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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转眼间从台湾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本次赴台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交换生，从2月23日到7月3日，为期130天。应该
说，这次交流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无论在学习研究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可谓是感触良多，受益匪浅。			台湾的教育	中央大学是台
湾的顶尖大学，坐落在台湾北部的中坜市郊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四周田野密布，绿树林立，环境优美。作为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一员，
中大也是“五年五百亿计划”的受惠者。我所去的单位是历史研究所。中大的历史研究所没有本科生，也没有博士生，只有硕士研究生。
尽管规模不大，但是所有的老师都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并在自己的领域里享有盛誉。比如荣誉教授赖老师，客座教授汪老师等等。不仅
如此，老师们也都平易近人，愿意和学生交流学习上的各种问题，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由此从中也可以学到很多。	我在中大历史研究
所选择了两门课，分别是所长李老师的台湾产业史和吴老师的台湾文化史。两个老师上课各有风格。李老师上课非常认真细致，详细介
绍了近代数百年来台湾的产业变迁，并不时和同学探讨问题；吴老师则较为幽默风趣，对台湾的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承介绍的深入浅
出、娓娓道来，让人受益良多。台湾的研究生教育比较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经常老师抛出一个问题，学生们就会热烈参与讨论，台湾
的学生上课也都很积极活跃，对于问题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时就会提出来，持不同观点者与之争论，有时争论之激烈，让人惊讶。此外学
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学生若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到老师办公室询问。老师平常对学生的学术相关训练很多，比如让学生每
周都要阅读大量的学术论文，同时提交一篇所读论文的报告，期中和期末还会组织小型的学术研讨会，让学生提前了解学术的规范。校
外教学是台湾的大学上课的特色，我参加了两次校外教学，分别是4月份去云林嘉义“迎妈祖”，和6月份去新竹参观义民庙、双堂屋等
地。在校外教学中将平常所学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深入思考。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台湾的图书馆，除了台大，其他
大学的藏书量都不是很多，但是图书馆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可以说是非常完善。中大的图书馆在细节上做的很好，可以说是小而精
致，图书馆的氛围也非常的适合学习研究。由于中大和新竹清大、交大以及阳明大学是联合系统的学校，学生们要借这些学校的书，只
要网上预订，就会送到取书处，非常便捷。			台湾的社会生活	中央大学所在的中坜市，是台湾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和台北高雄这些大城
市相比无论在人口、面积还是繁荣程度都差得很远，但是确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虽然规模小，但是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距离
台北、新竹不过是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如果搭上便捷的台铁，可以到达岛内的任何城市。此外，由于靠近海滨，又有群山环绕，这里的
气候还是环境都是非常舒适。	在台湾，坐火车出行似乎是最受青睐的方式。台湾的铁路系统很发达，有台铁和高铁之分，高铁位于西
部，连接台北和高雄，舒适便捷，但收费不菲；相比之下，价格低廉的台铁可能更加受大众欢迎。坐上火车，慢悠悠的望着窗外的风
景，很快就能抵达你想去的的城市，不失为一种享受。有一点让我惊叹的是交通系统中的的播音方式，由于台湾的社会族群分为闽南
人、客家人、原住民等等，所以在捷运或者是台铁上，通常会有好几种不同的声音播报，在台北的捷运上，分别用国语、闽南语、客家
话和英语播音，在高雄则还会加上第五种语言--日语，而在花莲台东则加上原住民的语言，事虽细微，却体现着对于社会的关怀和文明
的程度。而这种细微处所彰显的人文关怀，在台湾无所不在。	说到物价，个人感觉台湾的物价和上海基本持平，而在台北则会更高一
点，比如捷运的价格就是一例，从台北车站坐到终点站淡水需要60台币，还是比较昂贵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样的价格在台湾却能
得到更好的质量，比如餐厅里的餐点可以做的非常精致。另外，台湾的便利店非常发达，台北据说是世界上便利店最多的城市。所以即
使是深夜，如果要买东西也很方便。	在台湾，秩序的观念深入人心，经常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尽管队伍很长，却很安静，大家都能井然
有序的等待，在捷运站如此，公交站如此，餐厅和便利店同样如此。有人调侃说，台湾人是最爱排队的人，虽是一句玩笑，倒也反映了
真实的台湾社会。	对我而言最大的感受是，台湾的生活节奏较慢，周末的时候，尤其是节日，很多商店都不再营业。银行在周末也是关
门，平常到三点也不再营业。周末的大学校园和公园里，经常看到一户户的家庭全家携带帐篷坐在草地上攀谈欢笑，老人小孩自得其
乐。很多人周末都有出行的习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彻底的放松。			台湾的人和风景	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一点我感受也很
深。在校的时候，尽管我是一个交换生，而且在台湾的时间也不过是短短的四个多月，却认识了中大研究所的大多数同学，他们都很热
情，也很友善，大家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一起聚餐，以及一起出行。遇上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会耐心的告诉我解决的方法。中大的老师
也尽可能的帮助我们解决学业上和生活上的问题。而这种热心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走出校园，去其他地方，如果在路上问路，大多数
人都会非常热心的帮忙，如果他们自己不清楚也会帮助查手机地图，这样的场景，在台北遇见过，在新北遇见过，在新竹也遇见过。下
公交车的时候，乘客和司机互说谢谢。超市买东西，收银员也会每次都会微笑着说谢谢，那种甜美的微笑发自内心，让人倍感温馨。	旅
行当然是交换生们不会错过的活动。尽管台湾岛面积不大，风景却很多，且各有特色，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不同的风景。在四个
月的时间里，由于平常课业较忙，虽然没有环岛，但是也走了很多城市和知名景点，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台南赤坎楼，高雄的西子湾，
南投的日月潭，新北的野柳，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在九份老街遇雨，在金山观日落，在花莲海滨漫步，在安平古堡访古，游玩景点的同
时深入感受台湾所保留的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也是颇有收获。而台湾独有的那慢悠悠的火车，更是将行程变慢，让我们拥有更为闲
适的心情去享受这静美的山光水色。台湾的美真的是无所不在，中大、台大的椰子树和槟榔树，至今仍是铭刻在我脑海中的一道最美的
风景。			尽管在台湾只有短短的四个多月，但是通过课堂学习、图书馆看书、阅读报纸新闻，和人交谈以及四处观光游览，还是让我比
较深入的了解了台湾的教育、台湾的社会和台湾的人，总体而言，赴台交流是很一次有意义的行程，我相信这种经历是人生中一笔宝贵
的财富，促使我们探索不同区域的文化和风情，在广泛认知的同时更加深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