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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旦大学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很荣幸地通过了复旦大学法学院组织的面试，有机会进入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进行为期一个
学期的交流学习。准备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是漫长的，其中最为复杂的是办理申根国家的游学签证手续。	我听说最快的签证2个工作日
就下来了，可是我的签证遇到了点小麻烦，材料递交一周之后通知我下周去面试，所以差不多用了20天才拿到奥地利的D签证。	为了
省钱，我往返的机票都是经过中转的，分别经停新德里和莫斯科，这样往返的费用总共还不到6000元人民币。		维也纳给国人的第一印
象似乎就是“音乐之都”。莫扎特、舒伯特、车尔尼、海顿、卡拉扬这些音乐巨匠都是奥地利人；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在中国也近乎妇孺皆
知。维也纳躺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一个盆地里，诗情画意的多瑙河穿越维也纳市区，给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带来无穷无尽的灵气与
灵感。	除了享有音乐之都的盛誉外，维也纳也被称为建筑之都。	保存完好的老城区中，遍布各式风格的建筑，移步换景，无论从任何
角度观赏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冲击，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	动人的音乐无时无刻不在空中萦绕飘荡，飘过古老的宫殿，随着多
瑙河蓝色的波浪一起流动。		维也纳大学就座落于市区的中心位置。高雅的文化氛围、优美的自然风光使维也纳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漫步维也纳大学校区内就如同徜徉于艺术王国。　具有欧州文艺复兴式的古典风格的大学主楼是维也纳大学的中枢所在。成立于
1365年的也纳大学曾经出现过灿若群星的校友。	维也纳大学主楼内两侧长廊陈列着100多座纪念雕像，除了纪念精神分析创立人弗洛
伊德、物理学家多普勒与薛定谔，遗传学家孟德尔等等之外，还纪念25位来自法学院的校友，包括自由法学派的创始人埃利希、现代规
范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	就连享誉世界的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是维也纳大学的校友。能够在维也纳大学读书，实乃为
一生之幸事！						维也纳大学的开学日是10月1日，而我提前至9月18日到校。在这近两周时间里，除了安顿下来，办理一些必要的手
续外，逐渐学会了去适应一个崭新的国度、一门崭新的语言，并且学着去适应这里的交通、饮食、文化、交通和风土人情。我只懂一点
点德语，但是在维也纳的生活、学习却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因为大多数维也纳人的英语都说得很好啊！					维也纳的公共交通极为发
达，以至于出租车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买了公共交通的月票或年票，就可以在市区的中心区域任意换乘除了出租车之外的各种交通工
具，包括地铁、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区间内的火车。	维也纳地处中欧，餐饮自然也是以西餐为主。一份空心面差不多要六、七欧元，
与复旦的食堂的餐饮价格相比，不是一般的贵啊！多亏自己从国内带来了个小电饭锅，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吃饭的难题。	学生宿舍全是
商业性运营的模式，住宿条件很好，只是偏贵，每个月422欧元，并且还要外加清扫费用——这个和国内的物业费倒是有几分相像啊。
Stu-Wo的宿舍里有暖气和卫生间和洗澡间，每层宿舍楼里有装备良好的厨房；在宿舍楼的底层甚至有自修室、舞蹈室、钢琴房、健身
房甚至还有桑拿浴房。这简直比某些星级酒店还好啊！不过，我居然一次没有去洗过免费的桑拿浴，也多多少少算是一点遗憾吧。	站在
宿舍的顶楼阳台，便可以鸟瞰维也纳的中心区域，包括远处的史蒂芬大教堂、维也纳大学主楼边上的维也纳市政厅，还有近处的卡尔教
堂等。更为奇妙的是，远处的阿尔卑斯山余脉的风光也尽收眼底。（在2017年新年到来的时刻，各国来的留学生挤在宿舍楼的小阳台
上，一起用德语喊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倒计时，新年氛围真浓厚啊！）	而我宿舍旁边的一条小河流名叫维也纳河，在市区汇入多
瑙河。我时常晚饭后在维也纳河边散步，一面锻炼身体，一面排遣在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					我在维也纳大学选了两门课：《法学理
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theory)	》和《劳动争议调解（Mediation	of	employment	disputes）》。一方面不得不承认，
维也纳大学可选的英文授课的法律专业课程太多了，单单就法律学科而言就有好几十门英文的课程可选，另一方面，仍然感觉有些课程
太火热但课程所能容纳的学生数量比较有限，仍有无法选到心仪的课程的事情。	《法学理论导论》课与国内的法理学课程并不相同，而
更像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史。我选择该课程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信该课程肯定会涉及到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	——我觉得来维也纳大
学学习法律，不学习凯尔森的理论简直就像白来一遭了！该课程本来的容量是25人，但实际选课的近60人，真是火爆啊！最后实际选
该课程的有38人，Alexander	Somek教授真是宽厚仁慈啊！该课程的电子英文资料就有近700页，而大家为了阅读方便，大多数同学
都选择打印出来仔细阅读。Alexander	Somek教授讲课激情四射，大家都很喜欢他的课程。他的每一次课程大体分为复习提问环节、
交流谈论环节、布置下次课程内容预习环节，一丝不苟。我不仅感叹，选课的那些欧洲人的英语说得太好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用英
语来讨论、表述艰深晦涩的法律专业知识，显得那么流利、那么熟练，简直就像是在说他们的母语一样。我还有幸聆听了Alexander
Somek	教授主持的一次学术讲座，主讲人是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	William	Scheuerman，后者是研究	Carl	Schmitt学说的权
威。	讲座安排在法学院顶楼的那层，有几根粗大的钢柱支撑起略显寒酸的大厅。好几位年长或年轻的法学教授们坐在前排认真地听讲；
等到了提问、谈论环节，老师们进行了极为热烈的学术交流，他们时而用德语、时而用英语来表达思想，都能够在两种语言之间任意切
换，实在让人佩服。	这让我想起一句中国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选修的另一门课程《劳动争议调
解》采用相对集中的授课方式，大约只用两周课程就全部结束。	课程大约有近20人参加，大家被分成了两个大组，学理论课的时候大
家在一起上课，而进行讨论的时候则是分成若干小组，分别代表劳资双方，并且随着不同的案例，每个小组的角色也会发生转换。小组
讨论之后就是实战模拟，劳资双方进行非常“正式”的谈判或调解——调解的时候，自然由教授本人来扮演调解人的角色。	教授来自新西
兰，也是一位非常慈祥、非常敬业的长者形象。等数论授课、小组讨论、实战谈判或调解模拟环节之后，课程就接近尾声了。作业就是
给两周的时间，写一份反思日志，内容涵括主要事件、争议各方的底线、各方的目标、谈判策略、谈判的转折点、调解和谈判的区别与
联系、自己和同伴、对方各个成员在每一个环节的表现、自己的收获等等。	等我花了整整两周时间把反思日志写好，发现通过该门课程
还真是受益匪浅，包括学到了不少谈判和调解的技巧、提高了英文的口头表达和书面应用能力，也锻炼和提升了自己的沟通能力、提升
了团队协作能力。等我后来看到自己该门课程得了优等成绩的时候，真切地感觉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就会赢啊！						维也纳的圣
诞、新年假期大约有20天，从12月20样子到1月10日结束。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紧张地备考期末考试之外，就是大量地收集自己所需
要的学术资料。我通过维也纳大学图书馆的资源，还有谷歌学术，检索并下载了大量英文的法律学术资料。除了学习之外，我也偶尔去
市区或者郊外放松心情，因为维也纳的一切是那么地让人流连忘返；并且，等到一月底期末考试结束，我也差不多要离开维也纳大学回
国了。	曾有一次，花了12欧元买了一张维也纳博物馆的通票，一个晚上看了5家著名的博物馆，直到深夜两点才开始乘坐地铁返回宿舍
——维也纳的地铁、地面有轨电车、公交车是整夜都运营的，算是真正的不夜城。在即将离开维也纳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5欧元
去了一次金色大厅。尽管只是站票，也没有削减我对音乐的热情。	这一次的维也纳大学交流学习，有太多的收获，也有些许的遗憾。比
如，即便是维也纳，也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去欣赏，更不用说错过去萨尔斯堡等等风景如画的地方了。	当然，我来维也纳的主
要目的是交流学习，这个目的实现了，其实就是最大的收获。	再次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给了我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并向关心和支持
我的老师、同学和外国友人表示衷心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