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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Kingston的盛夏艳阳天	或许在踏足加拿大的土地之前，许多人便多有听闻这样的话，加拿大适合养老。许多国人移民国外时，年
轻志气、血气方刚、吃苦闯荡的去了美国，追逐所谓的美国梦；而更向往安逸稳定、不求太大富大贵的人来了加拿大。加拿大女王大学
所在的小镇Kingston，随随便便信手拈来的一个夏日午后，仿佛就能够读出这种味道来。	初初踏上这片土地之时，九月尚可赶上夏天
的尾巴，天空很蓝很亮也很低，真真可以是一望可见天地交界之感。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就坐落在毗邻安大略湖
畔的一个名为Kingston的小镇，烈阳晃得人睁不开眼睛（必备墨镜），波光潋滟的湖边小镇风光和轻轻吹拂的夏日微风让你感觉仿佛
一切都过得很慢。路上行人三三两两，悠然自得。人们常说Kingston由四类人构成：军人、犯人、老人和学生。许多时候看到路边一
幢房子（就是国内的别墅啦），一座庭院，一壶茶，两个老人，两把椅子，就可以享受一个下午的明媚。滚滚红尘的上海、排了两三波
队伍才能上去的早晚班地铁、行色匆匆苦于生计的日子，似乎已经淡去。	就此，为期四个月的交换学习在这个风景如画、慢节奏的湖边
小镇展开。	甫一开学的orientation	week热闹而疯狂，有学校和学院以及宿舍组织的各种游戏、party构成的orientation，以大一新
生为多，路上都是穿着Queens基色（红黄蓝三原色）的orientation	group。具体可在开学前关注学校相关网站或者CCSA的微信公
众号，选择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参加即可，可以充分了解Queens的校园文化并玩得十分尽兴（而法学院的开学比其他学院早了一周，
所以没有什么选择我只能参加法学院的orientation）。	Queens不论是学校还是学院都为国际学生和交换生都准备了丰富多样的适应
活动，QUIC（Queen'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entre）致力于打造留学生的家，拥有丰富多样的从学业到娱乐的资源，包括英
语学习上的每周一次的英语角交流、可以申请得到的英语帮助学习的一对一辅导的buddy、组织周边各大城市的短途旅行、不同国家和
文化的免费食物分享（free	lunch）、各种相关学习、交友和生活资讯的讲座和见面会等等（例如十一月左右的“Preparing	for
Winter”讲座教你准备怎样的衣服（优雅地）过冬、在冬天有哪些特别的活动让你感受到的不仅是冷的体验也可以充满乐趣的一个季
节。大家纷纷笑言这种事情只有加拿大的学校做得出来了）。	我也参加了开学QUIC和院系为交换生与新生准备的许多活动，值得一提
的是学校为交换生配备的一对一的exchange	buddy和学院为一年级新生配备的upper	year	buddy，前者更注重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交
换生提供交流的机会，主办了诸多party、聚餐、一起出游的活动，后者更多专注于法学院的学习和课余活动，两个都可以申请。我在
和他们的交流中，对加拿大的本土文化、Queens的学习与娱乐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尽管Kingston是一个安静的小镇，但也正因为
此，平时没有别的什么娱乐设施与场所可以去，Queens的学生紧密性更强，自己举办的娱乐活动尤其丰富，甚至被称为“party
school”。所有的娱乐和生活信息均可以在Queen’s	University的facebook主页下设的若干个小组中找到（包括租房、二手买卖、学
习辅导、搭便车以及专门为交换生设立的小组、各个年级和各个学院的小组、各类社团等等不计其数），建议确定交流机会后要定期查
收邮箱，并尽早加入相关感兴趣和需要的小组，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资源和信息。	趁着夏日晴好，不时与新结交的小伙伴四处走
走，一顿悠闲的brunch、坐游轮去看看加东著名景点之一千岛湖、与美国一水之隔的Wolfe	Island，还有临近的几个城市（多伦多、
蒙特利尔和渥太华）均可以2-3小时车程抵达。当时在我眼中，新世界正在我眼前逐渐展开，一切都显得那么热烈而明亮，正如夏天的
风。	
二、	枫叶国的学在深秋	加拿大女王大学是一所世界闻名的综合性大学，尤以商学院享誉，被誉为“贵族学校”，因为本土白人较多、学
费较高、国际生数量相对较少。近几年来女王大学的世界排名略有下降，但全加拿大的大学都略有下滑，并且其实他们并不是很注重世
界排名这种东西（所以大家选择交换学校的时候并不只要被世界排名的数字所蛊惑，真正的教学质量和学习体验并不会就因为数字的差
异而被否定）。	女王大学法学院的教育质量也很高（其实全加拿大也就十所左右的法学院……），相比其他院系而言法学院较为独立，
所有学生至少是完成了四年的本科学习才进入法学院学习JD（Juris	Doctor,法学博士）项目，所以相对而言学习难度较高（也可以说
是peer	pressure很大……）。教授的内容主要focus在安大略省的法律，又因为加拿大现行法律体系的特殊性（魁北克省为大陆法
系，其余省为英美法系），也有学生在完成三年JD学习之后再进行一年的LLM项目学习大陆法系相关知识。法学院的学科设置十分合
理而完善，无论你是学习什么部门的法律，到了Queens的法学院，总能找到对口的课程，这也是我一开始选择Queens的原因（因为
我的专业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相似的课程，而这一点上，女王大学总能满足我）。想到大洋彼端的枫叶国看一看，具有如此双重法系
特征的国家，为数不多的法学院中闻名的综合性大学，具备完善的学科设置和部门法细分，是如何培养一国的精英——律师的。	法学院
与其他学院的课业压力大不相同，从开学就比其他学院早一周就可以看出，遑论来自中国、所学与北美法系大不相同的我。尽管我因为
是研究生，复旦的学分要求不多、又受到专业限制可选择的课程有限，所以在Queens只选修了两门课程。但我坦言所面临的课业压力
仍然不小（虽然同为研究生，但加拿大JD的门槛很高），一门课每周大概有100-200页的reading、另有若干assignment与
presentation。加上交换生选修的是法学院二、三年级的课程，缺乏JD一年级的基础；老师上课的语速都非常快，许多专有名词难以
反应过来，一开始的课程让我着实有些吃力。于是我逐渐明白，英语非母语在学习语言类的专业与本地学生的差距毕竟存在，我无法消
除语言的差距，于是尽力从别的方面克服，例如对阅读材料的理解上、对所学案件的整理、尽早作出适合自己的案件的outline，同时
课下自行了解加拿大的相关法律（例如加拿大在宪法之外尚有类宪法地位的法律即《加拿大人权及自由宪章》，安大略省有自己的
SPPA（Statutory	Powers	Procedure	Act）），并积极与老师交流（一般可在老师每周固定的office	hour前往老师的办公室，或
者通过邮件先行与老师沟通）。	在天气渐凉、枫叶渐红的秋天，别专业的小伙伴也许正在欢度加拿大早早的感恩节和充满欢乐趣味氛围
的万圣节、Queens一年一度热闹非凡的校友返校日，我和来自香港的交换生小伙伴相互的问候经常是“reading读完了吗”，偶尔自嘲
总是能够把所有的节假日过成reading	week。但不可否认，法学院的教育干货满满、紧凑而充实，一学期的学习下来，不得不说，我
感觉自己对相关课程学习的法律已经有了系统而清晰的认知，甚至比对于中国的相关法律还要熟稔。	具体而言，我所选修的一门课程是
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这门课程是四分的课程，分成了一周两次授课（导致reading量要翻倍……）。该门课程从加拿大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入手，得出了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并非是无止境的、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体的基本权利自由与善意
裁量的基础之上的结论。进而引申出了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个层面审视行政部门的公权力行为，并探讨两个层面在涉及宪法的情况
下又会有所不同，适用不同的judicial	review标准。最后，作为权利被影响的行政相对方，应如何挑战行政部门的行为，并诉诸法
院，可寻求私法层面、行政法法律规定的、司法上的哪些救济。老师授课严格按照进度，条理清晰，逻辑线明了，上课辅以大量案例，
充实地解释了加拿大行政法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法院与行政部门的互动。	另一门课程是国际人权（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因为感受到Administrative	Law的严肃认真，在第一周的时候我问IHR的老师这门课会很难吗，老师回复我说，一点也
不，只会很有趣（fun）。后来也确实如此。相比Administrative	Law课后铺天盖地的reading与课上疾风骤雨的问答，IHR的老师
将课堂分为了三个部分：lecture形式的授课、学生的presentation和观看与课程内容相关的video。在既学习了相关知识的前提下，
通过活泼丰富的课堂教学方式了解到了更多世界人权方面的困境，在同学们的课堂展示中，我看到了女性割礼、阿富汗的跳舞的玩童
（Bacha	bazi）、人口贸易与移民拘禁、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等传统文化与现实发展和人权规范之间存在的冲突，老师的视频展示中
甚至有非常真实的战争场景，坦白说通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他们有所经历的、与曾参军数年的老师的亲身经历的分享，对我的冲
击都是非常大的。从前在国内对人权相关内容的研究其实都只止于理论层面，太过纠结于我国直至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才出现的“国家
尊重和保护人权”字样，却忽略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仅靠法律规范难以协调的人权困境。从前总以为“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其
实只是国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而已。其实之前国内所做的研究都颇有这样的意味，在象牙塔里束之高阁地侃侃而谈，被法律的地
域性禁锢了眼界，却忽视了真实存在的灾难与人性的哭喊。写到这里，不免仍旧要提课上老师和请来讲座的相关教授都曾参与过卢旺达
大屠杀，并亲述联合国军队也只能旁观的那场悲伤，而不能主动制止、开枪，枪只能用以他们自己的自卫，时至今日他们都不免有些愧
疚。后来在观看《卢旺达饭店》这部电影时有一句台词更是让我颇为震动，毕生难忘。当卢旺达当地人看到有西方记者拍摄时非常配合
并希望能他们看到新闻后能有施以援手，可是记者坦言道，人们看电视看到这样灭绝人性的屠杀举动，只会说“天哪，上帝，这真的太
可怕了”然后继续享用他们的晚餐。这些事件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让我深刻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不仅是谈法律规定、立法工作所能
解决的，纵然不是学法律的人也会为之动容而想要做些什么。而我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更加坚定了今后要亲自从事相关人权研究与工



作的信念，而不能仅是在理论上呼吁立法的泛泛之论。	可以说，法学院的学习和娱乐资源比起学校提供的而言只会多（且贴心）不会
少，一般老师会在第一节课就给出本课程的syllabus和考核方式，提早布置好下一周的阅读材料和思考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可以随时举
手提问，每周也可以通过邮件和office	hour与老师交流。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的老师课下甚至如同所有人的朋友一般，不
时与大家交流节假日的出游安排，有天甚至邀请所有的学生去他家做客，我们带着食物互相分享，喝喝小酒，度过一个愉快的social
night，从世界人权谈到哪种芝士最好吃。	课外，每周学院都有大大小小的讲座，讲座都会准备免费的三明治、水果等，以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说的是“a	light	lunch	will	be	served”，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三明治或者披萨（还有专为素食者准备的）、水果、饼干甜点与
饮料。我也有幸聆听了一场加拿大最高法院女法官Justice	Rosalie	Abella的讲座，听她娓娓道来法律执业人生路，感受到睿智而风趣
的人生哲学，获益良多、深感回味。为缓解法学院高强度的学业压力，法学院内也有各类型的club（相当于学校的社团）会举办一些活
动，更紧密地联系了法学院内学生，每周四晚还有专属于法学院学生的party	night，让你缓解一周的课程压力。	如此种种，我虽不甚
了解别的学院如何做法，但法学院所提供的资源已让我应接不暇，感到既充实有益又放松有趣。	
三、	最初和最后的雪夜	加拿大的冬天到来的是那么早，十月的初雪让生长于南国二十年未亲见一场雪的我激动不已（同时也在朋友圈
引发了一阵不小的骚动）。然而很快……我开始明白冬天的寒冷漫长。要全副武装后才有勇气走出房门、搭乘公交车的人多了很多、天
早早就黑了、雪下得很大很厚路开始不好走，诸如此类唯有切身的体验方能了解。	一学期很快接近尾声，最后一场考试是一个黑漆漆的
雪夜。在考试前与来自欧洲的交换生同学闲谈，她们说作为交换生将借此机会考完试后在加拿大四处玩玩，又说起这场考试真晚，是最
后一个周五的晚上，真期待学期结束游山玩水。我便想起那句话来，“跋涉千里来向你道别，在最初和最后的雪夜。”于是最后踩着咯吱
咯吱的雪，在明晃晃照耀的路灯下走回家，躲回温暖的被窝，后来听要早早回家过圣诞的室友前来敲我的卧室门，与我道别，对我说要
相信“goo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临行彼此拥抱珍重，这个学期就这么悄然落幕了。	最后离开加拿大之时，看着Air
Canada逐渐升空，视野是越来越小的白雪覆盖的世界，心中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沉甸甸的专属于自己的经历与体悟。四个月的异国交
流生活看似漫长，其实也不过每个人数十年人生里的一段小经历而已。重要是你对交流持有什么样的期待、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最后四
个月的时间弹指一挥间，这段经历又是否达到了预期。就像人生啊，每个人都在努力，但冷暖自知的是自己，所求为何、是否没有遗憾
地走过。	在出国交流之前的行前教育大会上，曾有老师说过这将是一段毕生珍藏的美好回忆，于她，是和几个异国的小伙伴在冬天里坐
在一起，畅谈言欢，那种感觉也许不会再有。于我，当这段经历落下帷幕，变成回忆，是我在请教学院行政人员关于生活、学习的事情
表示感谢时，对方幽默地回应“我可不敢接受未来的大律师如此致谢”；是一位黑人女生同学与我亲昵地八卦“你觉得这些白人男生有吸
引力吗”那个跨越种族和地域的所有女生的小心理与小秘密；是我送给加拿大朋友我从中国带来的中国结作为礼物时她们热情的拥抱；
是天寒地冻的雪夜里和小伙伴穿着笨重像企鹅一样但仍边走边笑……是此行生活中每一个细小活泼的瞬间，是枯燥复杂的法学学习中串
起所有知识、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是感受到隔了茫茫太平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能畅聊甚欢的愉悦与坦承。	这趟加拿大交换之行，或
许每位前往国外交换学习的同学都会如是说，这是一次不断地对自己的眼界刷新与开阔之行，不同的天气与地域的切身体会，不同的思
维方式与文化习惯的交流与融合，不同的学习体验与知识洗礼，或许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但在我眼里却不尽然，毋宁说是万
变不离其宗。如果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又何来的世界观？回首来时路，我相信所有同学都会十分感恩拥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去看看
世界，用心去感受，去发现自己真正想要。尽管复旦每一年都送了很多同学前往世界各地交流学习，给了无数的同学这样的机会，但对
于每一个出国交流的同学而言，都是唯有自己明白的感受与收获、都是每一个人心中独一无二的风景。	尽管我选修的课程中有一门的成
绩并不是十分理想，但这也更让有志于国内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的我看到了与本地学生的差距与改进的地方，可又不得不承认，JD的门
槛很高，Queens法学院的评分严格，与复旦一样的最高等级是A并有30%的A档限制，但一般都不会给满，一门课的老师甚至只给了
全班一个A一个A-的成绩。在这短短四个月的异国学习经历里，我不仅对加拿大的法律体系与法律教学有了深刻认识，更意识到了英美
法学教育的精英培养、语言学习的永无止境、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的重要性。	愿诸君将来无论是在北欧看极光还是在热带的岛屿游泳，
勿忘心中所念与所求，行事无憾又无悔。	

附行前与生活小tips：	1.	在学校确定交流名额之后，根据老师通知进行网上申请，（然后经过漫长的等待）收到offer。在此期间会收
到Queens有关NetID和邮箱账号的邮件，可以先注册起来。凭邮箱账号可以加入Facebook的Queen’s	University小组，然后可以
各凭喜好加入下设的若干小组（例如租房、二手买卖、学习辅导、搭便车以及专门为交换生设立的小组、各个年级和各个学院的小组、
各类社团等等不计其数），可以获得很多学校信息，少走很多弯路。	2.	选课：建议在选择交流学校之前就先登录对方大学网站查找往
年课程表，对照自己的选课需求先有个大概的底知道自己可以选什么课，以免将来转学分可能出现纠纷。Queens交换生的选课不在
solus进行，而是邮件发送给相关老师，告诉她自己想选什么课，她代为操作。	3.	住宿与家具：可以在offer收到之前先看起来，住宿
可以选择校内住宿和校外住宿。校内住宿的话是有交换生专门的一栋楼，要尽早申请、随机分配，好处是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换
生并经常有活动可以结伴参加，但是宿舍价格较贵（每月900加元左右）、设施一般（公用厨房做饭空间有限，洗衣机另外收费等等问
题）。校外住宿分apartment和house两种房型，短租的房子非常难找，主要是house，主要可以通过kijiji和facebook上的租房小
组，建议后者，有很多专门发布给交换生的短租房源，条件各不相同，房租大约每月500-600加元不等，建立住在离学校近的地方。如
果住的是没有家具的，可以通过facebook的小组或者kijiji买二手家具（因为新的很贵……当然还是看自己预算）。	4.	机票与签证：机
票建议也提前关注，暑期价格较贵但是偶尔有打折。签证的话交换生申请TRV（temporary	resident	visa）即可，不必申请student
visa，十天左右就可以拿到。	5.	生活与交通：校内饮食可以买meal	plan，也有很多零售点；自己做饭的话买菜可以去Metro（菜肉
新鲜，学生卡周二周四九折），中国超市BV，Princess	St还有几家亚洲超市。买生活小用品可以去Dollarama（一元店），较远的
购物中心Cataraqui	Centre附近有沃尔玛。Kingston只有公交车，持女王大学的学生卡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都是严格按照时刻表发
车的，算好时间即可，或者对照google	maps可查询实时情况。到附近大城市可以坐megabus（到多伦多机场有从Queens校园内直
接出发的）或者greyhound，越早买票价越便宜，或者在facebook或kijiji上找ride	share，但要注意安全。	
最后放一张我认为美轮美奂的“北美小巴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圣母院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