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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2月13日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开始，我觉得自己就开始生活在一场梦中，这场梦也许是从我高中时幻想来政大读书开始，也可
能是大一时第一次报名交流时开始，真正落实却是在去年年底政大给我发送邀请信时。	现在从台湾回来也已经有四个多月了，关于台湾
的记忆逐渐淡去，但是有一些东西却一直扎根在内心深处，我时常反思，这四个多月，100多天的交流学习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
了什么？答案非常难说，因为这种影响是隐性的。但是我依旧试图梳理思路，慢慢讲述我在台湾的收获和对未来的思考。			专业学习：
新闻专业主义的坚持和年轻人的勇气	在台湾政治大学的传播学院，我一共选修了4门与专业有紧密关系的课程，其中既包括非常重视实
践的《图文编辑》等课程，也有非常注重学术规范训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我还在新闻学的专业之外，学习了广告学的相关
课程。	之前我一直对台湾的大学生抱有一种偏见，即台湾大学生活非常轻松，学生们都不爱学习。但是直到我参与其中，才发现，台湾
的大学生们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可能不会花大把时间苦读书，但是对于每一门课或者每一次作业，都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例如，我
在《图文编辑》这门课上，就学到了之前复旦新闻学院比较不看重的页面设计和审美训练，老师对我们的排版和设计训练非常重视，经
常布置大量的作业，并且在课后和学生一对一交流，提供意见；而在《传播研究方法与实践》这门课上，老师从头开始教给我们如何搜
索文献、阅读文献、引用文献、论文写作，让虽然已经写了很多论文但是从没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我对如何写论文有了深入了解。	同时，
我还在政治大学的新闻学系学生身上感受到了新闻人的专业素养和年轻人的勇气。虽然很多人唱衰台湾的新闻行业尤其是电视新闻，事
实也确实是如此，但是从台湾的年轻新闻人身上，我还是可以看到许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或许这些特质会逐渐改变台湾新闻行业
的未来生态。	作为新闻人，最为重要的特质无非是不带偏见、中立地对事件进行报道，将有关社会大众利益的事情告知大众，不受权
力、金钱等因素的影响。我看到很多我的同学或者是学长学姐，真正敢于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央去，例如外籍渔民被杀害事件、老机场危
楼事件、救助机构性侵事件等。很多同学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进入事件中，采访利益相关人，并作出报道，最终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	我反思以前接受过的新闻相关专业教育，可能确实学习了非常多的专业理论和写作技巧，但是在我过去的无论是课堂实践还
是社会实习中，都没有勇气或者说是机会深入现场，采访许多当事人，这样形成的报道总是不痛不痒，不能够真正打动人。	所以从台湾
回来之后，我一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深度的新闻报道，并且去到现场，这也是我从台湾回来之后，立刻投入《解放日报》的实
习中，我希望我在台湾感受到的这种新闻专业精神，能够一直伴随着我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同时，这段学习经历也影响了我的未来选
择，在去台湾交流之前，我对新闻行业或者说整个媒体行业抱有的期待逐渐下降，本来想选择一个与新闻或媒体无关的专业进行硕士学
习。但是在交流回来之后，我最终选择了继续进行财经新闻硕士专业的学习，并且希望未来有机会继续进行新闻媒体行业的工作。			行
事态度：对细节的完美追求和极致审美	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不仅仅是在课程作业上，台湾同学对于细节的把握和完美的
追求非常重视，其实在台湾，大到一个建筑，小到一个牛奶瓶的设计，都充满了细节的设计美感和完美主义追求。	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个
细节：在宿舍里的学生餐厅吃饭时，每次老板把餐盘端给学生的时候，都会用布仔细把盘子边缘的食物汁水擦干净，再递给我们；在台
湾乘坐火车时，每个列车员都会非常仔细地检查每一道车门；和大学交流处的老师接触时，老师每次都会问我们有没有人是素食主义者
然后才决定聚餐的地点和菜品。	记得大一选修李晓茹老师的《心理学导论》时，李老师有提过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抱有一种尊敬，
并且认为自己的职业对社会具有重要性，就会对于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觉得无论是一个列车
员，还是一个餐厅服务员，还是学校的行政老师，学院的学生，都非常珍视自己的职业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对社会的作用，所以无论这件
事在外人看来有多么微不足道和枯燥，但是他们都会努力完成并且做到最好。	以前的我，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虽然不能算是“过得
随便”，也被很多人说过是“很努力地学习和生活”，但是等到我到了台湾，还是感觉有一些惭愧。确实，以前的我也能算把每件事做到
80分，但是真正问问自己的内心，每件事有做到100分吗？	确实，一个人不可能把每件事儿做到100分，但是可贵的是每件事都追求
做到完美的态度和不断追求的姿态。而且，以前的我做事的态度可能会根据事情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一旦我觉得某件事不重要或者无关
紧要，我的态度就会明显转变，变得不认真而敷衍。但是在台湾，我见到了太多在我们眼中“无关痛痒”的小事，被非常认真地对待。	所
以在回来之后，我的生活态度和行事态度都有非常明显的改变，无论是打扫寝室卫生、洗衣服、整理东西这种小事，还是写论文、做实
习工作这种与学习、工作关系更为紧密的任务，我都会抱着与之前不同的态度去完成。			为人处事：处处心存善意和宽容	2月我刚刚抵
达台湾的时候，就立刻感受到台湾人的善意。比如飞机抵达机场，刚刚站起身，身后的小哥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热情地对我们说：“欢
迎来台湾”；接机的游览车把我们送到宿舍门口，司机大叔帮我们一个个把超级重的行李箱搬下来，对我说：“你的行李箱最好看”；我
的学伴站在宿舍门口等我，带领我完成一项项入住工作；在台湾的第一天，就在学伴的带领下办了交通卡买了好多东西走遍政大周围。
每每在台湾出门，总能遇到各种热情帮助的人们。比如一次我和室友乘坐公交车去火车站搭乘火车，快到的时候，司机一边把火车的时
刻表告诉我们，一边催促我们快点跑到火车站，我们下车后，司机还探出头来对我们大喊“快点跑”；我和室友在花莲太鲁阁等公交车
时，一个志愿者怕我们等太久无聊，就一直和我们聊天；我们在宜兰的一个小火车站下车后，当地的一个老奶奶在院子里用我们听不懂
的方言一个劲儿地告诉我们火车的时刻表。	在我看来，台湾的大多数人都抱着这样一种待人处事的态度：即使你我在很多观念上不同，
但是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观点，而且对待任何人都心存善意，愿意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而且一定帮人帮到底。	我在台湾的
这四个多月，看到了非常多的社会运动，很多社会上的不同族群都在努力争取自身的权益，希望自己这个族群能够被社会所见，所接
纳，我觉得正是由于这些族群持续不断的努力争取，再加上官方的支持和媒体的宣传，使得近年来台湾的社会包容度越来越高，人们也
都变得越发宽容。	无论在学校课堂里、社团里，还是在公共场合，人们不会要求统一的意见或者观念，即使观点不同，大家会尊重对方
的观点，并且欢迎争论和理性讨论。在台湾的这四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也更能够接受不同观点。	回到
复旦后，我每每遇到一些因为不够宽容或者善意而引发的事件都会不由自主地反思，我们是不是应该面对生活中的陌生人多一些善意，
面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呢。我常常和同学开玩笑，回上海四个多月了，台湾留在我身上最深也是最明显的印记就是喜欢随时随地
说“谢谢”。			人生态度：真正的自由而无用	在复旦生活了三年，听到了很多次复旦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也听过了很多次对于“自
由而无用”的诠释。但是一直到我去到台湾，去到政大，我才真正感受到学生身上那种为自己的兴趣和追求而生活、不求功利、没有竞
争主义的生活态度，那才是我见过最为接近“自由而无用”状态的态度。	例如政治大学的学生社团，是真正意义上的兴趣爱好社团，也就
是所有社员们不计成本不计利益愿意为其付出和努力的地方，每每经过风雨走廊，都能见到在广场上、凉亭里练习跳舞的政大学生们。
他们参加社团，完全不是为了所谓的增加人生经验，或是为简历添上丰富的一笔，或是发展人脉关系，他们只是因为觉得喜欢这件事，
想和一群同样喜欢这件事的人在一起。他们一起辛苦地练习街舞或是集体舞，也不是为了在某个比赛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们只是想一
起把这件自己喜欢的事做好。	我们宿舍附近就是政治大学的艺文中心，其中设有乐团的练团室，我经常在路过时听到乐团的练团声。学
生乐队一直是政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二十年前至今，政大这个以金融、新闻、外语出名的大学，却出了很多艺文界的著名人士，很
多人都最终放弃了进入专业职业领域而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并最终获得了一定成就。也许他们在大学期间，就不断发展自己的兴趣，
并且不以功利为目的地努力练习，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有趣的人。	等到我回到复旦，并且对比两岸的情况，我开始不断反思自己之前的生
活和今后想要做出的选择。虽然在去台湾之间，我在复旦无论是学习还是参加社团，也是一个不太考虑所谓利益和好处的人，也是一个
一直自诩为“顺从内心的想法”“因为兴趣而去做”的人。但是经过在台湾的学习经历，我真正感受到巨大差距的存在，即使之前的我表面
上没有那么所谓“功利主义”，但是潜意识中依旧保存着从初高中的教育体制下留存下来的那一种竞争意识，认为自己做某一件事，做出
某一个选择都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某一方面的好处，能够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胜过别人，而并非是出自内心的热爱和感兴趣。我开始时常反
问自己：“你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吗？而不是因为这件事仅仅是‘好的’就去做吗？”			最后的最后，我想说，我爱复旦和政大，我爱家乡浙
江、大学所在地上海、台北。大概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在人生中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记吧。但是我大概可以说，在台北的这132
天，也许是我人生中最最快乐和无忧无虑的132天了。	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面对，要做出选择，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生
活的这一百多天仿佛给了我面对未知未来的勇气，无论实习工作多难，无论以后的学习多忙碌，无论未来怎么走，好像自己都有了信心
去面对，这才是交流生活给我的最好礼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