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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程 

交換完回來的心境很複雜，在中國的這段期

間看到許多不一樣的人、畢生難忘的物、也發生

不少讓我回味再三的事。 

從媒體上片面了解到的中國多半不是正面的

訊息，也有些許偏誤，也因此，在我心目中所描

繪的中國充滿未知，我想只有實地走訪了解後，

才會是屬於自己的體悟。 

學生們普遍是和善的，知道從小生活的環

境、價值觀迥異，仍願意尊重我們的想法見解，

屬於政治的問題，也較少被刻意碰觸。當然，還

是會有其他的交換生遇到些許摩擦、或是難以表

達自身立場的情況。 

對他們來說，競爭壓力大，時常看到在念書、趕著上課、進自習室或上圖

書館，中國的學生普遍難接受延畢、或是鮮少對未來沒太多想法，多半會規劃

好要準時畢業並進入職場、攻讀研究所、還是決定出國留學。 

大學生也很少打工，時間多半用在念書、實習、找工作上，可能正是因為

對於人生的目標有較明確的想法，才不會花時間在打工上。 

讓我印象相當深刻的是中國人的民族性，多半相當的愛國，若當國家受到

批評時，願意站出來維護或是平反評論。而相對的，台灣的人給我的感受是，

對自我認同混淆，當台灣受不公平對待、打壓，或是需要釐清對台灣未來的想

像等問題時，可能選擇禁聲沉默。這是中國人讓我羨慕、值得學習的。 

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蘊含許

多社會問題，政府當局給我的感受是表

面治理而未解決根的問題。但中國同樣

也有許多人期盼能夠愈趨愈好，也希望

能夠改變。 

這趟旅途給我很多的感悟，使我更

懂得尊重人、學會惜福知足。每個人都

收穫可能都不盡相同，可以確定的是這

樣的經歷一定會給自己帶來許多改變。 



二，上課 

能進入一本大學的學生，基本上在省內都是相當頂尖的，因此競爭相當激

烈，這樣的環境就好比無時無刻都在詢問著自己對於未來的規劃，校園內常可

見到上下課、補習、自修的學生。 

學生滿少會翹課，即使是八點的課也會準時到、太慢到教室可能還會沒位

置可坐，在上課的氛圍中也感受得出對老師的敬重。有趣的是人民大學有名嘴

老師，通常都是一、二百人的大班上課方式，講的好的老師在下課時會受到全

場鼓掌感謝老師，甚至還會有起立鼓掌的盛況。 

三，旅行 

來到地大物博的中國，都會想去看一看

那過往只停留在教科書上的景色，從長城到

頤和園，再出了北京開始更多旅程。照片較

難體現出歷史景色的壯闊，實際走訪一趟感

受那震懾是相當值得的。 

中國旅遊景點的門票都不便宜，但是大

學部學生都享有半價優惠，紙本學生證總在

旅途中帶給我們諸多便利。事先上旅遊網把

交通車次、旅舍資訊、景點資訊等功課先完

成，會相對輕鬆許多。無論身處何地，也記

得別失了該有的禮貌與水準，千百年的歷史

古蹟保存不易，可惜的是仍看得見許多人為

破壞，或是現代加工。 

當然，在幾次的旅行裡除了走訪名勝古

蹟外，總會遇到許多快樂的事。感受到當地

人們的生活節奏與習慣，在青年旅舍結識來

自各地的朋友，感受他們對旅行的勇氣與熱

情，有些人的足跡已經踏過大江南北，有的

外國人即使一句中文都不會說、不吃辣、不

吃油，但他們就是能克服障礙去旅行，這些

故事經歷著時帶給我不小的影響，原來，踏

出第一步出發去旅行，語言與金錢並非最重

要的，只要有心便做得到，甚至也不需要太

高的花費。 

 



四，結 

這趟旅程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初到陌生的環境時，能夠感受到真誠的友

善與接待，或許想法觀念不同，但仍能夠像朋友一樣交往，彼此交流想法與討

論，願意去理解彼此、尊重對方的發言權，而不是言語衝突。 

台灣與中國有許多的不同，飲食、文化、習俗、經濟、政治，年輕一輩也

普遍認同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一樣的國家，確實，這樣的經歷恐怕只是短暫的

停留，無法深度與全面了解中國的面貌，但若能放下既往的成見並尊重彼此的

差異性，兩地人們的關係是可以像是普通朋友一樣的。 

即便我眼裡的中國有時讓我的心情感到複雜與矛盾，但這片土地也有著讓

我由衷感到敬佩與喜悅的地方。時間與金錢不是首要追逐的目標，與其汲汲營

營的盲目追求，不如放慢腳步多欣賞與珍惜腳下的土地。 

 

備註：如果有任何問題是我可以幫得上忙的，歡迎與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