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小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小结结

2018-03-23	09:17:58

我于2017年8月至12月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了一个学期。	虽然待的时间并不长，却也得到了丰富的体验，在这里零碎地写下
来。	一．	不同文化、种族间和谐的共处。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混居的城市国家。华裔、马来裔、印度裔、及亚欧混血裔组成了人口的绝
大部分。显而易见，不同种族间的文化差异十分巨大，要平衡各族群的利益，避免各种意义上的争端，是十分困难的。而新加坡却成功
地在极小的国土面积中做到了这点。	在用餐一点上，就有了很好的体现。宗教中有食物禁忌的人群，在新加坡的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部
分。在新加坡我所看到的地方并没有独立的、隔离开来的清真食堂，或是印度教食堂，虽然有不同的窗口，但是大家都在同一片开放的
区域下用餐，同一桌上叉烧饭和清真食品或者纯素食一起出现的情景往往可见。对于个人禁忌，没有人尝试强迫影响他人，也没有人为
制造的隔阂或者优待，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样矛盾的来源就被消除了。	虽然华人占据人口的70%以上，南方中国文化却并没有
明显是的主导地位。我最能感受到的一点，其实是当地的法定假期。伊斯兰教节日，印度教节日屠妖节等，和中国春节的假期时间是一
样的，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政府的一视同仁。	另外，新加坡有很多单种群聚居处，牛车水（China	Town），小印度是其中的代表。
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分立，而更像是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感觉？我甚至觉得对自我文化的自信和对其他文化的开放（而不只是包容），是
在许多新加坡人身上体现出来的。	二．学	NUS的学习体验是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在课程的设置上与国内有较大的不同。两门工
程课程都有配置两个实验，内容和课程十分贴合，实践操作后对于原本抽象的内容的理解有了很大的提高。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对
于习题课的重视。每周的两课时，其实有着不错的练习量。同时习题课班级很小，往往是十几到二十个人，小班化使得同学、助教、老
师间的互动更为充分。有的课甚至是授课老师自己上习题课，这样的话300人的大课，他在习题课上就要花上将近20个课时，可以说是
很大的教学负荷，但这样一来，老师对于学生的理解程度也有了更好的掌握。	还有就是许多课程都有提供网络授课，一是为课上不理解
的内容提供了反复深入思考的捷径；二是使个人时间的安排更加自由，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是很多大课上学生缺勤比较严重。	Recess
Week的设置也是新鲜的。在期中期末前各有一个礼拜的假期，用来复习或者是散心，接下来就是连贯不停的考试，更加考验学生对于
时间的合理安排。	NUS的校园活动是很多的。比较独特、在复旦没有体验过的是图书馆清库存的·售书活动。对于长期没有借阅的书
籍，NUS的图书馆以一新币的价格甩卖，一来使得很多被藏在图书馆深处的好书得到了一个被发现的机会，二来为图书馆吸引了人
气，使图书馆给人一种更加贴近校园生活的感觉。			三．食	学校的食堂十分令人满意。食堂的价格本身就学校之外算是很便宜的，同时
质量也很不错，特别是PGP和科学部的Frontier。每个食堂会有5到10几个的窗口，提供不同风味、种类的餐饮——印度菜、中国饭
（主要是烧腊）、中国面、西餐、印尼菜等等，口味足够丰富，当然至少有一个会是清真食品。大部分的窗口并不是食堂营运作的，看
起来更像是承包给私人（这一点我其实并没有确认过）。在我看来，个体承包的自负盈亏使得事物的口感得到更好的保证。但同时食堂
的卫生质量并没有缩水，（往往每个窗口可以看到相当部分的厨房，都很干净整洁），价格也相当合理。有效的来自于学校的管理监
督，和自由的市场化的竞争，给了NUS另人满意的食堂	对于校外的餐馆，我去的最多的应该是各种印度餐厅。很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是，完全看不懂的菜单——虽然上面都是英文字母，但其实只是印度叫法的音译，不借助谷歌，菜单能提供的信息量其实很是有限。当
然了，服务员却往往是很热情的，会详细地解释菜的样式、口感甚至大致的烹饪过程。这些餐厅里“本国人”会占大多，像泰国餐厅里
（如果不是商场里的那种）来自泰国的人会是主要顾客。但是当我走进去。并不会感觉自己是个多多少少的“外人”如果有什么不同，我
想是餐馆里的人会更热切地让我体验这些属于他们文化的味道。一点由于我也先前没怎么接触过这些异国食物，无法对这些越南菜、印
尼菜、印度菜给出“正不正宗”之类的评价，但就我的口味而言，其实都挺好吃的，并没有不习惯的感觉。我相信异国的食物也是一扇了
解当地文化的一个窗口，而且是一个令人乐于体验的窗口。			四．住	在新加坡的四个月，宿舍生活可以说是惬意的。（新加坡其实是世
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但是住房用地却似乎并不那么紧张，城市不太偏远的地区中，二三层的小楼十分常见。）NUS的宿舍大多为
单间或双人间，相较复旦宿舍，个人空间大了不少，加上每层都有的淋浴，总体条件还是很好的。我所在的RVRC宿舍区，依山而建，
给我一种独特的宁静感。最有特色是在宿舍楼群中央的烧烤架，只要提前几天预约，任何宿舍成员都可以免费使用，是个活跃宿舍气
氛、加强交流的好去处。	每幢楼底楼都有大厅（lounge），里面会有台球、乒乓球等设施，有的楼还会有小型的阅读室。娱乐设施丰
富，虽然这个地方更多地是用来作为自习的去处，在里面找一张空桌子往往是难事。	新加坡的宿舍较国内条件更好一些，但同时也有一
些“缺点”。首先是费用，虽然较租房已经便宜了太多，和国内1200一年相比还是高了不少的（70左右新币一周）。更重要的是，宿舍
很难申请，换言之，并不是想住就可以住的。（虽然作为交换生，这点已经变得容易了许多）。很多本校留学生在大二过后，就不得不
租房，当然更多数的本地人似乎是没有这个困扰的。			五．行	新加坡的交通比之上海，其实并不更加方便，事实上也昂贵得多（出租车
倒是很便宜），但也有我觉得值得参考的地方。	最深刻的感受来自于公交车。一是上车下车要刷两次卡，这点和北京似乎是一样的，这
样可以轻松地按照里程计费。想到无论是一站还是乘到终点往往一律2块的上海巴士系统长期亏损，而提供更加舒适服务的新加坡私营
的公交线路却实现盈利，这样的收费方式我觉得是值得借鉴的。二是绝大部分时候，每个乘客都有座位，事实上，除了上下车，是不建
议乘客站着的。对于流量较大的线路，公交公司往往提供双层巴士，一辆车可以坐八九十个人，而且在公交站就有剩余座位数量的提示
让乘客对拥挤程度有提前明确的认知。不用挤的公交，体验当然好了不少。	而地铁有时还是拥挤的，但是新加坡的地铁里许多车厢也有
翻折座椅的设计，即人少时翻下作为座位，高峰时翻上留出更多空间供人站立。我想这是个低成本并十分值得更加拥挤的上海地铁学习
的小细节。			四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很快的，但是记忆可以是长久的，体验是深刻的。这次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也是一
个感受、思考并想象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