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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已经离开新加坡三月半，在魔都的一两个冷风狂作的夜，仍会想起东南亚的骄阳，NUS校园弥漫的热浪和学生们元气满满
的身影。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五个月，但是在新国大交流期间，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儿，在不同的环境下学习与成长，多了不少感悟
和见识，相信这会是我本科四年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之一。一时间想静静坐下来总结总结，发现自己这五个月的收获抑或成为“磨练”，
可以从六个方面说起。	学习	第一次在另外一个国度、在全英文语境下学习，说实话，还挺不适应的。因为可以换学分的课程并不多，
交流的一学期选了两门专业课和一门外语课。差不多用了将近一个月，才把这份视觉和听觉以及知识认知上的不适应感，勉勉强强去
除。本身的英语水平有限，特别是听力和口语一直是自己的弱项。而在这五个月的学习过程中，这两个原本薄弱但是自己不太有所谓的
英语能力，被老师快节奏而又充斥诸多专业名词的授课、同学们略带新加坡口音的沟通交流（当然也时常和白人以及印度同学学习沟
通）这些过程所放大。刚到NUS不可不谓“胆战心惊”，每一次和人交流、每一节课，几乎都得提前录音，生怕因为自己的听力水平错
过某些重要信息。生活过程中，也发生不少因为自己听力水平有限而造成的糗事：在新加坡地铁站第一次购买地铁卡时，因为local售
票员发音的“three”和“two”和我想象的不同，以至于他不得不掏出计算器按出数字给我看，看到计算器上的数字明白售票员的意图
后，我面红耳赤羞愧不已；还有一次在NUS	Utown	健身房，以为印度小哥问我能否交替做某个器械，愣是和我重复了3、4次，我仍
然无法get到对方意思，最后不得不尴尬的走开，事后仔细回想才明白他所言之意；有一次在餐厅点餐，想吃个牛排，但是菜单上的英
文…	令人崩溃，不得不在收银小哥注视下用手机查了字典然后草草点了一个菜，不过自己顺带拍下了菜单，然后偷偷回寝室一个一个地
翻译出来，从此拍菜单、翻译菜单成了自己开学一个多月的一件趣事，还特地做了一个小攻略。	

课程录音				

某次点牛排“受挫”后对于不同牛排称谓研究	虽然不管在学习中还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听力障碍以及以此造成的小尴尬小糗事一直在发
生，但是似乎潜移默化的，这五个月给我带来的听力上的训练和词汇量（学术名词和生活用语）的扩充，以及敢于出声说英语的勇气
（当然很多时候是不说也不行），一点点体现出来。到了学期过半的时候，课程的内容当场能够听懂大半，教授穿插在教学中的偶尔一
两个玩笑，我也能在明白后第一时间跟随全班三百多人一起哄堂大笑；在老师办公室问问题或者交作业的时候，也逐渐从他说我应承傻
笑，变成了偶尔地主动沟通，在学期结束之时还特地和教授一起吃了顿食堂，带着复旦熊向其讨要了一封推荐信。生活中，打篮球时，
我能够和无论是新加坡local还是在坡学习的中国学生还是印度、白人、黑人同学进行简单的战术交流和问好（一直热爱篮球，在NUS
打球的过程中将许多实战术语依葫芦画瓢地运用在日常玩耍中）；也能在RVRC宿舍区的公共厨房教美国小哥烹饪可乐鸡翅，向马来清
洁阿姨们学习马来西亚美味的咖喱菜。	如果说课堂、日常沟通、兴趣爱好是我这五个月磨练听力和口语的主要方式，那么Youtube、
NUS图书馆应该是我增长词汇量和增加阅读能力的最好渠道。NUS的Central	Library	真的是大，自习室里面冷气开的足足的，而且
图书馆边上的餐厅the	deck里的冰淇淋华夫饼和鸡饭也是NUS出了名的好吃。时常在某个没课的一天，早早带着外套去图书馆占位，
静静地阅读一天，中午美美吃顿饭，下午稍微睡一会，迎着夕阳的闹钟而归，再顺路在U	town的健身房跑一小时步。只不过英文阅读
全书着实吃力，一本二战史看了将近大半个月（到新加坡前自己定下的一学期20本书自然也成了一个笑话）。特别喜欢在某次二手书贩
卖中花1刀得到的一本小说，心心念念想将其翻译成中文，不到一半却被自己拙劣的英语和语文水平嫌弃半死，还是半途而废。	当然，
除却英语学习，我觉得让自己收获更大的是某同体验，亦或是明白的某个小道理——努力了尚且不一定能够有所收获，何况不努力？	选
修的三门课中，一开始以为压力最大最担心的就是德语课，毕竟自己O基础，对于外语学习并不擅长，而且是用英语来学习德语；但是



上课一个月后发现，真正遇到麻烦的是分子生物学。从课程预习开始就发现满满的生物学专业词，课程没有答疑课、没有助教、没有作
业，三个教授上完各自的部分下课就走，一开始按着自己在国内的习惯学习，遇到问题羞于询问，也没有太多的渠道获得合适的习题
（或者说自己并没有足够重视），结果第一次的期中考试便给自己当头一棒——三百多人的课堂吃了一个B的成绩。看到成绩后不免心
惊，不得不更加重视这么课程，花了100多刀买了原版教材，打印习题，一遍一遍地预习复习PPT，还耍小聪明问国内同学要到了他们
的PPT和习题。信心满满地准备考试，结果在冷气十足的几百人考场，考试不到一半变被吹得肚子难受。后来还剩半小时的时候忍不住
向老师提出上厕所——“but	you	have	to	finish	your	paper”，看着三分之一的自己可能做得出来也可能做不出来的空白，我最终还
是落败，仓皇逃出考场，心下还自我安慰前面做的不错成绩应该也还凑合——当然最后的成绩单给我响亮的一个耳光。坦白讲，这门课
是自己在大学遭遇最困难最窘迫的一次，但是也几乎是自己花费心思占前三的课程，看到成绩后一度想不通，甚至陷入自卑和自我怀
疑。但是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很多时候，努力了不一定要有收获的，甚至没有收获才是常态，其实不仅学习
会如此，生活，或者整个人生往往也会如此。虽然有点反鸡汤，再回想自己在复旦的两年半的学习，其实一直一直都没有别重视学习，
有时候反而很任性，自己喜欢的课程就多投入，拿个不错的成绩，不喜欢的课程，就随之任之，在期末草草复习，混个成绩，有时候能
混到好成绩，有时候也会不令人满意，混到好成绩的时候觉得理所应当，而成绩不满意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这个成绩和我考试前一周的复
习不匹配。现在想来，明明自己一学期没有努力花心思，什么样的成绩都是最最正常真是的。	关于这一点，真的很庆幸自己在大学恰好
过半的时候在海外遇到了这样的挫折，足够痛、足够深刻的挫折让我深深明白了这个道理——努力了尚且不一定能够有所收获，何况不
努力？那我们想要追求收获，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去努力，同时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	二、见识					刚抵达新加坡樟宜
机场便被其豪华大气所震撼，或许与浦东国际机场相比，少了几许人气，但多了几分精致，虽然来来往往的还是华裔居多，机场遍地的
英文和少量中文马来文，告诉我分明已经来到了海外的另一个国度。	如果要我说说在离开三个半月后，对新加坡所见印象最深应该就是
在新加坡见到的几个人群吧。新加坡是一个多文化、多种族国家，其中四大种族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白人，在大的环境下没有
明显的种族区域划分，但是在小的地方仍然是各个人群有着较为明显的泾渭。	第一群人是NUS学生宿舍的清洁大妈或者后勤小哥们，
每次见到他们，印象里都是清一色的棕色工作服，相比而言肤色显得更加棕和暗了。但是从第一天搬着行李进入宿舍楼起，他们的笑容
便伴随了我整整一个学期。“Morning~”、“Hello！”他们教会了我这些最简单的招呼语的正确打开方式。清晨走在过道上，迎头遇见
正在拖地的马来阿姨，一句“Morning!”让一天都变得更加有色彩。坦率的讲，一开始几天真的不适应陌生人的极度热情和礼貌，但是
后来逐渐习惯后，我学会了化被动为主动，大老远的先向对方送去问候，然后享受对面脸庞愉悦的笑意。可能自己本身比较腼腆，害怕
和陌生人，抑或是认识但不熟悉的人打招呼或者交流。但是这群马来的朋友们（虽然并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甚至在厨房遇见后彼此很难
用英语进行顺畅的交流）让我在NUS学到了可能受用很久的小技巧——主动打招呼，抢占先机！反馈最明显的就是十二月份回国后，
在公司实习，可能习惯使然，我成了部门第一个每天上班和每一位boss打招呼的实习生，不仅自己身心愉悦，也让自己更加舒适快速地
融入到team中。	第二群人是当地的local学生们，因为和他们一起上课，应该说，除了一起从国内出去的小伙伴外，他们是打交道最多
的一群人。经过和他们的一起学习、合作、交流，我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看到了另一种文化下的年轻人的思维和特征。他们非常热
爱运动，除了赤道国家特有的比较健康的肤色外，NUS的学生大多爱穿运动装，NUS的运动场地齐全豪华，健身房不亚于国内一兆韦
德，而篮球手球足球排球射击等场地更是几乎天天被占满；他们非常具有竞争意识，他们对于小组作业的认真态度令我折服，也深受感
慨，本以为复旦的同学们拼绩点已经很激烈，但在NUS发现同学们经常下课围着老师问问题，每一次Pre用尽心思。看着周围人的努
力，不禁又会想问问自己，是否尽了全力。	除了新加坡，趁着周末和假日，也和小伙伴们在东南亚简单转了转，其中两个小遭遇让自己
至今印象深刻。	某次在泰国曼谷机场转机，凌晨三点多遇见一大家子中国人，是一位中年母亲带着孩子、父母以及一些亲戚出国来自由
行，中年母亲有过出国旅游经验，但是一家子人都不会英文，在机场找不到他们之前预定的司机而焦急万分。恰巧碰见他们，得知他们
的情况后，我和小伙伴帮她们和司机电话沟通，看机场路牌，询问工作人员，最终花了一个多小时帮助他们成功碰头。在这个过程中，
感触最深的一方面是他们得知我们是复旦大学大学生之后的敬佩，让自己突然有种小小的自豪，另一个就是，恍然发现这位中年母亲，
这一家子和自己家里真的很像。如果自己的父母出来游玩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否又会遇到像我这样的帮助呢？而自己也已二十出头，能
够自己在国外游玩，什么时候才能带着父母一起，也来玩玩见识见识呢	
另一个场景是在柬埔寨，自己的在复旦的前两年一直在公益社团，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公益项目，也看到了中国山区很多需要帮助的
人们。但是柬埔寨的某个现象确是我第一次看见的——在柬埔寨的很多景区，经常有一群衣着比较脏和破的小孩子们要么手持明信片贩
卖，要么嘴里反复说着“糖果”、“零钱”等词，向往来的行人乞讨。一开始自己还于心不忍给他们零钱，买了明信片，还给他们买了冰淇
淋之类，但是后来在某个景区指示牌上看见这段话，让自己对先前的行为感到后悔，并且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Buying	items,	giving	candy	or	money	to	children	encourages	them	not	to	attend	school	but	to	beg,	if	you	wish	to
help	the	children,	please	consider	donating	to	a	recognized	charity.”	或许这句话，不单单对于柬埔寨的孩子们，对于中国的
某些公益，也有很大的借鉴启发意义。	三	决定	如果说在新加坡这五个月，最最最重要的无疑是三个决定，这三个决定，也是回来之后
对我产生持续影响的决定。	（1）				对于未来	原本自己和家里一直打算本科结束后在国内继续读研，硕士毕业工作。但是在	新加坡的
五个月，让我真正领略到了外面的一些精彩，以及跳离舒适圈后自己的磨练和快速成长。过年期间和一些师长以及家里经过几番深聊，
我决定了出国留学，希望能够趁着年轻再多多见识见识，丰富自己的阅历，锻炼自己的独立学习生活能力。	（2）				回国后立即行动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生活，难免会和亲爱的复旦进行比较，其中比较最为深刻的	一点就是两校的打印环境。虽然NUS的打印价格是复旦
的五六倍，但是每当我在图书馆宽敞的打印专门房间打印，或者在Computer	room可以通宵自助打印的时候，总会想起复旦那狭小、
昏暗、人挤人的传统打印店。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款自助云打印，能够让复旦学生打印体验优化，让咱们复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进一
步呢？	于是，回国后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小型科技公司，设计商业计划书和产品demo,拿到了一位企业家的种子投资，目前拿着
这款云打印产品参加几个创业比赛。	（3）				德语，是语言也是文化	在NUS用第一外语学习第二外语，一开始以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情，但是我	的德语老师用她的个人魅力和有趣的教学，让我深深爱上了德国和德国文化，一学期的德语学习只是我对于这门语言的开
始，回国后依然坚持自学，并且希望能够在本科毕业前考出德福。

四、兴趣	一直以来，我都以“宅男”自称，不爱出门，喜欢一个人在房间里看看书、看看剧或者发呆睡觉。但是在新加坡，在NUS，我
却发现了自己的几个浓烈的兴趣点。	（1）				健身	起初是跟着同行的伙伴结伴去健身房尝个鲜，但是很快就爱上了NUS的健身	房，宽
敞，干净，切一直开着适宜的冷气。看见健身房里面一个个皮肤比较黑的local学生们，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看见的新加坡汉子妹子们一
个个身材都那么好。于是我开始使用跑步机、椭圆机，在NUS的五个月，自己也整整瘦了十斤。	（2）				摄影与摄影	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路上的美景和地方的细节文化，让我爱上了旅行，同时	也爱上了用光和影记录路上的美好。这五个月，和伙伴们或者独自一人先
后在五、六个国家溜达了一圈，见识了当地的文化，一览美景，至今回味。相信这一生，已然和新加坡结缘。	感谢复旦，感谢这个项
目，让我一个平凡的大学生，有了一次机会去体验这次舒适圈外，艰难又有点刺激，新鲜而又收获满满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