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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初來乍到（於清華大學）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卻是第一次 long-‐stay了大半年在這片熟悉

又陌生的土地上，在這之前，中國大陸在地圖上、地理課本裡，地理老師指著它

說像隻老母雞；中國大陸在新聞上、報紙裡，在所有和台灣的國族矛盾情結中。

飛離小島的第一個晚上，我降落在一片華燈熠熠，初出機艙門便感受到一絲乾冷

的空氣直衝鼻腔，然後寒意包圍身體，那一刻才覺得，哦，真的到了，我要開始

在這裡生活半年了。	  

	  

	  

	   	   	   	   	   	   圖 2	   北園五樓研究生宿舍一隅 	   	   	   	   	   	   	   	   	   	   	   	   	   	   	   	   	   	   	   	   	   	   	   	   	   	   圖 3	   真空包裝的牛奶 	  

	  

	   北京的地鐵沿著環狀交通圈規劃，以天安門為中心，到四、五環以外都能抵

達，相當便利，而且還在擴建當中，我在雙聯生同學的陪同下，搭乘機場快線轉

地鐵到人大，入住北園五樓。有幸在交換之前，得到許多已經從人大交換回來的



學長姐與同學的經驗分享，約略知道基本的交換生活模式：乾冷缺水、四季分明

的氣候，坦誠相見的公共大澡堂、便宜但口味重（較鹹、較油）的學生食堂、提

暖壺取熱水、萬用一卡通（可通行圖書館、水房、澡堂、食堂等），甚至是各種

在中國大陸生活不可或缺的實用 App，出門導航用百度地圖，難以決定去哪家店

就大眾點評，叫車打的用滴滴出行，美團、餓了麼可以叫外賣到 everywhere，

付錢用支付寶或微信，微信也用於平時通訊，網購平台有淘寶、京東、當當（書

籍）等，旅行出遊可以用去哪兒、窮游來訂機票、車票、門票、酒店、青旅，甚

至瀏覽旅遊攻略等。	  

	   	   	   	   	   	   	   	   	   	   	   	   	   	   	   	   	   	   	   	   	   圖 4、5、6	   北京的春天有開不完的花 	  

	  

不過，即便略知一二，交換生活最有趣的事情便是親身體驗，重新勾勒想像

中中國大陸的樣貌，一如出發前戴伯芬老師對我的鼓勵，她溫柔地告訴我：「去

交換，要像人類學家下田野所實踐的態度一樣，讓自己回歸到空白的狀態，like	  an	  

infant。」我嘗試將所有的感官知覺開到最大，馬路上嘈雜的喇叭鳴聲、不同城

鄉便不同口音的普通話、灰濛濛的霧霾天、乾冷到鼻腔滲血的空氣、地鐵中摩肩

接踵和複雜的氣息、高緯度微刺的紫外線、被咬破的花椒粒在舌尖開展的麻與香，

甚至是在修課學習的過程當中，與中

國大陸的老師、同學一次又一次開展

的思辨，而思辨又不僅在教室中，也

發生於飯桌、球場、宿舍等，課餘時

間造訪各省會的旅行，我都想張開全

身的細胞去經歷、去記憶。	  

	  

	   	   	   	   	   	   	   	  
	   	   	   	   	   	   	   	   	   	   圖 7	   慕田峪長城 	  

	  



早有耳聞中國大陸這邊的研究所課程上課方式，和我熟知的台灣大學部課程

較相近，一個班動輒五、六十人，老師在台上講課，同學們在台下聽課，期末進

行分組報告評比。但上課方式還是端看老師的風格與課程需求而定，我另外選了

兩門人類所的課程，班上約十位同學，便是以 seminar的方式進行研討，老師也

和我們一塊坐在台下，和我在台灣的研究所上課方式差不多。「差異」往往是火

花激發之處，我們對同樣的議題時常提出截然不同的見解和經驗分享，那是上課

最有趣也收穫最多的一大部分。	  

	  

	   泱泱大國的萬種風情，以往只能從地理課本與「大陸尋奇」中窺探，在校園

也只能聽同學老師們言說，多虧學校的交換生大使團隊每個月會組織大家到北京

近郊參訪，綿延萬里的長城、隱身胡同之中的國子監（孔廟）、自稱公園卻比遊

樂園還大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等，探訪了北京的古今光景，也聯繫了彼此的情感。

除此之外，我也自己規劃出行、攜伴旅遊，在此之前，我以為複雜多變的地景是

紙上不同顏色的色塊；壯闊山河是表格裡堆砌的數字；多元迥異的族群表現形態

是該費心背誦的必考題。然而，承載五千多年歷史的境地不會是鐵板一塊的教科

書可書盡的，屢屢離開北京，都能感受到實際走訪所給的衝擊，現在回想起來，

仍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	  

	   	   	   	   	   	   	   	   圖 8	   內蒙庫布齊沙漠 	   	   	   	   	   	   	   	   	   	   	   	   	   	   	   	   	   	   	   	   	   	   	   	   	   	   	   	   	   	   	   圖 9	   沙漠晚霞 	  

	   	   	   	   	   	   	   	   	  

	  

我和交換生朋友搭十多小時的大巴到內蒙古，在沙漠翻滾、坐在較高的沙脊

上等待貧瘠沙漠中富饒色彩的霞光，親臨黃河第一大灣——老牛灣，在農家樂住

上一宿；也搭五個多小時的高鐵到青島，在青旅老闆娘的推介下，去當地漁市場

挑選最新鮮不坑人的海鮮，請小酒館烹調，配上青島最著名的扎啤——出廠 24

小時內的新鮮啤酒，穿梭德租借時期留下的石子路與宏偉的教堂；鄰近的天津搭



高鐵短短 20分鐘可以抵達，比起擁擠的北京，這邊適合與朋友度過小假期，天

津本就留有許多中國古式建築，加以二十世紀初，八國聯軍攻陷天津，作為租界

地的天津亦在此時期留下大量的西洋建築，種類樣式繁多，一如萬國建築博覽；

或是和遠道而來的朋友一同包車環遊青海大環線，溽暑難耐就到西北避暑，在漫

天黃沙的敦煌，想像曾作為絲綢之路重鎮的輝煌，穿越柴達木盆地無人區抵至茶

卡鹽湖，赤腳走在鹽湖上，雖因天氣未能目睹天空之鏡、見識天地顛倒，倒也在

湖天交際處，留下對造物者的驚嘆，烈日下經過層巒疊翠的高山與一望無際的曠

野，來到海拔五千多公尺、空氣稀薄的千年冰川，努力掙得一絲絲的氧氣後，細

細觀察冰川消長的紋路，彷彿樹木的年輪，或奶奶頰上的皺紋，是歲月和季節的

腳印。	  

	  

	  

	  

	  

	  

	  

	  

	  

	  
	   	   	   	   	   	   	   	   	   	   	   	   	   	   	   	   	   	   	   	   	   	   圖 10	   青海祁連_氂牛過馬路 	  

	  

可交換和旅遊，不會總是快樂順遂，我也在這些過

程中，經驗挫折，花時間去調整適應，那是必然的，因

為移動的是我，那富有彈性的也必須是我。一開始最不

能習慣的是溝通，即使中國大陸與我們說的都是所謂「中

文」，但口音與用語大有迥異，買東西、上課的時候時常

一頭霧水，但那邊的同學大多交流心態開放，聽到我來

自台灣也會流露善意，對台灣總是好奇，我就在日常生

活中時交到許多外地的朋友。有一次洗澡的時候，隔壁

的同學向我借洗髮用品，初來乍到沒簾子沒隔間的澡堂貴寶地的我，以含羞草的

姿態傳遞洗髮精給她，「妳是哪裡人？」她聲音清脆，直視著我（嚇），非常有交

談的誠意，「台灣。」「哦！難怪聽妳口音特別溫柔～剛到這邊有沒有什麼不習慣

的事兒？」我憶起在自家浴室洗澡唱歌的過往，回應：「呃…洗澡。」我們相視



後大笑，從此我愛上北園澡堂邊洗邊聊邊交朋友。他們跟我一樣，離鄉背井從西

北、南方等地來到北京唸書，像這位來自湖南的同學，也不習慣開放的澡堂空間，

但她說：「北方冷，這樣大家一起洗比較暖和。」這些互動不僅可以練習溝通，

也交換了很多故事，以及在北京生活的指南，當然也會提及敏感議題，也曾花上

一段時間與立場相異的對象討論台灣的社會運動、政治現況等，比起在這麼短的

時間內說服對方，我們更在意的是達到交流意見與想法的效果。	  

	  

「先下後上，文明乘車，...共同抵制街頭賣藝、乞討等行為。」每每上地鐵，

廣播除了報站名，還會這番宣揚「文明」理念，我的腦中總是同時浮現《我的涼

山兄弟》中，政府派人在諾蘇人的村落牆上漆上斗大標語的故事。劉紹華老師在

該書中探討治理愛滋的中英項目進到涼山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原本在涼山不受污

名化影響的愛滋病，政府未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政策介入，例如在牆上漆上

巨大高聳的標語，如「愛滋並不可怕，預防它有方法。」，國家介入反而造成新

興愛滋污名，「提醒」了村民應該要害怕愛滋病，使真正的訊息傳遞效果不佳，

中英項目最後未達預期成果。看完涼山，回到地鐵廣播，「大概是做不到的事情

才都要漆上標語、大聲嚷嚷吧！」我曾心想，Hello～這裡不僅沒排隊，還常被

上車的人擠回車廂，不往貧窮的問題本質深究而是「抵制」自己的人民嗎？再講

講文明，隨地吐痰、隨意插隊、亂擲垃圾，每天走在路上都在發生，「文明」至

此，何解？好吧，但社會學告訴我，這樣去脈絡化的思考有多扁平，所以我盡可

能地和當地人類們交流，挖掘現象發生的原委，互相包容尊重（但是我走路還是

會繼續躲痰）。	  

	  

這裡地大物大，常常是出了這個村就到不了那個店，城鄉差距自然比我想像

更甚，資源分配不均也成了所急待解決的問題之一，都市裡開發和發展隨時隨地

都以超人的速度在進行，和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一樣，發展的好處並非每一寸土

地、每一方的生靈雨露均霑。北京市作為首都、一級都市，已相當充分地商業化、

觀光化，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口前往求學求職，所以在北京你可以見到各色各樣的

人，都市叢林的生存法則、應對進退的合宜身段，都是一邊碰壁一邊練就的，何

況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人口組成，要習得複雜的那一套都市存生技能，本

就會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呈現截然不一的樣貌，勢必也有一些不上不下的尷尬

狀況發生，當你慢慢地往更深處尋找脈絡，會在行將破口大罵的當口，做出更全

面的應對選擇。	  

	  



將近半年的交換時間，我覺得是一段相當值得的學習體驗。我帶著惴惴不安

的好奇心前往，落腳在一個全新的環境，心境也是，原來 like	  an	  infant的狀態會

使人時時刻刻都感到驚喜、刺激，再微小的事都可以當作冒險挑戰，張開全身的

細胞去感受，慢慢堆疊積累成養分，不論是學習或是生活。生活本身煩惱還是一

樁一樁來，回來以後，你還是煩惱學業、工作、未來、父母的期待等，但就像北

園澡堂「櫃檯」的伯伯說：「沒有煩惱怎麼會是人生呢？」，我們在這些煩惱爛事

的夾縫中尋求一絲絲生命的美好，有了繼續大膽嘗試的想望。有幸在這段時間生

活在這塊土地，遇到每個友善待我的人們，「出走，是為了回家。」，這段讓人常

常像個老兵拿出來回憶說嘴的經驗，也讓我更確立了心之所向。	  

	   	   	   	   圖 11	   農家樂一隅 	   	   	   	   	   	   	   	   	   	   	   	   	   	   	   	   圖 13	   台灣歌手狗毛於胡同中的酒吧表演 	  

	  

	  

	  

	  

	  

	  

	  

	  

	  

	  

	  

	   	   	   	   	   	   	   	   	   	   	   	   	   	   	   	   	   	   	   	   	   	   	   	   圖 14	   人大藏書館旁春花盛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