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學期的交換生活眼看也要結束了，從一開始對於人大裡面種種的生活瑣

事都感到不習慣，當初有意願前來中國當交換學生時就已經意識到勢必會有不習

慣之處，我刻意修了一堂中國經濟轉型，希望我可以在來到中國時我可以迅速的

進入狀況上軌道。但是親自踏進校園中又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一切是這麼的豐

富。 

 

  「記住，你不是來旅遊的，你是來生活的」這是一個也同樣是當交換學生一

年的資深學姐告訴我的。這時我認知到自己不是走馬看花的遊客，我得要和不同

的同學交流，用心體會這難得的半年；我參與不同社團的活動，跟這邊辦活動的

同學一起聊天交流經驗，甚至在草坪上唱著最炫民族風，同學們都是很熱情，尤

其大家都很樂意跟我分享，想了解我們台灣的一切，通常最常切入的點都是明星、

偶像劇，對台灣的想像完全是來自於電影跟偶像劇，老實說有些夢幻；而對我的

衝擊則來自這邊很多同學其實都不是台灣媒體一直給我們灌輸的那一種中國模

板，除了死板板念書積極向上的一面，同學有更多豐富的一面，同學對於知識的

追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連綜藝現在最流行的東西都瞭若指掌，印象最深刻則

是大家省分的差異，我以為一來北京會是全部京片子，我練了好久的捲舌音好像

也沒特別用上，飲食上的不習慣就縱使我來了這麼一段時間，總還是對於麵條這

種北方主食的頻繁程度感到頭疼。各地方言、行為都有所不同，我才發現原來我

們兩岸的同學被媒體影響的有多深，我們對對方的認知絕大部分都還是來自於傳

媒，而本地同學對於台灣的好奇和好感也出奇的讓我驚訝和抱歉，相較於我們對

大陸的嚴苛檢視，我都不知道去完台灣之後的他們會不會失望。 

 

  在北京我覺得對交換生最關心的先是民生問題，北京的消費一點都不便宜，

這是很多人沒實際來過的人對大陸的錯覺，就是以為大陸東西很便宜，在某些程

度來說是，但是就以食堂已經接受過政府補助的情況之下，我們吃一個蓋飯(一

道菜跟一個飯)要 10~13 人民幣，或許跟台北比較起來已經便宜了一點，但想想

這也就是台灣中南部便當的價格。很多人還抱著錯覺想說可以買到幾毛錢的飯，

我問過這邊一般大陸的同學光在校園生活在沒有額外買衣服等消費之下 1500 人

民幣就可以綽綽有餘，何況是我們還會跑來跑去參觀的交換生！皮要繃緊一點

了。 

 

  在和其他同學交流的時候，我發現在經濟突飛猛進的今天，同學好像一直圍

繞在畢業後的工作機會討論，同學說自己要考進黨只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工作競爭



力、去搞實習機會、不然就是考語言考試要想辦法出國念書，我問說為什麼時答

案全部都會回到工作這個答案。於是有一天我好奇的問了身邊的朋友，你們的夢

想呢？你們想要做什麼？ 

 

  很多人用一種很疑惑的表情看著我，夢想？我朋友微笑，他說現在現實比較

重要，沒有人在談夢想，起碼他沒怎麼常聽人說。回頭看看台灣，台灣的青年好

像比較常會被人家談到夢想，自己喜歡些什麼，有做夢的機會。但是我更意識到

有多少台灣的大學生是忽略自己做夢的機會，大學生Ｍ型化，消極的什麼都不管

瘋狂玩樂、積極的就像這邊一樣，努力要往上爬、恨不得要你閉嘴往錢看去，或

許真的沒辦法吧，現實就是這麼骨感。 

 

  當然我也感受到很多發亮的眼睛，有個著名指揮家 Ben Zander 說過：「當

你看到一個人擁有熱情時你可以看見他們眼中散發的光芒」。我參加這邊的幾個

沙龍聚會，我發現很多青年正在參與他們相信的東西，雜誌、公益活動等等迫切

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並想參與。有一次我以「行動力」分享了有關我在台灣的海

外志工服務和推動公平貿易的經驗，作為一種砥礪，我發現其實這邊的大學同學

都很有想法但由於現實緊逼，不再做夢甚至去付出的第一步勇氣，我看到他們眼

中擁有與我相同渴望對於自我生活掌握的那種熱情，我很期待未來這些同學都能

付出行動去實踐他們的熱情，讓北京成為一個能不斷驚豔世界的城市。 

 

  既然來到學校就說說上課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剛開學我去旁聽一堂法國詩

歌課，我想說身為交換生又是旁聽應該積極一點，所以我就提早 10 分鐘到教室，

沒想到全場爆滿，我已經在最後一排得站著，只好去隔壁教室偷椅子才勉強可以

在最後一排聽課，大陸同學的積極度我就不用再說了，某程度也會激發我們讓我

們更上進吧，但是其實我也發現這邊的同學，在學期中之後也就開始翹課啊，同

學們選擇上不上課通常除了老師嚴不嚴格以外，我也聽到學生會說有些老師不知

所云所以他們乾脆不去，找間空教室自習都好。到了周末還有同學約我去「泡」

圖書館，我在台灣會去圖書館念書，但是泡圖書館當成周末娛樂，這我也是第一

次體會到，讓我知道對於知識追求欲望，跟大陸同學比我是多麼不夠積極。 

 

  由於人民大學交換來不能選外系的專業課程，只能選全校通識跟本科的專業，

還好我是大四的，基本上我已經不缺學分也不知道要不要去上人家的基礎課程，

所以多數課程我都去旁聽，旁聽，一個我在台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



但是在這邊的同學有些人除了排了課還會專門去旁聽某些喜歡的課，在台灣我聽

到去旁聽都是因為陪男女朋友才會勉強去的事情。 

  

  假如你在學術上面有興趣，建議你來這邊就要挑大師的課，因為這邊大師真

的不少，只要有心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對自己有幫助老師，像國際關係學院有些老

師還是在聯合國裡面工作的，只要積極一點你都可以很有收穫，我的室友就可以

在國學院找到難能可貴的藏學大師，讓他的學習更深刻，同時對他去世界第一流

的研究所繼續研究有很多幫助。 

 

  我還記得家人在我來北京之前特別跟我叮嚀，聽說去北京交換的學生都玩瘋

了，自己要抓好自己的本分好好念書。 

 

  這在我北京每次出去遊走的時候家人的叮嚀都會像被靜電突然掉到一樣抽

了一下，不過也就過去了。 

 

  來北京很多交換的學生你會發現他們都特別愛三五成群約一約出去玩，趁周

末或是假期跑到不同省份＂考察＂，這也是大部分的人比較沒有課業壓力。在開

學的時候，負責港澳台交流的老師笑笑的對我們說：「你/妳們來這邊，多出去走

走，去體驗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因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

如閱人無數。」這邊很多老師也是抱著希望你可以到處看看，去體會這片土地，

去了解，拿掉你本來可能存有的偏見，用心看一看。 

 

  恰好我喜歡旅遊，我在交換期間也跑了很多地方，從北京郊區的爨底下村到

哈爾濱、山西，最遠則跑到了新疆，而在旅程中我更感受到身為一個中國大學生

的特殊性，學生最為一種優勢群體跟一個特殊的存在，當我們在外面秀出我們的

學生證通常都能夠獲得通融，被照顧甚至到景區還能打折，但也因為是學生我們

更可以輕易聽到不同的階層，族群的民眾跟我們談論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自己的

觀察，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覺得我快可以自己出一本書了，實在是因為中國太大了，

再來就是太多事情正在發生，我深深覺得我在這過程中已經越來越難形容中國，

因為做為學生更為我打開一扇了解這片土地的眼睛，每個故事所折射出的是一個

社會的存在，而社會是如此複雜難以一言以蓋之，當我擠在狹小的火車硬座上，

聽著民工敘述他的工作經驗；在旅館中聽著醫生怎麼下鄉行醫；老闆怎麼創業，

甚至是媒體人怎麼創造收視一流的婚戀交友節目。 

 

  在鄉下的地方旅遊，其實也是有很多人願意伸出手幫助你，在山西時我們分

兩台車包車，就遇過一位毛師傅告誡另外一個載我們司機不可以對我們就地起價；



在新疆迷路時遇到好心的先生帶我們大老遠親自到公交站坐車，讓我對這種人情

味我特別感動，鄉下地區其實人情味非常濃厚，有時候我看到人稱讚台灣很有人

情味，其實我更覺得人情味是人天生基因內的性格吧。 

 

  交換學生的過程中不論是課堂或是旅行，讓我了解到我應該抱以什麼樣的眼

光來看待世界，尤其當我選擇一個對於我成長背景非常陌生甚至偶爾遭到媒體刻

意扭曲的地方，我更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來調適自己跟面對這一切的不熟悉。要

怎麼樣避免意識形態的作祟，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很輕易說出很偏激的詞語，

用粗淺的歸類法來區別他人與我。我最害怕聽到有人會用：「請別問為什麼，中

國就是這樣」做為任何事件的解釋時，做為一個社會學專業的學生我會更小心翼

翼的去檢視這句話。每個行動背後都一定有原因，假如我能把行為產生的脈絡釐

清楚我會在面對挫折時更能調適，所以我認為這一趟下來對於我本身其實是更大

的收穫，在未來在任何世界一角都可以用一以貫之的態度來實踐。同時，兩岸在

發展上面，一條淺淺的溝，卻擁有許多不一樣的生活習慣和生活中的歷史記憶，

在交流中我發現這條鴻溝是不難跨越的，只是我們都需要更有意願的去了解，內

地現在掀起一股民國熱，對於民國、對於台灣都有很多想要知道的事情，但是台

灣的同學是否也準備好去了解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