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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Weber說過：社會學理解的重心在於理解行動者的主觀意念。詮釋社會學的

走向在於懷著同理心去體驗這個社會，而我踩著社會學家的思維，與心中獨善其

身的座右銘產生了牴觸。若是我能一如把生活世界做為文本般瀟灑來去，那眼前

的困頓之於我是否正如杞人憂慮蒼天？哲學家 Epictelus說的很好：擾亂人精神

的與其說是事件，不如說是人對事件的判斷。待我做個幾天來的總結，也許這回

的社會實踐必需由外而內，徹頭徹尾的洗禮一回。               

                                                   3月 5日於北京人大 

 

一、前言 

 

    在心得的開始要先感謝很多人，像是我的指導老師胡克威教授、魯主任及所

辦秘書雪芬等，沒有他們的協助與建議，我就沒有這個機會能夠到大陸體驗這個

看似跟台灣很相似，但實際上又充滿差距的社會。一個學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不敢說有得到什麼實質的收穫，但心得感觸倒是滿溢心懷。希望藉著這個機會來

跟大家分享此行的心得，也許能給之後參與交換的學弟妹一點幫助當作回饋。也

許有些人會因為中國較為落後而止步不前，但其實很多事情並不是光憑我們的想

像般這麼簡單，而是更多更多的可能因素，實需親嚐才能知曉，陸遊說的好：紙

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中國人民大學 



二、住宿 

 

    在北京的學校，基本上所有有註冊的學生都會分配到自己的宿舍床位，一方

面北京的房價實在高的可怕，一般學生租不太起；另一方面這也是學生的基本福

利。學校宿舍一個學期只需要付 400-500 人民幣，折台幣大約是 2000-2500 元間，

是非常便宜的價格，但相對的品質可想而知，不過其實實際我對人大宿舍的第一

眼印象感覺並沒有太差，也可能我住的宿舍是新大樓，所以感覺算是很乾淨，還

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也許是優惠我們交換生，一間六人間包括我只住了兩個台

灣的交換生，所以就空間上也算是非常寬廣了。 

 

                         

           人大知行二樓宿舍 

 

    雖然宿舍本身感覺不錯，但真正的問題不是宿舍本身，而是一些規範以及生

活習慣上。像是本科生（大學生）宿舍會熄燈，統一晚上 11 點整斷電，插頭也

會停電，在台灣習慣越夜越美麗的我剛開始非常不習慣，另外還有像是沒飲水機、

要每天自己去打水（提水壺去買水），要買電（買電卡）等。整個住宿最不習慣

的就是洗澡了，洗澡首先是要花錢買水，也就是說你洗澡的水用越多花的錢的就

越，不過這想想也合理，北方畢竟容易缺水，藉此提醒大家節省用水也挺好。不

過難適應的是洗澡沒門，加上大陸的朋友習慣面朝外洗，所以就會變成面對面洗

澡的囧況。對他們來說，這樣比較方便聊天，久了習慣之後，其實也覺得這樣沒

甚麼大不了，雖然我還是習慣面壁洗。 



三、食物 

 

    北方食物重鹹重辣，主食也有許多麵食、餅類，這與南方菜系（台灣算是南

方菜系）有些差異，但這不打緊，差異最大的是北方人不愛吃甜食，所以很多食

物基本上是沒味道的！我第一次在食堂吃早餐的時候點了一個八寶粥，一個甜粽

跟一碗豆漿，結果三種都是完全沒味道，吃的我非常痛苦，之後我就很少再吃早

餐了，都會去買麵包之類的食物替代。還有相對台灣用油炸的食品較多，大陸較

多的是用燒烤方式的烤串，什麼奇奇怪怪的烤串都有，還有跟麻辣鍋很像的關東

煮叫作麻辣燙，這些東西既便宜又不錯吃（烤魷魚一串 3 塊人民幣），但後來有

一回聽大陸朋友說路邊的烤羊串都是老鼠肉（也有人說是實驗後的兔子肉）、用

的油都是地溝油（一種說出來你會嚇死的劣質油）之後，我就再也不吃了。 

    一些北京道地的食物我也都吃不慣，像是豆汁、爆肚等，不過烤鴨的確不錯。

大陸因為多數城市是不靠海，所以相對海鮮類的食物都偏貴，一般時候都吃不太

到，即便是吃到魚，幾乎也都是水煮魚（湯底是很辣的那種），不過他們有一種

烤魚挺不錯，有點貴但值得去嚐嚐。說到吃辣，大陸某些地方的人吃辣是出了名

的（湖南、四川、東北等，大陸朋友還特別叫我去聽宋祖英的辣妹子），但光辣

就算了，那還是一種麻辣，常會有很多一粒一粒小顆的花椒佈滿整個食物，吃進

嘴巴會感到一陣麻，我個人非常討厭吃到那個味道，因此在食物上，即便待了四

個多月的大陸，我還是很不習慣那裏的食物。光就食物這一點，台灣完完全全大

勝，在大陸的四個多月，無時無刻都在想念台灣的食物。 

 

                                 

 路邊的烤串                                 特殊的料理 



四、交通 

 

    北京的交通算是相當方便了，光火車站就有四個，地鐵（我們說捷運）、公

交車（公車）或是出租車（計程車）相較於台灣的價格都算是非常低廉，地鐵的

交通網基本上也含跨了整個北京市區。但因為人多，很容易出現人擠人的情況，

加上大陸人對於人跟人間的距離感比較沒這麼在意，所以常常會出現摩肩擦踵的

情況。所以要是讓我來總結大陸普遍的交通情況，我會說硬體設備其實還行，但

是相較於其人口之龐大，所以幾乎到哪就是擠擠擠。 

    人民大學位在北京市的海澱區，這裡是學院區及科技園區（中關村），北大、

清華等一級學府都在附近，對於想去跨校聽課學習非常之方便。台灣人過去對於

交通會不習慣的大概就是沒有摩托車，雖然這裡有電瓶車（充電的摩托車），但

使用的人畢竟不多。大多學生的交通工具以腳踏車跟步行為主，還好人大不算大，

如果是在清華上課的話，只用步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五、氣候 

 

    今年的氣候有點詭譎，但我想我很幸運，遇到了很多樣化的氣候，像是下大

雪零度以下的世界、非常可怕的沙塵暴、還有像烤爐一樣的夏日。剛到北京的時

候，氣候大約是 5 度左右，因為北京非常乾燥，所以實際上的感覺沒有想像中的

冷。過了幾天北京又開始下雪，雖然氣溫已經零度以下，不過第一回看到大雪紛

飛的興奮感已經大大超過實際的寒冷，所以整天在外玩雪玩的不亦樂乎。但可怕

的事情發生在融雪的時候，地上濕滑難行，容易滑倒不說，重點是變的超級冷，

因為融雪帶來的濕氣，那個冷已經有點透骨寒的感覺，雙手如果赤裸處在空氣之

中會感到刺痛、發紅，那陣子最冷的時候有來到零下-10 度。 

    接著春天來臨，氣候變的舒適許多，但在三月底見識到了道地的沙塵暴。過

去在台灣會有沙塵暴警報，起源是由大陸吹過來的風沙，造成空氣品質混雜。但

這回是正宗的沙塵暴，或說我站在第一線體驗這感覺。沙塵暴開始的時候，天空

整個會呈現橘黃色，空氣中的含沙量極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當我們去買冰吃的

時候，如果讓冰赤裸的呈現在空氣中，你可以看到一顆顆細小的砂礫，慢慢的黏

著在你的冰上，就是這麼誇張，所以那幾天出門口罩是必備的。 

    另外就是要說到北京的乾燥，習慣台灣氣候的我們，到北京須要開始適應天

天擦乳液的日子，即便男生也是一樣不得不這麼做，因為那種乾是會讓你的皮膚

乾裂到出血。不過乾燥氣候也有好處，就是洗頭不太用吹，很快就自己乾了；洗

衣服不用脫水，隔天保證乾。我回台灣後，可能因為身體已經開始適應北京的乾

燥，一回台灣就一直流汗，稍微動一下就滿身大汗，也難怪過去歷史上見怪不怪

的水土不服，實因地理氣候差距實在過大。 

 



                          

            沙塵暴下的北京                                               

                                         

    下雪的北京                            春天的北京 

 

六、休閒娛樂 

 

    北京的娛樂基本上應有盡有，台北找的到的，基本上北京也不會少，台灣大

學生常做的休閒，大陸的學生大致上也差不多。但細微的差異還是有的，比如像

是大陸學生的作息比較正常，通常都是早睡早起，早餐點超過九點就關門了，不

像台灣中午還能吃早午餐。另外大陸學生很熱衷桌遊（桌上遊戲），印象中在台

灣玩桌遊的人非常少，但在大陸非常普遍，並且男女皆是，常看到許多場合一夥

一夥人都在玩。最出名的遊戲叫三國殺，是一種紙牌遊戲，入境隨俗，我自然很



快的就融入到他們桌遊的世界。其實桌遊的世界比想像中的複雜許多，但除了遊

戲本身的意義之外，我想最重要的還是透過面對面的遊戲過程增進彼此的感情，

比起在電腦前與遙遠另一端電腦前透過機械來互動，這種面對面的互動感覺好太

多了。 

               

              桌遊 

    旅遊是在大陸生活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我這四個月來最值得的事情，常常

因為看到過去只能在課本上看到的歷史文物時，感動不已。在旅遊上的細節非常

多，在此就不多做贅述，只是旅行前一定要做好準備，大陸的騙子很多，奇奇怪

怪的騙術也五花八門，旅行中要自己小心就是。另外就是這些旅程中搭火車的經

驗，也讓我深深體會到大陸貧富差距的巨大，有機會大家一定要去搭搭看。 

 

七、學習 

 

    這點應該說是此行的目的之一，但學習本身在於自己生活上的體會、知識上

的積累，很難為外人道，因此在此我僅對於這裡的學習環境做些客觀的描述。我

不知道大家對於大陸學生的印象是什麼，我在來之前的印象是競爭激烈，事實上

也是如此沒錯，但因為一些制度與條件上的差異，導致這裡的學生有多數是比較

現實取向的（單就社會學研究所），這點在後面在專門說明，而我首先要講的是

學習風氣的問題。我之所以要提出學期風氣來講，是因為有一回氣候下著雪，我

一起起床跟朋友相約去買東西，時間大概是不到七點。走在校園裡雪白一片，讓

我感到寒冷，但在路旁的涼亭邊已經有幾位學生在那裏大聲朗讀英文，我看到這

一幕景象有點被嚇到，在這種氣候條件下，七點不到便有一些人開始學習（據大

陸朋友說這叫晨讀），更不用說八點一到圖書館便是擠滿著人。常常問同學說下

課之後要幹嘛，通常得到的回答都是去自習室看書。 

    他們普遍英文都不差，上課時我看幾乎人人都拿著多益、托福、GRE 等書在

念，嚴格的說，對於課堂上的討論他們不算專心，但卻專心在他們想努力的方向

（這也是我前頭所說的現實取向）。他們在寒暑假期間通常會安排實習工作，這



跟我們的暑期打工不太一樣，實習通常是以學習經驗資歷以便日後找工作為主要，

賺錢是其次。根據我詢問的結果，人大的學生總數大約是兩萬人，其中碩博士就

占了一半約一萬人左右，想想一年光人大就可以畢業將近兩千個碩博士生，這數

字非常可怕，這也就是大陸學生競爭壓力之所以大的緣故。 

    就教學資源來說，人大算是個充沛的地方。一方面它位處北京的學院區，臨

近北大清華，教學資源容易取得；再者就是人大也屬於頂尖學府之一，許多的學

術活動座談會等，大陸的朋友就告訴我，人大最精彩的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課

外多樣化的研討活動上。 

 

八、結論 

 

    在大陸交換四個多月來，體驗與心得滿滿，難用簡單幾個字來寫盡，在此我

只是簡單說明一些基本的生活差異與狀況，詳細的情況若有需要可以再跟我聯繫。

其實在人大我們受到的照顧很好，人大社會所的廖菲老師非常熱心，幫我們解決

了許多的疑難雜症，在此我要非常的感謝他。另外就是大陸的朋友們，難用言辭

去表達我的感謝，如果沒有它們，我在大陸的這四個多月相對的會無趣許多；如

果沒有他們，我沒辦法如此的適應良好。另外就是其實在大陸的學生組織非常多，

像是台生會、港澳台協會、中日韓文化交流協會等，都可以在這些團體中認識朋

友、進行交流。交換生的目的本來就應該是多看多聽多結交各地的朋友，透過溝

通來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我想這四個多月的交換過程，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結交

了中日韓港各地的許多朋友，讓我對於各地的文化有更深一層的體會與認知，人

生中有許多事物是短暫的，但朋友是一輩子的。 

 

                       
       中日韓文化交流協會活動 



後記： 

    走在北京的深夜常感到一股落寞，我開始懷念我的兄弟們，懷念我過往無悔

的青春，但同時也會感嘆有些朋友間的相見恨晚，感嘆相處的時光如梭。若要我

想像輔大校園的深夜，我總會想起人大校園的三更；若要我描繪台北的夜夜笙歌，

我總喜歡回顧北京的光怪陸離；四個多月來我想念台灣的一切瑣碎，但我卻也捨

不得北京的林林總總。若要我解釋北京深夜的那股落寞感，那全都是因為你們，

我的朋友。 

    北區食堂估計還是人聲鼎沸，教二草坪上的西瓜會相信也不會間斷吧。世紀

館旁昏黃的街燈即將亮起，今天又將數著誰們並肩走過的影子。一勺池旁的松柏

傾聽過數十年來的驪歌，只是今年的曲調是特別的清晰。時間猶如北京春盎的鮮

綠，在油畫上一抹不復返，青春到底該畫上夏艷的花朵，還是沉默的秋草？問君

能有幾多愁。在註定的悲傷面前，歷史不由分說，估且讓我緊握那幾幕悸動的餘

輝，悄悄的走。我最後問了自己，能否揮揮衣袖而不帶走這片雲彩？ 

    吟詩一首，陶潛《停雲》：良朋悠邈，搔首延佇。願言懷人，舟車靡從。安

得促席，說彼平生。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2010年 7月於台灣 

 

                           

                  細數併肩走過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