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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是北京时间23点，难得在日常聒噪的家中辟出一方天地容我一人独处。想到数月前在同样静谧的Davis的夜晚，我也是如此坐在桌
前，读着、写着、想着并渴望奔跑着，那股无名的对于“颠倒”的狂欢的欲望仿佛又向我袭来。那时，伴着Spotify中播放的李志的《和
你在一起》与《关于郑州的记忆》，我的眼看向走廊里夏威夷风格的挂画，齐人高的木质书架上金边拇指索引版的新教圣经，家中那架
典雅的黑色雅马哈三脚钢琴，车库里那台从城中Bike	Exchange处租来的略有些破旧但性能尚可的绿色二手自行车，Grande	Avenue
两旁的小别墅与绿地，downtown	Davis仅有的几家酒吧躁动的气氛——推开那扇门就进入另一个世界。那时，我渴望冲破那共时的、
空乏的时间。而现在，我知道是时候该写点什么了。	去Davis之前有许多的步骤，我也曾想列一篇干货式的小结于此，奈何记忆之疏漏
与思维之不缜密，只得寄望于同侪为后来者引路。（最为复杂的疫苗并不需要）而对于UC各分校的特色则可见知乎的详细介绍。以下
仅谈及部分在Davis的感受，供看官参考。	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Davis是一个可谓村的小镇，虽不及低地国家小镇上人文主义者的遍
地痕迹，却也弥漫着岁月静好之味。在小而有序的downtown中层次坐落着一些小店——电影院、餐馆、银行、邮局、书店与藏式风格
的纪念品店为略显单调的字母/数字路名（A/B/C/D…Street）增添了光彩。几乎清一色的一层楼房，遍地的绿化与随处可见的悠闲骑
车人让我不常有地感受到了对一座城的“融入”。Davis有几乎等宽的自行车与汽车道，在这座自行车友好城市中我每日就这样听着音乐
掠过一家又一家的门前花园，从暑日——炽热的加州阳光，到秋日——满地的黄色落叶，再到冬日——只领略了几时我便离开了。没有
预想中的游山玩水或过多的口头交谈，就这样淡淡的，却也让我深信：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其实，我的生活半径并不大。距离价格合适
的超市Save	mart约2公里，生活用品就在那解决了，遇上不期的关门（共两次）则前往800米外的Safeway。三个月的生活谈不上节
俭，亦不属豪奢。打完球太累了，便去Ding	How茶餐厅点杯冻奶茶与叉烧炒饭（不得不吐槽，接近零度的12月头，饭店上的水还是带
冰块的）；若是忽地想到了炸鸡的味道，便去邻家连锁快餐店吃一大包薯条（有两种选择，其中traditional的比较好吃）、三块炸鸡配
两碟小酱（选项过多而显得有点麻烦）、喝汽水喝到饱。（其间当然也浪费了不少时间，人文学科的同学还是多跑图书馆，乖乖蹲在地
下一层禁言区的角落里读读书为好。此处提到禁言区是因为图书馆中大部分区域是可以说话的，有具体表示表明可被允许的音量）。	而
校园，反倒不是我生活的重心。一周三门课，上课时间并不多，多数在校时间还是在打球、吃饭和读书中度过，余下时光便是居家。校
园里ARC（Activities	and	Recreation	Center）的球场比国内的自然是好上不少，而美式打法也有很大差异，多是全场11分制男女
混合；关于吃饭，我多去Memorial	Union中的coffee	shop解决，Pepperoni	Pizza与Taco	Salad窗口中的Chicken	与Spanish
Rice是我的最爱（默认是加beans）；读书则是在主图书馆	——比之诸多美国校园的（新）古典式建筑当然是寒酸，不过也不失为一
个安静读书的地方（前提是要到禁言区）。同时，加州系统作为全球公立大学之标杆，资源也能满足绝大多数同学。人文学科的同学，
无论去哪所分校，都可好好利用当地西文的文献资源。	再次，便是仅有的两次出游，其一是房东驱车带往邻近的萨克拉门托城的大型华
人超市（算是应有尽有，有需要的同学可前往），另一则是独自搭乘Amtrak（可下载同名app）列车去往UC	Berkeley——电报街直
通南校门，湾区的涂鸦，Moe’s书店（令人想起《美国往事》）与悬于路灯上的圣诞装饰令我印象深刻。Davis附近当然还有优胜美地
（Yosemite	National	Park）与旧金山，节假日与朋友约好一同前往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是我欢乐的合租生活。或是Airbnb或
是学生公寓，或是二人三人，或是五人六人，都会是大家难忘的经历。既然大家都将体会，我便在此打住了。	有时候真是难以相信，回
国的日子已经比在Davis的长了，我时常还会回想起加州的阳光，没摘下过的墨镜，李志的歌曲与习习微风。一定会再去的，也希望各
位同学在那美妙的三个月中平安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