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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在拎着行李终于到达登机口坐着等待的时候才开始有离别的感觉，而这时候已经离飞机起飞只有半个小时了。	五个月前的同一
天，我坐在飞机的同一个位置，靠窗的28H，十一个小时的旅程，晚上七点半终于拿到托运的行李，走出机场到达出口，眯着眼寻找和
微信头像相似的面孔--我的mentor，之前为了和我联系特地下载wechat，现在为止我仍然是他唯一的好友。这里的mentor并非是学
术上的导师，用他的话说，这是哥本哈根大学非常贴心地给每个交流生安排的babysitter。对哥本哈根的第一印象还要再倒带一下，是
下了飞机在长长的通道行走时看到窗外的还未沉到地平线的太阳，照在脸上觉得世界都亮了，但后来才发现这种好的天气在秋天和冬天
很难再看到了。





也是在Studenterhust喝到凌晨两点关门，大家转移战场。进去之后只是人挤人，有人在台上唱歌，剩下的人有跳舞的有谈笑的，但我
怀疑这时候人们是否真的会聊天，因为聊天的内容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聊天发出的声音，伴着歌声笑声以及酒吧里特有的暗红色灯
光，以及一群喝到百分之六七十醉的醉汉们，非常典型的丹麦酒吧。而那天晚上我和Kasper以及另一个很少出现在我们聚会中的长得
很像哈利波特的挪威交换生在Sam's	bar，我已经困得快睡着了，趴在桌上，隐约听到他们俩在讨论丹麦语和挪威语以及北欧国家语言
的问题，	这种醉酒后的学术性讨论是非常罕见的。后来隐约听到Kasper说了一句，Hey	we	have	to	notice	that	there's	a	lady
almost	sleeping	on	the	table,	time	to	go	home。就这样，凌晨快五点我们从酒吧出来，我问了一句，am	I	in	Copenhagen?他



说，Alice,	do	you	know	this	question	is	as	stupid	as	the	one	you	asked	me	about	snowing？也算是体验了一次Danish
hangover。	丹麦式幸福不止于期待少，还有就是，丹麦人时常用酒精放空自己，远离生活的压力。就像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中提
出的，酒是一切能让人精神恍惚的东西中最积极，最健康的。丹麦人在酒吧中那种时而美妙，时而混乱，时而庄严的迷醉感，恰似身处
天堂的幸福。	丹麦学习	国外的选课和国内的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一学期30个学分，大概只能上2到4门课，课时虽少，但作业却极多，
要读很多东西。考试的方式也很不一样，丹麦的考试可以选择口试或者写论文两种，口试是当场出分数的，也就是等你在两名考官面前
讲完，回答完问题，出房间一分钟等一下，再进来时他们就会告诉你这门课的期末成绩。很多丹麦学生从小就习惯了这样的考试方式，
而我一听到这样当场出分的考试方式，还是吓了一跳的。我这学期选了40分的课程，四门课，除了自己的本专业英语文学方面的学术英
语和莎士比亚选读，还选择了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丹麦文化课和人力资源管理，在每门课上都收获颇丰。	图五：Charles教授送的书				
学术英语是收获干货最多的一门课，也是和同学交流最多的一门课，因为人数比较少，上课大家都积极发言，交流也很多。老师Ela非
常负责任，每周写的Journal都会给评语，期末的argumentation和causal	analysis的作业也会及时改，每每打开回复都看到大片大
片的批语，做一个7分钟的演讲，她会从头到尾分析一边，细致到academic	words，	transitional	words，眼神手势这样的小细
节。这门课的Absalon（像复旦elearning的一个网上系统）上总是充满了Ela上传的文件，十几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十几封文档，
每次上课之间都要看上好多资料。课程的期末考试是笔试和口试都有的，为了缓解我们第一次口试的紧张，她还特意在最后几节课安排
了模拟口试，每个人都精心准备了一篇相关领域的文章，模拟完为个人提出建议和努力方向。莎士比亚课的老师是个很有趣的老头儿，
某次我去他办公室聊期末论文的想法，进去之后看到他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堆满了书，地上，柜子里，横七竖八特别乱，找个落脚的地方
都特别难。他跟我聊中国的文学，说他最欣赏的并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而是一位叫Ha	Jin的作者，他当即从书橱里翻出一本
Waiting，翻开第一页就念，“Every	summer	Lin	Kong	returned	to	Goose	Village	to	divorce	his	wife”，念完后像小孩儿一样
笑着说，你看他第一句写得多有意思，是吧，然后又念了一遍，自言自语，“啊，写得太好啦，这本书送给你，you	can	smuggle	it
to	China”。上课时常常听不懂他的丹麦腔英语，所以要全神贯注地听他的每一句话，一学期下来，平均三周看完一部莎士比亚的剧
作，工作量算是很大。当然除了读剧本，还有安排看剧的课，莎士比亚剧本改编成的电影或者话剧。我自己选的人力资源管理课是不能
转回学分的，纯粹是处于兴趣，这门课也没有使我失望。除了一些书本上的理论教学，Hedge教授还为我们安排了两次与企业HR接触
交流的机会。一次是邀请了IBM的人力资源经理来为我们分享绩效管理的知识，另一次则带领我们参观了Ramboll	Company，他们
的HR	director	Jesper为我们分享了他们公司多样化管理的流程与故事。

丹麦点滴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我看来，丹麦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奇的地方。比如街上常常看到爸爸带孩子的场景，最搞笑的一次是有次在



地铁看到一个爸爸带了三个孩子，出地铁的时候当中比较大的两个先跑出去了，剩了最小的一个还在地铁里，这个爸爸出门几步，地铁
门快要关的时候才意识少了一个，而他的小女儿还呆萌地看着她爸爸的背影。这个时候一只大手伸过去一把揪住小女儿的领子，硬是在
最后一刻把她拎了出去，看得地铁里的人都笑了，突然觉得这个爸爸心好累。神奇的事情还比如考试成绩有两种不及格，零分和负二
分；比如老师上课很随性，有时候会给大家发邮件说我的小女儿生病了所以今天的课取消；比如丹麦语里你好是hi，再见是hi	hi，而且
丹麦语的æ，ø和å的奇怪发音，每个丹麦人都会但外国人要学好久也很难学会的rød,	grød	med	fløde其实是一种甜品；比如大家的口
头禅have	a	nice	day；比如他们的大学生每个月可以的到政府6000克朗的资助，博士是每个月20000；比如我的QA	programme
group里我是最小的20岁，而其他人都是23,25,28的样子，他们之前有很多gap	year，高中毕业后gap一年去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有工作；比如大家骑自行车像拼了命一样，个个都是飞速，左转右转以及停止都有手势，夜里骑车要有前后灯不然会
被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