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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我结束了在台湾为期半年的联合培养，赶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前安全返回家乡。之后学校便暂停了前往台湾的交流项
目，我也庆幸自己赶上了末班车。如今，距离在台湾交流学习的日子已有半年之久，但往事仍历历在目。			回想当初为何选择东海大
学，大概是因为其“台湾最美大学”的称号，当然，不止于此。2019年9月，我怀着无限的憧憬飞往那个只曾在书本上见过的宝岛台湾，
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抵达学校后，东海大学也确实名副其实，它的美沁人心脾。文理大道两侧的高大榕树为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
凉意，饲养着奶牛的东海牧场是乳品小站的原料采集地，漫长幽静的求真路像是在诉说追求真理的艰难，古朴雅致的唐代风格建筑展现
着校园的深厚底蕴，贝聿铭设计的路思义教堂更是渗透着庄严与肃穆……而这些只是东海大学的冰山一角。为了尽快熟悉校园，每次晚
饭之后的散步成了我的固定日程。从一校走到二校的路上，会看到同学们在体育场上挥洒汗水，鸟儿在东海湖上肆意翱翔，还有很多教
职工与你一同漫步在这蜿蜒幽长的道路上，虽不相识，却也会微笑示意。	东海校园洁净美丽，离不开东海大学的劳作教育，在这里，没
有一个专职清洁人员，环境的维护全靠在校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东海大学的一大特色，由博雅书院发起，按照规定，凡是新入校或转入
该校的学生均须劳动一年，每周3小时，每天30分钟，工作地点包含校园环境、教学区、宿舍区等。学校认为，通过日常的劳动，可以
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磨炼学生的生活意志，珍视他人劳动的道德品质，进而达到“做卑微的事，树立高傲自尊的最终目的”。因此，我
几乎每天都能在校园各个角落看到东海学生们忙碌的身影，这也让我梦回中小学时期洒扫庭院的日子。	台湾作为以熊十力、牟宗三等为
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的发源地，是每个学习中国哲学的学生心所向往之地。东海大学哲学系更是传承了徐复观、蔡仁厚老师的哲学根脉，
在台湾地区哲学发展中举足轻重。在本次交换学习中，我选择修读了蔡家和老师的明代哲学课程，旁听了林久络老师的儒家功夫论课
程，参加了林熏香老师的康德读书会。三位老师学术造诣极高，授课上也风格各异，深受学生爱戴。蔡家和老师从王阳明讲到牟宗三，
从中国儒学讲到韩国儒学，贯通古今与中外，在丰富我自身知识面的同时，也为我的毕业论文带来新的研究角度，如对比研究朱熹与王
阳明的经权思想以明确理学与心学在处理经权问题上的差异。林久络老师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让我印象深刻，还记得他在课上兴致勃勃
地向初来乍到的我介绍东海有名的“女鬼桥”。东海建校初期，教学区和学生宿舍间有个大壕沟，行人往来不便，校方于是建一座吊桥连
接其中，传说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桥上便会出现一个身穿白衣的学姐……于是我之后每次回宿舍的路上都会想起这个故事。林熏香老师
则更像是同学们眼中的知心姐姐，如果有了解不开的心事，都会去找她诉说，我也不例外。	尽管在注重实用的现实社会中，哲学系只获
得了很少的生源，但这也促成了小班精细化教育，每位同学都可以在课堂上进行深入交流，我也因此获得了许多份珍贵的友谊。在东海
哲学硕士班上，与我年龄相仿的只有三位同学，其余均是相差二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甚至有同学年过花甲，他们在业界工作几十年后又
重返校园，让我看到了生活的无限可能。大家也不会因为年龄的差距而产生距离感，我们一同学习，一同聚餐，一同出游，他们就是我
在异乡如家人般的存在，温暖，炙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那位年过花甲的同学，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三福兄”，他不仅是哲学系的硕
士生，也是社会学院的博士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只身来到大陆创业，但因经营不善，又遇人不淑，导致创业失败，欠下了近千万的
债务。之后他便回到台湾，做一些小本生意，在基本偿还完债务后选择重返校园，并利用交换机会前往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交
流学习。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听到这样的人生经历甚是感慨，在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后仍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份淡然让我心生敬
畏。如今，自己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对于即将迈入的社会一无所知，充满迷茫，三福兄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解答我的疑惑，舒缓我的
焦虑，实在是位人生难得的朋友。	在学习之余，我有很多课外时间用于旅行，长达两周的环岛之行让我对台湾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切体
悟。相较于朋友间相伴而行，我选择了独自一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台中高美湿地看落日余晖，在台南奇美博物馆欣赏雕塑画
像，在高雄旗津岛吃着芒果冰，在垦丁鹅銮鼻眺望蔚蓝海岸线，在台东绿岛潜入水下看海底世界，在池上伯朗大道静看风吹麦浪，在花
莲二手书店消磨时光，在宜兰火车站欣赏几米的漫画，最后在台北阳明山上俯瞰城市夜景。其实，一个人的旅行，不像听起来那么孤
单，反而更加自由有趣，充满惊喜，因为你会在旅途中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在垦丁游玩的日子里，认识了一对美籍华人夫妇，他们退休
后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并且还在学习多国语言；在台东的青年旅舍里，与我住在同一间的是一位英国女生，我鼓起勇气用自己蹩口的
英文与她攀谈，第二日准备出门跑步的她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英文著作送予我；在绿岛的两天，潜水教练不仅在海底护我周全，还亲自捕
鱼来招待我……当然，真实的旅途不只是有欢声笑语，也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坏天气，但至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事情。	此次台湾
之行对于一向热爱自由的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它带给我的不只是满眼的风景，仁厚的师友，更是难得一遇的人生体验，放眼未来的
眼界，它将我从自己安于现状的井底捞出，激励我去创造属于自己无限可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