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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校开始正常的学习生活已经2个月了，回想上个学期在维也纳的半年时光，美好的一幕幕场景又浮现在我眼前。那个文化、生
活、学习方式都和国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给我的记忆里也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首先，谈谈我对维也纳的关键词定义。现在想到维也
纳，我总是会想起在去维也纳之前，上一届与我同一个交换项目的学姐的一句话，“维也纳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现在回头看看，
这句话说的真实无误。	实际上，我一开始没有感受到维也纳的“宜居”。维也纳的街道普遍很窄，他们叫“大街”的地方，没有邯郸路宽，
好几个“大街”才能比上北京的长安街八条车道。维也纳的房子也很旧，大多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雕梁画栋的砖石和木头的结构，即使房
子里面很新，外面仍保持着那种老式的样子，连民居也不例外。我每次看到当地人打开公寓的门进去时，总有一种错觉，以为那门是自
带穿越功能的。维也纳的房子不仅旧，而且矮，民居普遍都在四五层楼以下，教堂是最高的建筑，所以登上教堂的塔楼常常能望到半个
维也纳。他们唯一可以和我们PK的地方是“多瑙新城”，在多瑙河的东岸，是新建起来的，摩天大楼林立，勉强可以算半个外滩。更要
命的是，维也纳没有什么购物中心，只有一条奢侈品街、一条普通购物街和一大一小两个购物中心。在我看来，五角场购物商圈几乎可
以和它打个平手了。我刚到维也纳的时候，总是禁不住的流露失望的情绪，因为没有想到，声名在外的维也纳，原来是一个“跟不上时
代”的小城市。	但是，我逐渐发现了维也纳的美。那是一种古典的美，超越年代的美，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美。维也纳的节奏
很慢，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沿着它的铁轨带着你到达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市政厅、教堂、大学、超市。一路上看到人们悠闲地坐在街边
的咖啡馆的桌子旁，闲聊着喝咖啡。看到年轻人穿着运动服绕着公园跑步锻炼。看到鲜花店里抑制不住的满园春色，降价的花摆在外面
架子上。一切是那么安详，就像那些古典的石头建筑，静静地等你欣赏。城市小了，反而让人觉得很安全，一张有效期为1个半小时的
单次车票，完全能够掌控的住整个城市，从这头坐到那头。哪里超市价格低，哪里的炸猪排很有名，很快就变得很熟悉。我渐渐地爱上
了小的城市，喜欢在商店统统关门的星期日，踱步到教堂听听礼拜，听着那些对我来说天书一般的大段德语独白。我是如此的适应这里
的节奏，以至于我开始惊恐自己原来是如何在上海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中生存下来的。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回国之后
的快节奏、大地域，虽然后来证明我这种担心完全多余了，但还是能够说明，维也纳真的很“宜居”。	第二就要说到文化交流了。可惜的
是，我的文化交流之旅并不那么顺利。我的交换学校所在的城市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属于德语国家，不过大部分和我打交道的人都
会英语，他们也是日耳曼民族的后裔，和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非常不一样。维也纳人给我的印象是彬彬有礼、优雅和保持距离。	他们
的彬彬有礼让我感到很舒适温暖。举个小例子，我去过的所有餐厅的服务员，都非常有礼貌；每次走在我前面的人都会为我留着门，并
抱着一个适合的微笑；我经过的所有迎面而来的路人，都会相互问好。他们还特别爱说“谢谢”，动不动就说个谢谢，我倒是经常呆在那
里忘记了回应。这些细微之处所体现的礼貌，让我更加感到温暖，在细微之处体会到了平等的温暖。	他们的优雅让我羡慕无比。举个例
子来说，我的一次夜游使我有了很意外的发现。记得那天是我初来维也纳不久的时候，听说维也纳治安很好，那天晚上正好没事，我就
想一个人出去溜达溜达，看看维也纳人晚上都在干什么。首先，让我吃一惊的是，街上很冷清，小街小巷上几乎没有人影，要知道，那
可才晚上九点啊！而且是秋天，天气也很好，为什么街上都没有人呢？后来，我发现了原因，那是因为商店都关了门了，超市、时装
店、面包房，统统关门，只亮着橱窗。再后来的一次，我正好是七点多下课，走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一波去歌剧院的人们，有说有
笑，衣着雍容，我才幡然醒悟，原来维也纳人如此高雅，都去歌剧院了。后来我特地在我住的地方附近转了转，才发现我们周围竟有四
五家歌剧院，不得不对维也纳人佩服，他们的文化素养确实值得国人学习。	但是，他们的保持距离则令我不时感到失望。我刚来到交换
学校的时候，我的buddy就跟我说，想要和奥地利人做朋友是非常非常难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相信，因为我觉得身边的人对我都很好。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正确之处。虽然我和我的同学都能和睦相处，和小组同学也能效率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我们的友
谊似乎仅限于课堂上，想和他们出去玩，“约起来”，简直是太困难了。我也曾和小伙伴们去酒吧喝过一次酒、一起逛过一次圣诞集市。
我的感觉是，除了一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有自己的圈子的，不习惯叫着新朋友出去玩。即便聊的很好，也没有“约”。所以，在看我的
脸书上的那些新朋友们晒各种新年活动时，我还是和中国朋友一起过的新年。在这点上，我还是很遗憾的。当初我来到维也纳之前，曾
经幻想着可以交到一大群外国朋友，但是现实还是让我和我本国的朋友交往为主。等到了这里，真正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我才既感到
自己外语不好，不够流利，又感到自己性格不够开朗，同时与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交流时，又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感到惭
愧不已。发现这些我身上的不足，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好的了解，仿佛照镜子一样，从前在国内总是有“死角”，竟然发现不了；但是在
国外，这些缺点就慢慢暴露了，也让我有了努力的方向。比如，回国之后，我开始看起了《诗经》，还报了一门有关中国古代礼制的选
修课，充实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第三，在生活方面，我是第一次体会自己买菜、做饭，制定预算的过程，感到很麻烦，但	同时自
己第一次完全独立支配金钱，仿佛在管着一个家，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也感到很有趣。	在去维也纳之前，我会做简单的菜，自己独立
生活半年之后，我的手艺大涨。这使我真正体会到了需求的力量！国外的菜品与国内的十分不同，连着吃有时也觉得不太舒服。我独自
在宿舍的时候，就开始想念家乡的各种美味，心想要是能吃上该有多好啊！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了，在超市里买了五花肉，准备做
红烧肉吃。我让妈妈给我发了详细的步骤，我按照步骤认真的做，功夫不负有心人，红烧肉做成功了，我的馋嘴也满足了，信心也大
涨。这之后，我时常地给自己“增加营养”，引得外国的室友也羡慕侧目，我们也一起分享美味，其乐融融。	第四说说我的学习生活。这
也是我感受很深的一点，国外和国内的教育方式有太多的不一样。首先，上课方式很不同。国内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往往坐在下面
听，主动提问的情况很少；但是国外的课堂活跃很多，每个老师都随时欢迎问题，学生也“理直气壮”地提问题，气氛比较轻松，节奏比
较灵活，对掌握知识很有益处。	其次，考试制度也不同，在我交换的这个维也纳经贸大学，每一门课可以考4次，从第一学期上完课考
完试之后，只要成绩不确认，就可以在接下来的3个学期里各考一次，直到确认成绩。也就是说，对一门课而言，最多有两年的时间可
以攻下这门课，而不是国内的一个学期。这样一来，相对宽松的考试制度可以缓解考试的压力，而且给学生更多充裕的时间来准备消化
知识，感觉起来更加合理一些，让我很是羡慕。	第三，学生的态度更不同。很多课点名不强制，同学来上课全凭自觉，来上课的都是集
中注意力听讲、不时提问的学生，很少有学生在课上玩手机，睡觉的更是没有。尤其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去听的每一节课上，都有迟
到的学生，迟到的学生进教室时非常淡定，有时老师还和他们和蔼地打个招呼表示欢迎，学生们安静地走进教室、挂好大衣，就坐下认
真听课了，完全对迟到不感到抱歉。看似松散的制度，却反而激发了更好的学习氛围，强制的部分少了，自由的部分就多了，自主选择
带来的结果往往更符合自己的心意。我在这样的氛围下，也受益匪浅。	总之，维也纳的经历带给了我很多新鲜的体验，也让我看到了很
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些体验和方面我真是写也写不完，当我在这里想要用一个词表达我的心情，那就是想念。想念我和同学坐
在高大上的饭店里，享用当地有名的菜肴“牛肉汤”时，那种发现美味的惊奇；想念新年的午夜，我在市政厅广场上，和数百人挤在一
起，仰头看漫天的烟花时的满足；想念我每天绞尽脑汁寻找超市里最便宜的蔬菜时，省下钱来的得意。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还没有
睡着的时候，突然眼前闪现出了一个我经常路过的维也纳地铁站的画面，地铁站展现的是那么清晰，我看到地面是干净的，各色人等匆
匆走过，肥肥的鸽子在地上寻寻觅觅，玻璃窗外是维也纳又一个阴天的天空。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很想哭，我知道，维也纳算是烙印在
我的脑海里了，谁也带不走。这里有一段我难忘的经历，有苦涩，有快乐，有绝望，更有欣喜。想起我很喜欢的电影《东邪西毒》里面
的一句话，“当你不再拥有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