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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校简介			圣玛丽学院坐落在美国马里兰州圣玛丽市。若是以中国的标准，与其说圣玛丽是个城市，倒不如说它是个现代化的村
落－－美国都市的熙熙攘攘到了这里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圣玛丽学院可以算是这座城市的代表，建于1840年，早已与周围的一草一木
融为一体。倘若时外人，经过学院时是难以将周边地区与她分开。学院依托地势而建，风景秀丽，依山傍水。学校旁边的圣玛丽河向来
是不会冰封的，因此水边码头也就成为附近学生与居民四季划船钓鱼的好去处。一条细长的公路贯穿整个学校，像是圣玛丽学院的生命
线，勾连着学校外面的世界，为全校师生提供着必要的给养。正是这条路，让小小的圣玛丽学院勉强能与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挨得上
边，学校距离华盛顿车程1个半小时，距离纽约也才不过5、6个小时。到美国的第一次行程便是从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到圣玛丽学院，从
平直宽阔的柏油马路到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四个月内我走了一次又一次。			2.	学习生活			我虽然在名义上还是英语文学专业的交换
生，但在美国，不单单文学、语言学等分支之间的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英语学科的不同进化体也仍然相互交织。因此我选的四门课有一
门名叫《修辞学与美国政治》便属于已经消失了的修辞学的课程，而另一门美国奇幻小说则属主流美国文学范畴。剩下的两门分别是基
础写作，基础法语。这四门课程的授课形式都非常具有美国特色，与国内截然不同。拿美国奇幻小说这门课做例子，这门课要求同学们
看是十位作者所写的奇幻小说，每次上课都会布置阅读任务，而在下一节课上课之前每位同学都需要对所阅读的章节提交一份daily
posting。Daily	posting	没有固定形式，它可以是任何你关于文本想要谈论的。我仍然记得我在阅读《权利的游戏》时，曾引入《鹿
鼎记》进行对比，不同文化中惊人相似的母题让人忍俊不禁。与国内不同，圣玛丽所开设大多都是研讨型的，因此每个人写了什么都可
能会受到其他同学的点评，因此所有的daily	posting	都会成为老师授课时的谈资。美国的课程普遍是课时不多，作业量大的，因此需
要学生自己在课下独立工作的时间很长，老师仅仅起到从旁协助的作用。比如基础写作这门课程，一个学期真正需要全班同学都出席的
课程不多，而每位同学每周都需要与助教或教授见面约谈半个小时，以解决在平时写作中遇到的各项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都是由学生自
己提出，这种见面也就有了一种量身而定的感觉。我记得我曾经就英语写作中的sentence	agreement这一问题研究了半个学期，在写
作上也更加接近native	speaker。			要说在交流学习中的高光亮点，那当属《修辞学与美国政治》这门课。我交流时恰逢美国政治大
选，这门课切题的教学任务让课堂讨论异常激烈。在系统性阅读了从古希腊至今的修辞学理论后，我们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对政治演讲的
批评研究。由于修辞学本身目的在于阐释修辞学的说服效果而修辞辞令也不可避免得具有操纵观众的色彩，课堂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政治
家的批判上。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国人，但得益于语言学和英语辩论基础以及长久以来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我能够轻易地参与课堂讨论。
与其他的美国学生的辩论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跨文化交流体验，我能够清晰地看到美国大学生是如何理解美国的民主政治，也能看出
他们是如何看待世界政治，尤其是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的政治人物演讲中，中国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也不应避免的话题。政治
家似乎无一不担心自己在中国话题上的缺失会成为缺少国际视野，或缺少对美国主要竞争者的了解的证据，从而可能影响他的仕途。这
一节课让我了解到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美国学生心中的国家最大竞争者，而却正因如此，许多学生渴望能够对中国进行深入了解。我
身边的同学就有许多在学习汉字，虽说各自目的不同，但却无心中体现出美国学生对中国强盛“不情愿”的认可。			对一个偏爱安静舒适
乡村生活的人来说的话，圣玛丽学院的生活环境可谓完美。学校宿舍提供24小时热水淋浴，两人一间的宿舍虽不大但却干净舒适。运动
设施集中在Art	and	Recreational	Center	和Waterfront	两处。ARC提供了各种球类、泳池和健身器材，而Waterfront主要进行
水上运动。当然学校社团也会组织一些类似骑马的活动。我到的时候刚好是大学排球联赛季，然后到11月份末尾大学篮球赛季也开始
了。因为我自己打篮球，对这方面也算比较了解。美国大学的篮球场地基本都是室内，所有球类都可以直接借用场馆用球。相对国内而
言，圣玛丽学院的场地和器械都更加专业，使用起来对身体的损害度较低。从身体素质上讲，美国黑人的身体素质要高出白人和亚洲人
很多。在与黑人的对抗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在美国认识的大部分朋友都在NCAA打球，而对于他们而言国内篮球竞争太过激
烈，都早已将目光投向海外篮球联赛。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些类似“中国人高不高啊”之类的问题，无疑，他们是希望打听到外国人的身体
素质水平的消息。			3.	美国运动文化			美国虽然篮球世界闻名，但也绝不是一家独大，橄榄球等其他球类的人气也很高。我曾经去马里
兰大学看了一场马里兰VS普渡大学的橄榄球赛，也深深地感到了运动在美国发挥的凝聚作用。那天雨不小，但露天体育馆里却坐满了
人，每当自己学校的到分数，所有人都会同时爆发出欢呼。不管相互之间认不认识，人们都会与经过自己的人击掌相庆。在我看来，美
国每个州，州中的每个社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体育的力量所团结。体育场馆俨然有着古希腊时期城邦中广场的地位，每一场比赛来看的
人远不止学校的学生，周围各地的居民纷至沓来。体育赛事的影响也就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起到了拉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作用。
		4.	纽约之行			除了马里兰，我还去了华盛顿，纽约和奥兰多三个城市。每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每个同行之人也有自己的好恶
偏好。我就极其喜爱纽约，在我目前去过的所有城市中，纽约可以称得上是Best	City	Ever。原因很简单－－城市规划。纽约给我的第
一印象不是繁华，而是交通便捷。每一处街道与街道的相联处都设有地铁站，而一个个这样的地铁站之间的连线汇聚成了庞大的地铁公
交线路。不单有南北向之分也有快慢线之分，快线以字母排序而慢线则以数字排序。初次乘坐纽约地铁时非常困惑，而一旦掌握了如何
看地图，不禁要感叹百年前就能有如此规划的设计师们的智慧了。纽约虽然寸土寸金，但城市规划上却不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实用主
义。在曼哈顿最繁华的金融区旁，就是占地巨大的中央公园。有”大苹果城之肺”之称的中央公园为生活在曼哈顿城中的人们提供着返璞
归真的永久去处，一抹浓绿洗去了纸醉金迷的浮华。可以看出设计师们曾经煞费苦心地将这一块地从金融大鳄的手中抢出，还给奔波的
纽约人以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哉，也给重商主义弥漫的曼哈顿留出一块人文气息的腹地。	5.	文化碰撞	身处国外，难免在心中将两种社
会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并非刻意，也不提供孰优孰劣的答案，有的只是每次心中突感新奇时自然流出的思考。我思考最多的是种族问
题，恰逢美国大选将社会问题暴露无遗，围绕种族问题展开的社会讨论在当时的美国多如牛毛。种族问题也早已脱离黑与白之间的问
题，越来越多的是围绕墨西哥人、亚洲人等人种。在高度民主、种族冲突显著的美国社会，种族问题是个泥淖，种族运动推进地越深陷
的也就越深。无论学者、政治家们如何艰辛地想从泥潭中抽身，他们努力总会随着一次又一次突然爆发的种族事件而化为乌有。比如一
开始出现的种族平权运动标语“Black	Lives	Matter”	就被认为带有种族歧视，因为它就将黑人归为弱势群体，从而凸显出黑人与白人
天生的不平等。这个标语被撤下后换上了“All	Lives	Matter”，而这一句话却因为太过空泛而失去了种族平权运动的象征意义。而最
终，随着川普的上台，一部分人竟然提出了“White	Lives	Matter”的口号。可见，种族问题的悖论已经成为困扰美国民众的重要问
题，种族区别也几乎成为了一切活动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我曾经参与过一次亚洲人约谈会，谈论的题目也是亚洲人是否在校园内感到种
族歧视。圣玛丽本校就读的亚裔学生普遍认为自己是存在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问题，而他们认为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种族差异。我
本人也曾经历过类似情况。在与校外人员的篮球比赛中，有人曾经叫过我Jeremy	Lin。这并非源于我与林书豪有任何相似之处，而仅
仅是因为在美国本地人心里，所有亚洲人都一样，每一个体并没有什么独特性，因此一两个代号便足矣彻底代表所有人。但这无处不在
的种族歧视却并非宣告着美国这么多年来种族平等运动的失败，难以根除歧视的原因只不过是平权运动苍白的口号在一目了然的身体发
肤的差异下显得愈发无力罢了。而对于个人而言，解决身上背负的种族歧视的方法只有提升个人能力与素质，只有其它方面的闪光远远
盖过肤色时，这种歧视的影响才能消失。			美国之行给我的另一个冲击便是美国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大部分民众都坚信手上选票的重
量。因为马里兰是蓝州，我又身在高校，因此遇到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希拉里。因此在川普当选总统后的第二天，有大量的学生因为
过于悲痛而请假，老师上课所谈论的也是政治大选，并且安慰心灵受伤的同学们。而在大选后的一两个月内，校内不断有人组织游行，
且有学生策划前往华盛顿进行抗议。且不说要求新上任总统下台的游行是否违宪，学生对于政治选举的热忱让我非常震撼。在中国有着
一种普遍的Political	Indifference,虽然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心声，很多人往往倾向于随意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或者干脆直接放弃。在美
国大选之后不久就是复旦所在的杨浦区代表的选举投票。而第一次投票竟然以废票过多而被取消，可见中国与美国在参政议政上的差
距，而弥补这一差距也成了我们这一辈人肩上的担子。	圣玛丽交流的一学期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却无疑对我格外宝贵。我不单学习到
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异国文化。文化的碰撞带来的思想的碰撞让我受益，也激发了我未来继续迈出国门深造的热情。希望未来
若有机会再到其他国家，我对世界文化的理解能够更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