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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结写于2019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从澳大利亚回国一个月后。仿佛昨天才从澳大利亚温和的初夏穿越回寒冷的上海冬天，澳洲生
活的那些琐碎但又美好的细节温暖了我或许还没有适应的上海冬天。	一个月前，从宿舍的窗户远眺，就是湛蓝的天空、金色如橙汁的阳
光、软绵绵的白云，清新的空气中藏着草木生长的气息。是黄昏时分，	粉红色晚霞背后的光影变幻；也是夜深人静之时，漆黑夜空遍布
的点点繁星。			记得交流申请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它的宜居性、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一年以后，当再提起澳大利亚，我的思绪开始自由穿行，在这另外的半球，悉尼歌剧院、悉尼大学的哈利波特
楼、凯恩斯的大堡礁、墨尔本的咖啡馆、各种博物馆美术馆	还有那些日日夜夜陪伴着我的小伙伴们。	玩耍	我是一个喜欢“玩耍”的人，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找个理由出去走走，让自己置身于澳洲的市井亦或是景区，体验一个本地人的生活。	我去交换的大学时悉尼大学，
自然从悉尼开始说起。悉尼是一个多彩的城市，这里有VIVID	SYDNEY,	有同性恋大游行，有万圣节僵尸暴走，有各式各样的歌剧喜
剧等等各类各个国家的文体活动，像极了一个缩小版的纽约。刚到悉尼，就听到本地的同学告诉，在南半球悉尼是可以包容你一切爱好
的城市，事实也的确如此。	悉尼（Sydney）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沿岸，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的城市。大悉尼都会区由悉尼市区和33个郊区组成，我去交换的学校——悉尼大学就在靠近悉尼市中心的位置。	2012年—
2013年间，悉尼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375亿美元，被誉为南半球的	“纽约”	。悉尼已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
市之一，并被GaWC评为2018年世界一线城市第七位。同样是处在澳大利亚的城市墨尔本也曾经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来澳洲经常会
看到两个城市相互比较（互黑），个人觉得墨尔本的艺术氛围更加浓厚一点，更有生活气息~	悉尼拥有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制造业和旅
游业。其中，世界顶级跨国企业、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总部均扎根悉尼。同时，悉尼也是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及美国
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厂的所在地。悉尼还是多项重要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城市，曾举办过1938年英联邦运动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及
2003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在悉尼大学本校的同学会有很多参与马术比赛等活动志愿者的机会，自己因为没有约到人看比赛，还是有点
可惜的。	历史	澳大利亚原住民在悉尼居住了至少三万年。1787年第一舰队抵达时，本地尚住有4000-8000个原住民。虽然多数部落
遗址在都市化的过程中被摧毁，现在几个地点，仍存有石刻遗迹。澳洲很尊重aboriginal	people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自从1770年库克发现了植物学湾后，欧洲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兴趣。在英国政府的命令下，1788年，在英国政府的命令下，英国第一舰
队船长亚瑟·菲利浦在杰克森港的悉尼湾建立了罪犯流放地。所以，悉尼有许多相关的牢狱改造的景点。而原住民大多死于欧洲移民带来
的天花，以及他们之间爆发的冲突。至1820年为止，悉尼地区只剩下数百个原住民。	1796年，在麦觉理任新南威尔士州总督期间，
悉尼有初步的发展。囚犯建筑了道路、桥梁、码头和公共建筑。至1822年以前，城内已有银行、市场、完善的大道及制度化的警察机
构。所以说，在悉尼你会神奇的发现许多地方的命名都有	“麦觉理”	，例如街道、建筑、学校等等~	首次的淘金热始于1851年，悉尼的
港口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19世纪末，随著蒸气动力电车和铁路系统的问世，城区的发展更加迅速。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便捷，使
悉尼人口迅速膨胀。1932年悉尼港湾大桥的落成，可说是该时期的重大纪事之一。（开幕式有个非常搞笑的新闻，欢迎大家自行搜索
hhh）	20世纪的时候，悉尼继续扩展，涌入了欧洲与亚洲的新移民，为其加添高度的国际魅力。所以在悉尼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地
方，对于陌生的文化习俗，我们可以能会感到惊讶甚至恐惧，但是请一定尊重不同背景的人们！	文化	因为个人enjoy	cultural	trip所
以体验了各类文化活动，推荐一个叫做sydney	walks的app，有很多根据历史发展设计的步行路线，非常适合走在大街小巷的时候了
解一下这些建筑、道路的历史故事。澳大利亚人的生活节奏很慢，从他们平时泡泡海，坐坐沙滩，吹吹海风，喝喝咖啡，躺在草坪上晒
晒太阳，读书、聊天的生活状态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很推荐大家体验一天澳洲本地人的	“悠闲一天”	。	提到悉尼的艺术，不得不说的就
是悉尼歌剧院啦。悉尼拥有本地的音乐与剧场团体，包括悉尼交响乐团、悉尼戏剧团及悉尼舞蹈团。悉尼歌剧院有5个剧场，有能力承
办一系列的表演，是全球第三大热闹的剧团──澳大利亚歌剧团的所在地。两个大厅均位于比较大的帆型结构内，小演出厅则位于底部的
基座内。其中最大的主厅是音乐厅，最多可容纳2679人。设计的初衷是把这个最大的厅堂建造成为歌剧院，后来设计改动了，甚至已
经完工的歌剧舞台被推倒重建。音乐厅内有一个大风琴，是由罗纳德·沙普于1969年至1979年制造的，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机械木连
杆风琴，由10,500根风管组成。强烈推荐大家去听一场演出，交换生可以购买学生表，有时候有的演出还会有临开始前的rush
tickets就很划算，就算不去听音乐会什么的，这个优美的建筑也会让人大为惊叹。每天日落时分和9点，悉尼歌剧院会有灯光秀，也值
得一看！	悉尼拥有许多博物馆，较大的包括澳大利亚博物馆、发电厂博物馆、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悉尼当代艺术馆和澳大利亚国家海事
博物馆，另外还有一些较小型的博物馆，如：悉尼博物馆。个人非常推荐sydney	living	museum	系列，可以购买套票！！都可以提
前在官网看到活动，比如新南威尔士美术馆会有每月的小型音乐会之类的。	自然	市区内也有许多自然空间。位在市中心的有中国友谊
花园、海德公园与皇家植物园（和校园的草坪一样有很多人晒太阳hhh）。大悉尼区还有数个国家公园，其中包括全球第二个成立的国
家公园—皇家国家公园(第一位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132平方公里。喜欢go	trekking的同学可以愉快的走各种costal	walk，风
景绝佳！	风景	作为一个南半球的城市，澳洲有很多中国看不到的动物植物，所以动物园、水族馆也是不得不打卡的了。市区除了野生
动物园、水族馆。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塔龙加动物园，这是悉尼悠久的动物园之一，依靠美丽的海港风光为背景，成了悉尼必来景点之
一，游览者漫步于茂密丛林间或者乘坐缆车翱翔于天际，观看独一无二的袋獾展、鸭嘴兽和无尾熊，并亲手抚摸小袋鼠或喂食长颈鹿
（没错！就是有这么多互动的环节，而且都是以前没有见到的动物！）	和一起交流的小伙伴在期中期末还去了凯恩斯、布里斯班、墨尔
本、堪培拉等地，也有同学去了塔斯马尼亚、新西兰等地。	其他	喜欢建筑的同学应该会喜欢悉尼，除了歌剧院这种地标性建筑，很多
设计都值得细细品味，例如维多利亚女王大厦的拜占庭铜制穹顶、彩绘玻璃窗、镶嵌地板，当然墨尔本有更多art	deco风格、哥特式的
建筑，还有st	patrick教堂等都很适合当做艺术欣赏。	周末在the	rocks等区域会有市集，主要是手工制品和各类食品，其实市集遍布
悉尼各地，很推荐体验一下	“赶集”	的生活。	文学（请允许一个喜欢英语语言文学的同学放一下介绍，可以跳过不读）	帕特里克·怀特
是澳大利亚文学巨匠之一，1973年他以《风暴之眼》（The	Eye	of	the	Storm）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澳大利亚人首获此奖者。当今
澳大利亚文学巨匠是来自西澳大利亚州州的蒂姆·温顿（Tim	Winton）、彼得·凯里（Peter	Carey）与布赖斯·考特尼（Bryce
Courtenay），他们主要作品包括：《云街》、《乘客》、《尘土音乐》、《奥斯卡和陆辛达》、《凯利帮的真实故事》、《一个人的
权势》、《愚人节》、《托摩和霍克》、《杰西卡》。	托马斯·肯尼利是近代澳大利亚为世界文坛贡献的最优秀文学作家之一。他曾是
牧师，主要作品有《云雀和英雄》、《铁匠吉米的赞歌》、《辛德勒方舟》。其大部分作品都已拍成电影，包括著名的《辛德勒的名
单》（1993年），导演是好莱坞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澳大利亚其他著名作家还有墨累·贝尔、大卫·马洛夫、科林·麦卡洛等。			学校
学习	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始建于1850年，是坐落于南半球金融、贸易与旅游中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首府悉尼的世界著名顶尖研究型大学。悉尼大学是全澳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是整个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学术殿堂和全球著名的高等学府
之一，被誉为	“南半球的牛津”	。	悉尼大学为AACSB和EQUIS认证大学、欧洲全球管理学教育联盟CEMS成员（每个国家仅一所大学
入选），同时也是世界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亚太国际贸易教育暨研究联盟
的核心成员。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开始担任悉尼大学校长一职。	悉尼大学历史上培养了一系列的重要人物，
其毕业生一直牢牢掌控着澳大利亚政治与经济命脉。校友包括7位诺贝尔奖或克拉福德奖得主、八位澳洲总理、23位最高法院法官、
101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联合国大会主席、国际法院院长、世界银行总裁、澳洲央行RBA行长，澳洲最大投行麦格理集团总裁等知名
政商界人士。悉尼大学也因此一直稳坐澳洲拥有最多亿万富翁毕业生的大学。	悉尼大学现有16个系和独立学院，分别为：农业、食品
及自然资源系;	建筑、设计及规划系;	文科及社会科学系;	商学院;	牙医系;	教育及社工系;	工程及信息技术系;	卫生科学系;	悉尼法学院;
悉尼医学院;	悉尼护理学院;	药剂系;	理学系;	悉尼艺术学院;	悉尼音乐学院;	兽医系。	我说交换的学院是文科及社会科学系，因为自身专
业没有对口的专业，也旁听了许多人文社科的各种课程，所以就不针对具体的课程写心得了。	总的来说，澳洲的学习跟国内非常不一
样，这里每一门课都会录像并上传到网上，回去之后可以反复观看。每门课都会有tutorial来辅导lecture，类似于国内的习题课。虽然
有录屏，可以回去反复观看学习，悉尼大学还是学习压力挺大的，虽然只有区区四门课University	of	Sydney的简称是USYD，也被
本校同学戏称为U	sleep	U	die.	确实根据我在图书馆自习的情况来看，刷夜的情况不比国内大学少。	尤其是对文科生来说，论文写作



的要求和阅读量相比国内会高许多，相比起被动学习的lecture，各种tutorial等需要你主动学习并给出反馈的任务，这些或许更加让人
感到有压力。	文科类的tutorial可能和理科类的偏重习题为主的还有些区别，但是和我们的模块课的讨论真的很相似。我选修的几门课
的每星期的tutorial大概有这些内容：梳理一遍这周lecture上的重点，讨论回去阅读的文献，讲解上节课的作业，布置作业、答疑，手
把手辅导论文写作/技术运用。因为都是小班教学，老师很多都是PHD在读学生，所以他们会尽量照顾到每个学生的需求，	和国内不
同，他们的阅读是真的需要阅读的。阅读的内容也非常有收获，每门课都有对应的阅读任务，我的4门课每周大约有100-120页。那些
浸泡在reading里的下午，一点点理清论文的逻辑，概括成自己理解的内容，与作者达到了一点心意相通，也是颇有成就感。	其背后的
动力或许还是讨论课对课堂参与度的严格要求，作为一个参与者，必须学会加入大家的讨论积极发言，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旁观者，这就
对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了很高的需求，不仅仅要听清楚别人的观点还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一些本地同学聊high了，跟不
上的情况也会出现，这个时候要么一脸懵逼，要不也可以厚着脸皮上去提问，对我来说也是一种push自己走出舒适圈的行为吧。	其他
还有一些作业要求小组做一个pre之类的，与外国同学的沟通协作也显得至关重要。本地的同学有人喜欢用Google	doc和语音聊天解
决全程，但迟到半小时、临时爽约的情况也有发生（应该是自己不幸遇到了不太好的队友）有的组员观点非常零散，时间是花了但是并
没有推动讨论加深。不过最后作业都是顺利提交上去了，虽然分数并不怎么好看。不过回想起来，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也让我对一个事
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是很有趣的体验了。			学习环境	我很喜欢校园的一点就是环境优美。悉大校园一年四季都会被不同的鲜花环绕，
最为经典的莫属Jacaranda。这是澳洲非常著名的花，中文是蓝花楹（不是蓝楹花哦）。哈利波特楼的一角本来有一株非常巨大的，但
是前几年枯死了，现在换成了一株弱小的蓝花楹，不过校园内还是有物理楼等地方能够欣赏到蓝花楹盛开的盛景。	花开之际，行走在校
园，被淡紫色的浪漫氛围笼罩着。然而，还不敢过于靠近，因为有一个学生之间口口相传的传说：如果单数的花落在你身上，意味着你
期末可能会挂科。。	主楼哈利波特楼Quadrangle可以说是悉尼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了。不管是毕业，还是在校生，路过这里都会拍一张
照。哈利波特透着一股古典，历史，又庄重的气蕴~	当人走到这幢庄重又不失雅致的建筑前，会自然而然的生出一种关于视觉空间与时
间的遐思。蓝天白云下的哈利波特楼，有别样的感觉。课间休息，大家可以躺在草坪上晒晒太阳，和朋友们聊一聊近况；即使毕业了，
回到母校，看到这栋楼，之前奋斗过的岁月又会像电影胶片一样闪现在眼前。	悉尼大学的总图书馆Fisher	Library是南半球规模属一
属二的学术图书馆，藏书达510万册。Fisher图书馆是由一位25岁的悉尼大学建筑毕业生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并获得澳大利亚和英
国两项建筑大奖。馆内藏有大量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的中文社会科学类著作（当时我都惊呆了）。图书馆楼下还有个小型的博物
馆，介绍图书馆的珍藏和历史，我去的时候还有关于数学家的特展~图书馆不需办理任何手续，所以会有校外人员，大家需要自行看管
好东西。	吃饭	悉大有两个食堂，一个是商学楼mereweather	building对面，另外一个挨着教育学院。怎么说呢，选择类型少，中餐
只有小亚洲一家，属于吃过一学期第二学期再也不会去那种。食物有kebabs,	飞饼，还有薯条还不错，著名的网红食物meat	box也可
以打卡。不过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外面吃or自己带饭，确实学校的食堂性价比有点低。	课余生活	社团生活等在悉尼大学也非常丰富，
不过我参与地并不多，所以也不多说，可以参考学校官方的FB活动。				“Though	the	stars	may	change,	the	mind	remains	the
same.”来自于著名的拉丁文箴言“sidere	mens	eadem	mutato”	这是悉尼大学的校训，翻译成中文是：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无论
时光如何流转，在澳洲的半年将成为我永恒的回忆，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学校学到的知识，更多的还是生活的智慧。			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