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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至今讓我念念不忘的地方。對大多數的台灣人來說，這國家既熟悉又

陌生，教育強迫我們必須了解她，歷史提醒我們過去的情仇，而政治從不正面給

我們答案，經濟可能是最誠實的兩岸行動。身為小老百姓，對這些冠冕堂皇的分

類與詮釋，大多時候我們只有被動的接受，在敘事當中也看不到民眾的角色與力

量；人在科學範疇的精簡過程中，像公因數一樣被化約出來，中國只是書本上生

硬的存在，若不親身走過一回，永遠無法讓他從想像中活過來，我就是抱持著這

樣的心情進入中國的。 

人到了異鄉後彷彿會自動啟動某個開關，把所有感官能力都調到最高，從一

上飛機之後我就讓自己登入外放模式，搭訕所有看起來安全的路人，嗯，我的意

思是「認識」。在中國特別容易結交朋友，或許是因為台灣人的身分，彼此異質

性相當強烈，通常十分鐘的自我介紹，因神祕感作祟可以讓話題延長到兩三小

時，但可別掉以輕心，中國人愛探究思想的力度絕不輸給整天自由民主掛嘴上的

西洋人，腦中最好準備幾篇兩岸議題的稿子，以備不時之需。在中國大致上只要

亮出自己是台灣人，絕對可以暢行無阻，從北京、陜西、甘肅、新疆旅途上總是

充滿濃濃的人情味。中國大將大海的盛名，應該也不需要我在多做描述，已經默

默在心裡許下一個願，這輩子一定要從頭到尾把中國給走遍一次，我想這筆環遊

世界實際且踏實多了吧! 

在中國生活了四個月，認識了很多中國朋友，對中國的民族性又多了進一步

的認識。中國土地確實大，人口更是令人懼怕的多，但我從中國人眼裡卻感受不

到畏懼，他們對這所有的困境習以為常，春運回家不能躺就坐吧，不能坐那就站

呀，哪怕隨便一趟下來就是十幾二十小的，當然這譬喻不算貼切但卻很直接，但

我由衷的佩服著這樣的精神。反觀台灣，不過就一個小島，到哪裡都不算太遠，

而貪婪的島民們安逸慣了就希望再更近，到捷運站步行超過半小時就被歸類為交

通不便，住家附近沒有便利超商就是機能不好，台灣的民族性好像就這麼的懶散

掉了。對這種文化價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方式，或許我的想法太庸俗，但我

期許自己可以隨時抱持著要站十幾小時返鄉的毅力與決心，管你多少人要買票，

爺我就是要上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