先买好了卑尔根返程的机票，然后打算自己按照挪威缩影的路线补齐其他的大巴、火车、轮渡的
票，结果辛辛苦苦收集信息查票一整天发现淡季的大巴车竟然串不起行程，要么放弃峡谷风光，要么就可能被困他乡。无奈之下，为了
不虚此行，我们推翻了整个行程，然后开始搜索在冬季还开放的徒步路线、了解如何购买卧铺车票和邮轮票、反复和旅行社交涉上车地
点和时间……最后完成了一个不浪费一分一秒的紧迫行程。幸运的是，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下午大巴到达奥斯陆、夜班火车7：20到达
斯塔万格、7：40坐上去布道石的小巴、当晚前往距离码头最近却还有1.8km的公寓、第二天5点起床在夜色中步行前往码头、欣赏5个
小时绝美海上日出后到达卑尔根。两天半、三个城市、四种交通工具，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又怎会知道自己也能拼凑出如此精彩的行程
呢？当然这只是在欧洲半年旅行的一个缩影而已，如果你也走过了我曾经走过的路，你也一定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在旅途中，
meet	with	people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比如遇见一起住青旅的母女、三十多岁的同学、听不懂我说英语却依旧热心肠的波兰老夫
妇、身无分文跑到阿姆斯特丹找工作的秘鲁年轻人等等。虽然在复旦校园内也能遇见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但是在高考的门槛之下，大
家总还是相似的。遇见不一样的人、看见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倾听不一样的心声，也会让自己对于“不一样”变得更加宽容，继而感慨，
其实人生并不需要一次就走对，只要愿意，永远都可以拥有第二次机会。

四、	想说的话			就像在前面这些故事里说的，在这次交换中，我体验了不一样的学习与生活，发现了自己其实无所不能，也学会了更加
包容地看待这个世界，等等等等。我也相信，明年的我，甚至十年后的我想起这些事时，又会有不一样的感悟。虽然疫情之下不知何时
才能恢复如初，但倘若有机会出去看看，请一定不要轻易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