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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里尔高等政治学院（Sciences	Po	Lille）进行学期交换纯属一个偶然。按照惯例，法语系一般在大四上才会派学生参加交换项
目，但因为上一级法语系的学生人数较少，空出了部分名额，所以我在最后幸运地拿到了这个交换机会，于2017年秋季学期在这座法
国北方的最大城市度过了难忘的四个月。	既然要去里尔，那么自然不能错过法国电影史上观影人次最多的本土电影：《欢迎来北方》
（Bienvenue	chez	les	Ch’tis）。在得知入选的晚上，我就把这部电影找来看了一遍，电影镜头中呈现的阴冷诡谲的气候、死气沉沉
的建筑以及那句引用的古谚语：«	Un	étranger	qui	vient	dans	le	Nord	pleure	deux	fois:	quand	il	arrive,	et	quand	il	repart.
»	（外省人来到北方后一定会哭两次，到来时和离开时。），让我对即将到来的北方之行既充满了期待，又抱有一丝紧张的不安。			1.
行前准备：耐心是最大的财富	不管是面对法国高等教育署迟迟没有通过的预签证审核，还是一直被房东拒绝找不到住房的抓狂，保持平
和的心态非常重要。同时，准备各项材料也是一件极其琐碎的事情，这都要求我们拥有极大的耐心。当你做好一切行前准备，回看这段
经历时，不仅会意识到自己multitask的能力得到提升，也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稳重。			1.1租房	租房可以算是我在行前准备过程中遇
到的最大挑战。因为里尔高政不提供学生宿舍，加上法国房东一般倾向于六个月以上的长租，所以经常会发生交换生已经到了里尔，却
还没有找到住宿的情况。	在这里推荐几个常用的租房网站：1）新欧洲战法论坛，在上面发布租房信息的一般都为华人房东或者中国留
学生，沟通便利。但也存在信息不实，可能会被二房东坑骗的风险；2）leboncoin，法国人最常用的租房网站，可供选择的房源丰
富。但如果法语水平不好，很难与房东深入沟通下去；3）Airbnb，提供精确的分类检索，房源的质量和安全性比前两者都要更加可
靠，唯一的缺点就是租金贵。	结合我自身的经验，强烈建议已经确定前往里尔交换的同学一定要及早把租房事项提上议程。在经历了三
月初的“八连拒”后，最后我终于在离市中心大广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租到了一间studio。在我交好第一笔订金、收到房东发来的住房证
明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2签证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1）在预签证阶段需要向法国高等教育署
(Campus	France)提交经学信网公证的成绩单。这一流程一般长达两个月，所以建议大家在拿到邀请函后就可以及时办理成绩单认
证；2）同样是在预签证阶段，如果高考成绩单不慎遗失，可以直接去学校的本科招生办公室补开高考成绩证明；3）想要申请住房补助
（CAF）的同学，出生证明记得进行双认证；4）法语系非大四的同学，需要TCF法语考试的成绩证明，这项考试的考位比较紧张，可
以提前备考。非法语系的同学还要参加法国高等教育署组织的面试，在面试过程中不要表现出移民倾向就好了。			1.3保险	法国高校规
定学生在新学年开学注册时必须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但由于这个国家感人的工作效率，一般要等到十月底工作人员来学校办理手续后
才能正式生效。所以建议大家在国内先给自己买一份出境商业保险。			2.日常生活：在路上与在影厅	八月末，我乘高铁（TGV）从巴
黎来到了这座北方小城。当我拖着行李箱走过老城区崎岖不平的石板路时，整个城市还沐浴在夏天金色的阳光里。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
生活，其实除了相对干燥的气候、陌生的语言环境以及每天都需要自己准备一日三餐的烦恼，法国北方的日子和复旦的生活并没有太大
区别。然而，借助里尔这个平台去探索欧洲以及在当地的两家电影院里度过的那些时光，足以让我不虚此行。			2.1	在路上	里尔被誉
为“西欧的十字路口”，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我这种旅行爱好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交换期间，我利用课程间隙与各个假期，一共游览
了二十一座欧洲城市，收获了交换期间最美好的回忆。	交换期间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的迅速飞跃，而这项能力的提
升，依靠的正是一次次的出行。选择何种交通方式？如何设计游览路线？如何保证安全？而且由于有资金限制，为了能够多去几个地
方，如何经济又不过于降低质量的出行也成为了我考量的关键。为此，我也有了从布拉格坐通宵大巴去布达佩斯、在阿姆斯特丹老城通
宵夜游、在布鲁塞尔机场过夜、在里斯本睡十二人混宿青旅等一系列的奇妙体验。	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看到《向日葵》的第二幅
真迹，在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买到Before	Sunset的电影剧本，在鲁汶大学的老校址里体会到的金色秋天，在雅典的“狼山”上看到的最
美日落……这些原本在我前二十多年生命中只存在于书本和电影里的东西，在这短短的四个月里被我一一亲眼见证。	虽然有时候因为行
程所限，我只能走马观花地游览一遍。但这种带着“观察者”心态的浸入式体验，远远超过任何媒介所带来的感受。			2.2	在影厅	另一个
不得不提的就是法国丰富的电影资源。在离我住处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家全法连锁的UGC商业影院以及一家会定期放映艺术电影
的艺术影院Majestic。于是，每天醒来后登录两大影院的官方网站查询当日的排片表成为了我的一个习惯。	十月份的时候，恰逢王家
卫获得了卢米埃尔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Majestic为此特意举办了王家卫的作品回顾展。作为王家卫的影迷，我有幸在大荧幕上重看了
《重庆森林》、《春光乍泄》、《东邪西毒》等一系列王家卫的代表作品。	在交换期间，我在这两家电影院一共看了三十多场电影。买
一个洒满糖粉、甜到发齁的法国夹饼，去放映厅里度过一个个心满意足的下午和夜晚，这些与光影陪伴的时刻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美
好。			3.学校体验：精英教育的另一面				3.1	“我为法语狂”	因为是政治类院校，所以学校的课表上基本都是社科类课程。这对来自外
文学院、缺乏相关学科背景的我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交换期间我一共选了五门课，四门法语授课，一门英语授课。由于我是
交换生，除了法语语言课是最后一节课当堂口试，其他课程都只需要在期末时提交一篇论文。但这并不是说课程的内容很“水”，事实上
除了法语语言课，其他四门课的老师在每堂课后都会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如果认真钻研，一定会对欧洲政治体系有一个较为深入的理
解。	比起学科背景知识的不足，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法语。虽然已经在国内学了两年的法语，也能够把老师布置的听力材料认真的听
完，但当自己真正置身于法国大学的课堂、和身边的一群法国同学一起上课时，才意识到自己离熟练的使用法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	每次上法语授课的课程，全神贯注听上十五分钟就已经是我的承受极限。大量的专业词汇和老师极快的语速常常让我不能够完整地
理解一句话。我和另外一位同去交换的同学打趣地说到：“法国的同学们是来了解欧盟建构及其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而我们
只是来锻炼听力和增加词汇量的。”	好在里尔高政的同学和老师都非常友好。当地同学热情地把他们前几届学姐学长整理好的笔记分享
给我们，老师对我们这些交换生的要求也会适当放宽，并且耐心地解答我们的疑问。当我在圣诞节前夕完成最后一门课程的论文，看着
眼前word文档上接近八页的法语字母时，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3.2	对精英教育的反思	法国是一个把精英教育理念发挥到极致的国
家。里尔高等政治学院隶属于法国高度教育体系中的“大学校”系统（Grande	École），与公立大学（Université）相比，在“大学
校”里就读的学生在参加完法国的高考（bac）后，还需要学习两年的预科课程（prépa），只有通过了最后的concours考试并取得好
成绩，才能够入读这些“大学校”。而且由于公立大学每年只需要两三百欧不等的注册费，而“大学校”却往往需要数千到上万欧元的学
费。因此，在“大学校”就读的同学往往都是法国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孩子，很少会出现“寒门学子”，同学之间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
一条比国内更加根深蒂固的学校歧视链横亘在法国各大高校之间。	其次，和“宽进严出”、每年淘汰率极高的公立大学相比，“大学校”可
谓是“严进宽出”的典型代表。大多数“大学校”里的同学都把生活重心放在社交上面，对待课业并不是很上心。由于“大学校”的五年学制
包含本科和硕士两个阶段，只要一个在读学生不要表现得过于差劲，都能够顺利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并且找到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这
种现象不禁让人反思：这种使得社会阶层更加固化的精英教育，真的是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初衷吗？			4.心得感悟：文化冲击与撕裂的
欧洲	4.1	要放假，不要效率	来到法国，首先你必须习惯的就是他们放在国内不知道被开除多少次的工作效率。在这个理头发都需要预
约、办理银行卡必须寄信的社会，请重拾你在行前准备阶段学到的东西：耐心是最大的财富。就拿我办理长居证明（OFII）这件事来
说，学校在九月中旬就把我的材料寄给了移民局，然而一直拖到了十一月中旬、在我即将成为“黑户”时，移民局才通知我去办理。	与低
效率相伴的，是当地人对假期如宗教般虔诚的热衷。例如里尔高政外事处的负责老师每次在度假前都会专门发邮件提醒我们：如果有事
请现在及时找他办理，不然在假期间是我们绝对联系不上他的。周六里尔最大的商场Euralille里人头攒动，然而一到周日，除了极个别
连锁商店，整个城市都停了下来，如果没有提前储备食物，有时候只能做好啃法棍的准备。我曾向法语语言课的老师询问过这个问题，
她解释到：“在法国人心中，周日是用来陪伴家人的，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总被工作所占领。”	和快节奏的中国社会相比，我无法评价这两
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孰优孰劣。是要效率，还	是要闲适，只能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标尺吧。			4.2	无处不在的soirée	法国人的社交
方式就是：把一大群互不相识的人扔进一家酒吧，给每人发几瓶酒，然后你们就伴着音乐尬聊到天亮吧。我住处楼下的两家酒吧，一到
周五夜晚就门庭若市。	学校的BDI（类似于复旦的DIA）也会在开学后组织一系列的soirée活动，我和其他中国同学去参加过几次，一
致觉得这种尬聊其实挺没意思的……	因为这种社交很多时候都只是功能性的，如果你不是party	animal，没有必要强迫自己融入欧洲
的这种社交文化。大家一起约约火锅，打打UNO，也是极好的。			4.3	平静下的分裂	法国向来以自己三色国旗所代表的“自由、平等、



博爱”价值观而骄傲，而随着经济发展的衰退、恐怖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兴起，这一看似普世的价值观正在遭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在里尔
的两大火车站，随时可以看见持枪巡逻的士兵，提醒着你恐怖袭击的阴霾并没有散去；在节假日期间乘巴士去其他欧盟国家时，中东裔
和非洲裔的乘客总是要接受多次安全检查；当地同学也会提醒我们如果要去位于Roubaix的巴黎士多购物，一定要在白天结伴前往，因
为亚洲面孔在那块区域容易成为抢劫的目标。	再放眼到整个欧洲，欧盟尚未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和难民问题如同定时炸
弹一样随时会爆炸，再加上英国脱欧、南欧东欧的保守党势力逐步进入政治核心，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的欧洲，正在一股股暗流之下逐
渐分裂。			5.结语：梦里不知身是客	即将离开里尔时，我刚结束长达半个月的东欧之行，筋疲力尽的我坐地铁去同来交换的同学家拿寄
存的行李。我俩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感慨地说到：“以后可能还会来法国，但是除非刻意怀旧，不然应该再也不会来这座城市了。”
离开当天，里尔仍然是阴天，我拖着行李箱再次走过老城区崎岖不平的石板路，只不过这一次是反方向了。在去戴高乐机场的大巴上，
我看着眼前熟悉的建筑逐渐消失在视野当中，越发觉得这四个多月的生活不过是一场醒着的梦。	在北方的日子并不是总是愉快的，但我
知道我将永远怀念这四个月，就像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电影里说的会哭两次果然是假的。虽然不出太大意外，明年我还会来这个
国家读书，但肯定只会去巴黎了。不过我会一直记得在Majestic看的三十多部电影和每次去上课路上、穿过老城广场时迎面吹来的大
风。”	最后，非常感谢学校给我提供了这次宝贵的交流机会。在最后预祝各位即将开始法国北方新生活的同学一切顺利，Bienvenue
chez	les	Ch’t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