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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上的事情与同行的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分别：报到、开课、考试、结业……也有向更多人展示中国交换生的形象与新时代中国年轻人
的思考、参加当地活动以及向疑惑的新加坡人普及台湾的历史、与新闻专业的新加坡人讨论华为事件报道的立场性……	除此之外就是一
些观察与随笔了：	1	在这新加坡，就好像时间停滞了一样。天也碌碌，人也碌碌。恍然神思，已是深秋时节。人若不经历四季之变化，
又怎会感叹时光荏苒？待到两鬓斑白，恐怕才会惊觉已逾半生。	当权者弹指一挥间，民众便已烙上时代的印记。儿时的记忆是模糊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中国刚好交接了两个时代。而对于新加坡，香港，台湾....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同龄人而言，恐怕只是一个完
整的时代罢了，金融危机也是这个圈子内的常事。90年代附近的事件他们和我一样都很模糊。与其苛责这些年轻人，倒不如去苛责那些
知情却没有责任感的老人。	或许有一天，新加坡的时间会再次开始转动。	2	我们都知道时间不多了，我们也都发现了因为时间不多而
抓紧享乐的把戏，已经让你失去了几乎一切的长期主要目标。	名曰夜读，实为夜思。然而既没有星空陪赏，也没有万籁俱寂的气氛。新
加坡多样化的人种和慵懒的作息导致了每个人丰富的夜生活。凌晨三点，街道上车水马龙，自习天台人满为患。打麻将的，电影外放
的…	3	世界的格局只会在需要之时改变，这需要之时是否在我的生命长度内仍未可知。若不揣度天意，顺我想法，那除了虚幻一轴上的
传道，还有现实一轴中的平衡，中华民族尚未回到原本的历史地位。维持天下的平衡，造就良好学术氛围，百家争鸣，而非西方思想独
大，英语为载体的畸形世界，才是我目前的追求。即使为使用方便也应推行独立于各语言之外的世界语，才能不卑不亢，让所有民族抬
起头来，各抒己见，思想碰撞。	4	记新加坡的蚂蚁：	地上一只蚂蚁爬进了我的领域。	思考随之而来，我是该踩死还是不踩死呢？这也
是行善与行恶的区别。若我踩死它，就绝对可以防止它爬上我的身体，却初始行恶；若我不踩死它，是为行善，可不能保证它不会爬上
我的身体。我盯着它，离我的脚下越来越近，若不是为了爬上，干嘛拐弯，直冲冲地对着我的脚而来？直到我踩死它的时候它都没有爬
上我的脚，但我不能接受它爬上的后果，也不能承受时刻监视着它消耗的精力。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踩死它，可踩死它并不能真正防止腿
被蚂蚁爬上，或许有其它你不曾注意到的蚂蚁也说不定。可踩死一只总归使想要爬上自己腿的蚂蚁少了一个，难道不是只赚不赔的事情
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却忽略了这只蚂蚁的死亡本身就是变量。蚁群都可能被吸引过来，到时候有该怎讲？不要以为放过蚂蚁又
占优势了，你与蚂蚁无法沟通，蚂蚁本身就能唤来蚁群，蚂蚁不知道你此举是故意放过它，怎会将其视为一个善意的举动？说不定自己
还沾沾自喜呢。	要尽可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行善事的情况下行善事。如果换一种情况，这只蚂蚁沾染了有毒物质，如果回到蚁群中会害
死整个蚁群。我踩死了它，但蚁群与我无法沟通，这时虽然踩死这只蚂蚁变成了好事，却依然不会改变被蚁群围攻的事实。那么使用这
么复杂的条件换来做善事，却不如不向他人解释直接踩死蚂蚁来的方便，利弊数量也与前者相差无几，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	黑暗森
林。	最令人气愤的是，我正思考间，盯着左脚脚下的蚂蚁尸体，一只蚂蚁却赫然出现在右腿上。我当即原地跳起，狠狠地甩掉身上所有
蚂蚁。当时的心情恨不得毁掉世上所有蚂蚁，捣毁新加坡的所有蚂蚁窝。这又涉及到情绪与仇恨对世界带来的影响了。	同族之间，情况
又有变化。我杀不死他，就算杀得死他，也杀不死他全家。不管放不放过他，他全家都会找我麻烦，梁子一旦结下，互相都会不得安
宁，双方又都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又有合法性、非暴力的监管。难，难，难。不能了断别人，很多人就选择自行了断。可这样就能使仇
恨消失吗？不会，只是用生命为代价将自己置身事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