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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学期我在德国汉堡大学交流。坦白说，整五个月的时间里遇到了不少困难，甚至也有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就在我动笔
之前看了室友的交流小结，他因为疫情遇到了无数意想不到的麻烦，相比之下自己遇到的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接下来准备抛开糟心的内
容，分学习和生活两方面谈谈交流的经历和感悟~	
（一）学习	
汉堡大学的本科生课程几乎都是德语授课，这对于挣扎着勉强达到B1水平的弱小哲院同学来说还是非常艰难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
也逼迫着我快速提高德语听力和阅读能力，堪称溺水学习法。在学期前有为时两周各级别密集课程，但是非常难以抢到，具体有多少效
果也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个人感觉语言课和专业课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对哲学学科来说，需要掌握一整套的黑话。不过听说
哪怕是在国内考到欧标C1证书的朋友刚到德国也需要一个月左右的适应阶段才能比较从容地跟上课程进度，所以也不必焦虑，享受语
言环境下飞速的进步。不过有一点比较头疼的是，德国人的英语水平真的非常的好，以至于他们看到你是外国人都会主动用英语和你交
流，在课堂上教授们也往往如此。再加上表达效率和课堂进程的考虑，一般我都直接使用英语，所以现在德语口语还是非常糟糕。所以
经验教训就是想提高口语水平比较好的办法是多和德国人玩甚至结成语伴。	
而在课程的选择问题上，汉堡大学哲学系作为德国分析哲学的前沿阵地，光看课程名称就能直观感受到和国内大学的显著差异，这就意
味着（几乎）不要妄想着转学分啦。鉴于我一开始就确定了这条放飞自我的根本纲领，选课的原则就变成了完全跟着兴趣走，尤其是尽
量尝试国内没有的那些课程，接触了一些崭新的领域。不过有些遗憾的是，神学导论和圣经希伯来语这两门一直很想学的课没能坚持下
来，主要就是真的听不懂跟不上，只好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但是除此之外每门课都非常有收获！除了两门德语语言课外，我最后坚持跟
着学完了四门课程：梵语一、中世纪犹太哲学、古典语文学导论和中级希腊语：散文阅读。（因为有两门课要写德语论文的原因，最后
成绩单上就只登了剩下的两门课程）其中梵语课为我打开了印度学世界的大门，非常深刻的影响了我至今的学术兴趣。	
每位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好。梵语课的Prof.	Michael	Zimmermann在期中考试后跟每位同学约了时间详谈，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建议，
不过学术相关之外的聊天更为快乐。非常巧的是，Prof.	Zimmermann是我们学校文史研究院刘震老师的好朋友，和我们院系的Guhe
老师也过从不少，他和复旦的关系可谓是非常深厚。当时他提到有来做讲座的规划，可惜由于疫情只好耽搁了。这学期我在上梵语三的
时候仍然不时会想到我的这位梵语启蒙老师，不过就像他所说的，只要在印度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以后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再见面
的。	
我最喜欢的当属同时教授语文学导论和古希腊语阅读的Prof.	Klaus	Lennartz	。他那标志性的光头（雾）、渊博的知识（e.g.在我们
阅读的时候他总是能仅凭借记忆背出其他作家中相关的古希腊语原文）、一丝不苟细致入微的授课与治学（e.g.在课堂翻译中再微小的
不准确都逃不过他的耳朵）还有恰到好处的幽默。大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当他讲到索引研究文献时课件上摘取了一页新近的L'Année
philologique为例，那一页刚好是我特别喜欢的Catullus的bibliography，Lennartz顺便就指示了几篇非常重要的研究文章，他往
下看着突然“发现”自己发的文章，于是笑着说auch	der	Artikel	dieses	wichtigen	Philologes，可爱至极。当然，最打动我的还是
他在讲课时因为充斥这热爱而闪着光的眼睛，我曾经在Prof.	Gregory	Nagy眼中也看到过这样的神采，仅凭此我坚信还算年轻的
Lennartz必然是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	
除了老师之外同学们的一些经历也颇有些传奇色彩。德国的大学对所有年龄的人开放，所谓“永远的学生”，在课堂上遇见什么年龄段的
同学都不足为奇。而在高中毕业后有不少人都会选择出去见见这世界。比如梵语课上的一位同学，Abitur之后游历了许多国家，在非洲
做了几年志愿者，还在印度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而直到27岁才进入汉堡大学印度学系开始第一年的本科学习。跟他们的交流极大的拓宽
了我的视野，看到了生活数不胜数的可能性和魅力。	
（二）生活	
交流期间的大学生活和复旦完全不同，首先就是得习惯每天通勤的时间，因为宿舍并不在学校里，其次就是很多时候得自己做饭，因为
理论上只能在食堂解决一顿中饭（但是个人感觉食堂比旦苑好吃多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开始我是极为头疼的，毕竟客观上要消耗
不少精力，不过真正用心去生活还是体会到了非常不同的乐趣。从某种程度上看，我觉得这一被迫的机缘给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改变，
以前总是恨不得把抓紧每分每秒去学习（不是），正是在德国交流的时候我突然就理解了吴飞老师所谓“只有学术的生活是危险的”这一
忠告。	
汉堡整体的生活节奏是比较悠闲的，stadtpark和Alster湖都是我非常喜欢逛的地方，港城也非常有味道。值得一提的是汉堡大学新生
（包括来交流的学生）在第一学期都将获得一张Freikarte，几乎可以免费游玩市内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特别是可以提前以前免费购买
staatsoper的歌剧票，作为资深爱好者自然是一场都没落下。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没能在鼎鼎有名的Elbeharmonie听一次音乐会，有
想法的朋友们一定要尽早尽早订票。	
自然，手握申根签证总归是要到处旅游的。顺便提一句，自10年以来REGULATION	(EU)	No	265	关于long-stay	Visa的修正规定
之后，虽然签证上valid	for	那一栏只写了德国，但是允许在任意申根国家3个月以内的停留，所以可以放心地去玩，尤其是圣诞节的两
周假期。（当时我因为这事情还纠结了好久，网上的信息又已经过时）	同时非常推荐租车自驾的形式，有公证的国内驾照是可以使用半
年的，德铁大家都懂，又贵又不靠谱，自驾只要稍微凑几个人会非常实惠。以及，德国的不限速高速真的是太美妙了，慢车道一般120-
140码，至于左边的快车道嘛......不过因为大家都非常守秩序，哪怕是开到200码也是非常安全的（认真），当然对自己车技没自信的
话还是不要太过玩火比较好。平时周末也可以在国内的各大小城市跑跑非常惬意，就是去柏林的话几个博物馆美术馆要做好排队的准
备。	
五个月的时间说快也很快，不经意间就到了离开的时候，Mary说会找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不知不觉间就习惯
了在汉堡的生活，刚回到国内的时候都会因为坐地铁要安检而感到诧异呢（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