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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新学期开始了，而我终于也迎来了在复旦的最后一个学年。如今2015春季的交流已恍然过去了小半年，而在交流期间的一幕幕
却仿佛仍在我眼前。曾经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也不够优秀可以参加交流项目，而今我非常庆幸当初下定了决心出去独自看一看，才能从
看似短暂的四个月交流期间收获良多。					2015年1月，我只身一人来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未知的生活和迥
然不同的环境。首先让我感到交流宝贵性的是不同学校之间教育风格的差异。这里的授课过程相比起复旦，显得更为轻松随意：教授授
课时并不会将知识点进行非常严谨的理论梳理，课件上展示的也只是一些非常简略的关键点，而同学们专注的眼神中也充满着求知的渴
望。一切仿佛都归功于新加坡常年夏季的气候，这里充满了热情、轻松而又充满活力的氛围，教授上课乐于举生动的例子，同学们会经
常在课堂上掀起思维激辩，使这里极长的授课时间也显得有趣起来。我参与的每一节课都有团队课程project，而在完成的过程中我对
新加坡人这个群体又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即使在今天，我也能清晰想起新加坡同学一笑就能露出两排雪白牙齿的爽朗笑容，想起他们伴
着Singlish口音努力用中文向我介绍新加坡有趣景点的模样。很大程度上，在我心中他们就代表了新加坡人这样一个群体	，永远乐
观、热情，就像新加坡的阳光一样，长年明媚，令人温暖。	当然，作为一个吃货，无比令人感动与怀念的还有新加坡当地的美食。其实
新加坡菜系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是兼容并包中国、马来、印度、泰国等各大外来文化而逐渐衍化而成的多元体。辣椒蟹、肉骨
茶、娘惹菜、叻沙、海南鸡饭、咖喱等等，如今细细数来也不尽令人食指大动，为之醉心，恨不能深埋其中永远做一只简单的小吃货。
平时新加坡本地人鲜有在家中自己烹饪，大多都是走上街头的食阁，当地叫做food	court，花上四五新币，便可享用一道最地道的本地
料理。这样的地方随处都有，踩上一双人字拖，穿上最舒适的T恤，随意便可享用。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的态度，从当地的美食中多
多少少能看出些端倪来。新加坡小小一片国土，却能做出中华料理地大物博的气势来，说服了无数来来往往的过客，不禁令人肃然起
敬。	交流期间，最不能忘的就是叫上三五好友，去周边国家看一看。因而我在交流期间，也很有幸能到泰国、马来、柬埔寨等几个国家
去领略东南亚文化。去的地方多了，变会发现国境的毗邻造就的文化的相似性。在这些地方，人们的饮食起居方式、诸如庙宇等文化信
仰多多少少有着彼此的影子。交流期间的旅游和我之前体验过的旅行迥然不同，曾经我去到一个地方，只是着急赶着去看著名景点、品
尝当地美食，在心中插上一面到此一游的旗子便草草了事；而这一次我懂得细细品味比较，甚至勇敢地与当地居民指手画脚地聊天，深
入一个地方的文化之后才会发现什么叫“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一看”的真谛。	短短四个月的新加坡生活，却无法全然用语言描述出
来，这一段经历在我的生活中已成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一遍又一遍细细去回味。我依然深深爱上了那个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再
回去，再感受一遍那里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