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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学·探路	在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历文所）学习的日子，想必要成为我硕士阶段最难忘的经历之一了。尽管这所
以工程机械学和会计学著称的私立学校，在台湾大学的排行榜上并不显眼，其位处台中的地理情况也不够诱人，但在这里遇到的人、
事、物都给了我深刻的感触与极大的启发。	刚来历文所的时候，对系所同年级同学的年龄分布感到非常诧异，有为了实践而储备知识的
中年人，也有出于兴趣来提升自我的老年人，这种终身学习的热情使我倍受鼓舞。从3月初到6月底的一整个学期里，我正式选择的只有
一门课，与同学提起时他们都禁不住怀疑——你不是来交流是来玩的吧？而实际上，这唯一的一门课——王嵩山老师的《亚太博物馆
志》确也令我大开眼界。王老师是台湾著名人类学家，也是台湾博物馆界执牛耳者，上起课来有自己的章法。从学期初包罗万象的中英
文阅读书单，到学期末反复打磨的学生个人报告；从课堂里研讨会式的发表和评论，到课堂外资料的搜集与调查的展开，王老师给予每
位学生密切的关注与循循的引导，也让同学们在提升阅读量的同时，朝着各自的研究方向扎实地前进。对于我而言，能在逢甲大学聆听
王老师的授课与教诲，已倍感幸运，还能从课堂上将视野从大陆移向台湾再移向南拓展到东南亚、大洋洲等地区，简直获益匪浅。那些
埋头啃外文资料、精心准备报告的日日夜夜，现在想来却成了宝贵的经历，使我在全身心投入的同时，不知不觉提高了学术水平。	除了
日常上课，我还积极参加历文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如师生座谈会、系所讲座、文史导览、地区研讨会等等。让我印象深刻的要数师生座
谈会，学生可以自由地向师长反映一些关于学校的意见，而老师则会和大家聊聊系所发展、学科近况等等话题。这种努力搭建与学生交
流沟通平台的做法能提高学生对系所事务的参与度，非常人性化。	在逢甲，我最喜欢也是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逢甲的图书馆是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还经常光顾学校的体育馆、游泳馆，所谓脑体兼顾、劳逸结合。当然，逢甲的探索之旅远不止此，值得一提的是说
到逢甲大家一定会联想到的“逢甲夜市”。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去夜市觅食是在逢甲生活的必修课或者说是“无奈”之举——因为逢甲大
学没有食堂！身处餐饮业竞争激烈的夜市之中，学校深感餐厅经营难以维持，于是停设了食堂。一开始，吃惯学校食堂的内地交流生对
此都深感不便，每天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到了饭点要做出吃什么、去哪儿吃等等一系列的选择……不过在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大家纷纷
搜罗到自己喜爱的美食，慢慢体会到夜市的便捷。	二、行走·识路	交流的日子里，学习并不是所有旋律，还有外出旅行为生活增添色
彩。约上三俩小伙伴，选一个目的地，坐上台铁、高铁、巴士就可以去任何想要去的地方，而且几乎台湾的每一个市县都有自己的特色
景点，都适合待上几天。短短几个月，我先后去了澎湖、嘉义、台北、新竹、台南、垦丁、宜兰以及高雄，还到过彰化鹿港和云林北港
参加民俗活动。	由于我学习的是博物馆专业，每一次出行更像是一次博物馆参访，每到一处，最先寻觅的就是当地的文化遗产，最先涉
足的也是特色博物馆。记忆的背囊中，渐渐多了诸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宜兰兰阳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以及诸如
澎湖天后宫、新竹义民庙、台南安平古堡等古迹遗址……这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参访体验是去新北市金瓜石参加辅仁大学组织的工
作坊。这次工作坊是由高校牵头，邀请遗产地居民、社会企业、日本专家等相关从业人员多方参与的活动，包含遗产地参访、专家讲演
以及综合座谈等几项议程。这次活动让我切身地体会到台湾民众对在地文化的热爱以及对遗产保护利用的积极探索，也深刻意识到大陆
地区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急需公众力量与政府以外的第三方力量的投入，这也许会成为大陆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新的发展方向。	在台
湾的四处行走，遇到的人、经历的事、看到的风景，值得讲述的实在太多。澎湖的岛屿、海鲜，阿里山的森铁、日出，垦丁的灯塔、海
岸线；台北的现代、台南的淳朴、宜兰的闲适、高雄的宜居……凡此种种，皆让人流连忘返。还有台湾人对妈祖、王爷等民间信仰的虔
诚，也让我深切体会到了在地文化对社群的凝聚力。不过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台中，毕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最长，而且这里公交车乘坐
前8公里免费的政策对学生而言也是很大的福利，这里的生活不像台北那样快节奏，却也十分便利和谐。	三、感悟·铺路	初到台湾，我
还对各类公共场所里的人性化设施颇为关注，卫生间都装有紧急求救按钮，车站等公共场所都有集哺乳室、AED急救装置、无障碍通道
等等公共设施，这些建设都体现了台湾社会对特殊人群的真切关怀。而且人们的素质普遍较高，在乘车排队、上下电梯等生活细节中就
能体现出来。生活中，台湾民众最常挂在嘴边的话语就是“谢谢”、“不好意思”等，让身处其中的我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感染。	对台湾最切
实的感受，除了良好的秩序，善良的民众，还有就是垃圾分类回收的环保观念，逢甲大学周边虽为夜市，但却根本找不到露天摆放的垃
圾桶，即便是人来人往的夜市街道也鲜见垃圾乱丢的现象。原来，各家店铺都对店里产生的垃圾自行分类，每天按时将垃圾倾倒给在街
道穿行的垃圾车；而游客则保管好自己的垃圾带去有分类垃圾桶的地方丢弃。因此逢甲周边街道的环境非常整洁。学校住宿区也有定时
开放的垃圾场，并专门设有志愿者对垃圾倾倒行为进行规范与监督。这种变废为宝的生态理念很值得在大陆提倡。尽管大陆人口众多，
协调和管理起来较为困难；但当政府努力推行全民积极实践，形成社会习惯后，这种资源再利用的理念所实现的效益一定非常可观。	由
于没有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很多人都觉得去台湾大学交流不比欧美的大学收获多，对此我并不认同。其实，无论去哪里交流，这份经历
都会慢慢积淀最终内化为我们的人生财富，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生活的人都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与理解，同时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
们学习与反思。			后记：	在逢甲，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系所的老师、同学，一同来交流的学长姐学弟妹，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关切，
让我感受到了家人一般的温暖；在台湾，我更深入地探索这里的风土与人情，更客观地审视大陆的现时情形与发展趋势。我会好好珍藏
这些美好的回忆，希望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中能将所见所闻有所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