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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四年當中，能夠獲得交換生的機會是我一直計畫與期待的。 

雖然身邊大部分的人疑惑：既然專業是法文系，理應爭取前往法國的交換機會才對呀！ 

為甚麼選擇看似與我的專業毫不相干的中國？至少在語言上並沒有明顯的關聯。 

當然，過去兩年我都是這麼認為的，但是當我們覺得一切都是那麼的理所當然時， 

往往欠缺反思我們真正想要的是甚麼？順著大家為我們設定的常理前進，又或是不斷

思考自己的志向，為自己鋪設一條違背眾議的路徑，我很高興自己勇敢的決定了後者。 

 

當世界正以我們想不到的速度前進、變化著的同時，在台灣的我們宛如身居象牙塔，

對世界的動向往往不聞不問，「目光如豆」已是許多國際間對台灣人的評價。 

因此，為了不使自己陷溺在台灣為我們建構的泡沫式的舒適圈，我決定出去走走。 

 

中國將是未來世界的舞台，更是帶動、影響世界的中心，我相信中國的變化是大家有

目共睹的，因此我希望藉由同文同種的優勢，融入當地的生活，觀察中國近年在文創

方面的重視與落實，體驗在社會面、文化面，兩地之間的差異，補足我能力、認知上

的落差，並且以我的法文專業與當地文化做一個良好的鏈結。 

更期許自已在未來世界交流扁平化的趨勢下，建立自己的競爭力。 

 

對這廣大卻存在許多矛盾和未知的地土不知怎麼地總有股莫名的熱情。 

當我想到這個在臉孔、語言甚至是文化上都與我們有著很大相似的民族， 

突然，我對法國竟然不是那麼有興趣了。 

當然，我很清楚既然就讀法文系，法語系國家理應要和我們的人生有一段 

不可避免的淵源，我知道將來我會有的，但當時，我已經等不及要去大陸冒險了！ 

 

一切都顯得那麼理想，我為自己架構了一個堂皇的計畫。 

 

到了上海滿一個月時，有些理想受到動搖。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上海是個明智還是

不明智的決定？當大家為著法國大學的交換機會感到興致勃勃的時候，自己卻毅然決

然的決定要到大陸走走看看，我做得對嗎？ 

帶著我的疑問日子繼續前進著，我沒有刻意尋找答案，相反的，我專注於眼前的事物，

認真過日子。最後，當我的生活達到我要的水平後，答案自然就浮現了：我並不後悔，

那麼，就當他是對的吧！ 



 

既然選擇上海，在學習上，我知道我要承擔很大的風險。 

 

自小，我們早已風聞許多內地學生的不凡之處，處處都和台灣的學生很不相同， 

他們是我們被督促的範本，被比較的標準，該學習的典範。 

然而，當我親身處在這個環境，帶給我的，遠比從前聽聞得更加讓人震驚， 

即使我已有心理準備，但我仍時時感到挫折和不安。 

當然，他們依然有許多讓人不禁皺眉頭的地方，但是，在這些所謂文化差距的 

背後，我學習了很多。 

 

早晨，浙江來的自費生室友們，會帶著我一起早讀，六點半開始，然後溫習或預習課

程直到第一節課上課。 

晚上，當我早想在宿舍房間裡偷偷懶、看看課外書的時候，他們依然在為著當日的練

習習題努力著，這督促著我不應該浪費太多時間在其他不必要的事上，專注於應該專

注的事物。 

十一點半就寢，隔天繼續早起。 

這樣的方式進行了一個月。我也漸漸習慣了。就跟著大家這麼做。 

雖然班上同學跟我說，上外的學習氛圍並不是很強，而所謂的''學霸''也只是少數， 

但在我看來，他們依然遠遠超出台灣學生許多，當然台灣也有不少的優秀學生， 

但就總體而言，我們甚至遠不及內地所謂''學習氛圍不強的''同學們。 

 

當老師規定的教材是一本課本時，同學會自發性的再去多買兩到三本教材來輔助、充

實該堂課，這我在輔大幾乎不曾遇見過。而下課的時候，即使是第一次上課，同學早

已準備好滿滿的問題，等著向老師發問。 

也記得有一次，老師在為著文法的練習講解時，我們為了一小題，兩句的句子， 

爭論了將近四十分鐘，''那為甚麼這樣不行？''、''如果是這樣的話要怎麼解釋？'' 

當時我只聽到這樣的疑問充斥著整間教室，前二十分鐘，我認真地和同學、老師討論，

但到後來的二十分鐘，我整個人只能沉浸在這個情況帶來的驚訝和呆滯中。 

讓我不禁疑問：是甚麼樣的學生，甚麼樣的老師，能帶來這樣的學習火花？ 

一開始當然震驚，甚至不耐煩，但我很羨慕，同時也為身處這樣的環境感到幸福。 

 

不論是學習態度或是生活的方式，總是有種認真的傻勁，太過於認真，有時讓人忍不

住發笑。但是，反觀我們，台灣培養了安逸的環境，造就了不少不上不下的學子，對

於與各國的「競爭力」總有種力不從心的無奈感。 

 

因此，這段時間，從他們的身上，我認知到自己還有很多很多的不足，所以唯有透過

更多更長時間的努力，我才能與他們齊頭並進，如果幸運的話。 

在這條路上，我還有一段路要走。 

 

 



 

而在生活上，我並沒有太多不適應的地方。 

本身對文化之間的差異容忍度和學習度就很高，因此同學也訝異，我對這邊的生活幾

乎沒有抱怨或不耐。身處在不一樣的地方，我能做的，除了看，更是要學，完全融入

當地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洗澡要錢要排隊、喝水要錢要排隊、室友整潔衛生不好等等等，我認為都是這裡生活

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必要放太多的情緒在裡面。 

所以，同學們和室友們對我的印象都很不錯，這也是我希望達到的目的之一。 

 

當然，挫折和頹敗感是有的，而且時常我便會碰到他們。 

又或者，我會對自己浪費的某一個早上或是兩個小時感到惶恐不安，深怕沒辦法把這

短短的四個月的價值發揮到最大，辜負自己、辜負家人等等。 

 

前陣子讀薩特的作品時看到：一個人絕不會喪失他的生活，沒有任何東西比人的生活

本身更有價值。 

我同意，所以試著盡力但同時也試著放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