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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的日子真的過得特別快，這種跨文化的經驗實在是很難得。我所在的場域是心理

所，清華人文社會科學院裡面。這趟交換經驗其實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回憶起來總是覺得

很深刻。想用特別的點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所以我用主題的方式呈現。以下是我交換的心

得。 
 

食衣住行 
 

  清華的餐廳很多，是用打卡的方式，用錢還不能結。不過一餐人民幣五塊錢就可以吃到

很飽。餐廳的話就是人很多，中餐是 12:00，晚餐的話大多 5:00 就吃了。中餐如果超過

13:30 通常菜會沒有了。洗澡的話，因為我住老樓，所以要去澡堂洗澡。拿著儲值澡卡，進

澡堂。常常會看到女孩們兩兩一起去澡堂洗澡。洗澡變成一種社交活動。宿舍方面，因為是

老樓，設備比較沒有那麼新和漂亮。水龍頭只有冷水，所以要買熱水卡去樓內打水的地方打

熱水，混著冷水使用。 

  北京的冬天很冷，過年的時候每天差不多都在－8～0 度之間。乾冷的感覺和在台灣濕

冷的感覺不太一樣，乾冷要來的舒服些。而且室內都有暖氣，所以感覺習慣就好。洗衣服的

錢和跟在台灣洗衣服差不多，一次一點五塊人民幣。學校小巷間，有洗衣店。大衣清洗一次

人民幣 18 塊。學校裡面到處都有打印店(影印店)，打印一張雙面人民幣 7-8 分。學校裡面也

有哪種小小幾坪大的剪髮店，剪髮 10 塊錢人民幣通常含洗，洗髮 6 塊錢人民幣。校園很

大，自行車是主要代步工具。中午十二點下課時間，在尖峰路段常常會有塞自行車的現象。

學校裡面也有環校校巴，隨招隨上車，一次人民幣一塊錢。 
 

清華的風景 
 

清華荷塘 
 

  清華大學東邊和西邊的風景不太一樣，東邊屬於教學區大部分的學習活動在東邊。一過

橋後，到西邊原本是清華的舊校地，整個景色建築較東邊顯得更古舊些。二校門再往西過

去，就是著名的荷塘。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是在描述清華的荷塘。荷塘原本是圓明園的一



部分，後來被劃到清華的校地裏面。所以算是以前皇家的園林。秋天的荷塘是真得很漂亮，

整個池裏面都是滿滿荷葉挺出水面，而且四周還有設計小徑可以環著荷塘尋幽。聽同學說，

春天的荷塘會更漂亮，要春天的時候看。到冬天時，荷塘會結冰。然後就可以踩上荷塘上

玩。 
 
 
 

學習風氣 
      

      這學期共修了 10 學分。但是那邊研究生幾乎一學期都會修到 14~20 學分。10 學分在

台灣已經算重的了。但是對他們來說好像是家常便飯一樣。心理學的領域裡面，兩邊老師教

學的方式也不太一樣。台灣的老師都是一篇一篇 paper 要求寫摘要報告，期末研究計畫。那

邊的老師都昰要求綜述，也就是 review。每門課都這樣要求的。所以每門課的期末報告都是

一篇 review。我個人是覺得算起來比台灣還重。老師平常不要求，一要求就要求很大。這樣

的訓練也讓我學習到了很多。 
 

   北清的念書風氣很足。從可以念書的地方人都滿滿的就可以看得出來。北清可以念書的

地方有圖書館老館，還有逸夫館。醫學院圖書館，美術學院圖書館，還有九月開始使用的人

文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以及教學樓。美院的圖書館有個奇怪的規定，就是不能帶書和筆進

去，只能帶電腦進去，基於為什麼有這個限制，連大陸的同學也說不懂。猜測使用層面來說

應該是要禁止同學在裡面念書的。這些圖書館除了醫學院圖書館和美院的圖書館外，每天每

個圖書館都是滿的，一位難求。要想有位子，要早起八點鐘圖書館一開就去搶位子。要不就

是去的時候，在旁邊等等看有人走了找位子坐下。如果不想搶位子在宿舍又念不下書，可以

去教學樓。教學樓有很多棟，從一教到六教共有六棟教室。因為六教是新大樓，所以大部分

人都在六教念書。位子基本上很多，所以都會有位子。 
 
 
 

必修政治課和英文課 
 

  港澳台生不管是不是交換生，都不用修政治課。所以一般狀況下台灣人是不會聽到毛主

席的思想。但是好奇的我跑去旁聽了政治課。政治課有很多種老師，有的老師就真的在講毛

主席的東西。但這門是同學推薦我一定要去聽的，很火的課：美國的民主。課，明明就是

100 個名額，但是教室位子常常不夠，所以我們都得去隔壁教室搬位子。一次搬個七張，因

為還有其他學校的同學過來聽。內容是一篇一篇的描述美國的民主制度，選舉制度和媒體和

人......等關係。其間，老師還會談到她剛從台灣考察回來，台灣的制度是怎麼怎麼樣子。選

舉，和為什麼要兩個黨。然後最後可以跟老師討論問題。同學會問，民主跟經濟發展是否是

有一定的關係呢？又或者中國這麼大，其實並不適合民主制度這些的討論。有的時候，會覺



得那邊的學生真的很主動，因為不管是什麼樣的問題都會問老師。我聽到有同學說之前美國

的雷曼兄弟倒的事情是陰謀論，問老師的看法如何？再者對於討論民主這件事情的優缺點。

對於在台灣生長得我來說，民主是很熟悉也是很理所當然的方式，誰會想過民主制度的優缺

點呢。但卻看到那邊的同學質疑和陌生，和珍惜這門課，實在是感覺很特別。 
 
 
 

台灣人的身分 
 

  在台灣並不會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因為大家都是台灣人。但是從一下飛機的開始，我的

口音大家都會認出來我從台灣來。不自覺得很多台灣的問題就會問我：五月天的阿信今年幾

歲？總統大選你要投誰？你們可以常常看到明星嗎？注音是誰發明的？本來大陸大學的必修

有政治課，養成每個人都對政治很有興趣。又時逢 2012 年初的總統大選，尤其對台灣的大

選特別有興趣，那種關心的程度你會很訝異。幾乎每個人都會問我政治問題：統獨的問題。

問問題表示生活裡面氛圍很關心這個議題。大陸人關心這個議題的程度，連我做在火車上都

聽到別人聊天時在談說：「現在大陸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台灣的問題......。」 ，所以一遇到台

灣來的朋友，總是會被問的，會跟你討論。 
 
 

結語 
 
 

     出去了才知道，原來台灣給予我很多。人其實不分國界都會覺得是差不多的，差就差

在社會。大陸人也很友善，也很熱情。但是那邊的生活，還是有一份說不出來的稜稜角角。

例如我去銀行要辦事情，前面總是有著一百多號等著，常常等了一個下午還等不著，得隔天

重新排。學校的提款機常常星期六晚上就會提不到錢。很多很多事情，你會產生很多為什

麼？限制就是限制，沒有辦法。這種社會給人的感覺，有的時候會讓我很寒心。感覺台灣社

會照顧人多一點，人好像比較有尊嚴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