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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舒适区，直面不一样的精彩	偏见？真相？	来墨西哥之前，身边有很多好友都表示不理解不赞同：“墨西哥穷的要死，你去那干嘛
呢？那边能有什么好学校吗？美剧里说拉美毒枭很多，你一个女孩子何必去那个地方？墨西哥特别不安全，还是别去了吧？”他们，包
括我，都没来过这里，其实这些担忧我何尝没有考虑过，但是当1月10号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个国度的神秘面纱将一点点揭开。	初来乍
到，经常跟当地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墨西哥到底安不安全？当一个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他去年一年就遇到过三次抢劫/偷窃时，我的忧
虑达到了顶峰。记得第一个周末跟着朋友去瓜达拉哈拉市中心的时候，只要周围有人投来好奇的眼神，我的神经就会不自觉地紧绷，就
怕哪个人突然冲出来抢劫自己，甚至还想过要不要随身带个棍子。最后，我们在外面溜达了一天，玩得非常愉快。慢慢地，我们开始了
第一次自己出去玩、第一次天快黑了出去买咖啡喝、第一次天黑之后出去参加庆祝活动……的确，这里不像中国那么安全，但是也没大
家想象的那么糟糕。	像中国一样，墨西哥也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个国家和中国一样发展潜力巨大，消费水平惊人（可口可乐消费冠
军），但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Tec的学生家庭基本上非富即贵，吃最好的、喝最好的、接受最良
好的教育、以后毕业做着体面的工作或创业、拿着丰厚的薪水……但是这个国家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工资，有的每天靠着顾客给的小费过
活、有的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有的不顾生命危险在红绿灯旁边架着梯子表演杂技或兜售水果、有的为了微薄的打赏在旅游区一遍遍重
复危险的表演……看到这些人这么辛苦但又那么用力的活着，我也受到了深深地触动，同时，也体会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
倍加珍惜。	在这里，也有很多人对中国有许多偏见：“中国是不是很穷？中国人是不是不好相处？中国人好残忍，怎么能吃狗呢？你对
中国的社会制度怎么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如何，你们对日本人的看法如何？中国是不是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就像我在一次与
Tec高中生的交流会上所说，如果不亲自去那个国家看看，偏见永远是偏见。而出来交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偏见，了解彼
此真实的情况。遇到外国人对自己祖国的误解，就慢慢耐心解释，相信可以让他们逐渐了解真正的中国。	
死亡？生存？	我选择来墨西哥交流学习，其实《寻梦环游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部动画片向我们展示了墨西哥人对于死亡的态度，
这让我很想了解这个对死亡抱有积极态度的民族。Tec附近有一大片公墓，来这之后没几天，我就过去看了一眼。这里的墓碑从上面看
是平行于地面的，在外面看以为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些插在地上的花、风车之类的）。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簇花，当地人告诉
我那也是坟墓。跟墨西哥人也常常聊到对于死亡的态度，没有一个人是对此避之不及的，他们都很乐于分享自己的经历还有看法。J同
学的说法非常触动我，他说：“I	always	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祈祷最好的事情发
生）”。	在与另一个中国来的交换生D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自己在课上跟老师探讨过这个话题，他自己认为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有
两种：一种是挑战死亡，一种是否定死亡。在墨西哥人身上往往看到的是两种态度的并存，亲人活着的时候，他们会珍惜所有能跟他们
团聚的机会，大多数墨西哥人每周都会有家庭聚会（因为墨西哥家庭很大，所以聚会几十人甚至一两百人都是常事），无论多忙，跟家
人聚会总是雷打不动。听老师说，很多人甚至会因为家人放弃去外地升职加薪的机会。他们觉得，无论是金钱、地位还是荣耀，都不如
家人的陪伴来得实在。这些都让我觉得墨西哥人非常鲜活，有血有肉。《寻梦环游记》吸引我来到了这里，而这里可爱的人给了我太多
惊喜。	
失去？得到？	作为两年制的翻译硕士研究生，选择在研二下学期交换意味着要延毕一年，所以递交交流申请表之前，很多人问我“牺
牲”一年时间去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到底值不值得，我想说，要是能重来，我还是会这么选。在这里很庆幸选了一门叫Negoti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nflict的课，遇到了学生时代对我最有启发的老师之一。虽然第一节课出现了点小插曲（下图），但却丝毫不妨碍
我对她的喜欢。她的每一次课课堂气氛都十分活跃，她的每一次课都能让学生有新的理解。正如有一天的日记中，我写下：让我印象最
深的是，她的课很有启发，会慢慢引导学生去思考，然后鼓励学生说出自己思考的结果。对于课本上的内容，她会问：你们自己最有触
动的是什么地方，你学到了什么？书上都是死的，她会让同学们举出合适的例子，然后自己再举一些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案例，这些
都锻炼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掌控力”才奠定了良好课堂氛围的基础，有的时候我甚至想，如果以后
能当老师，希望自己也能向她看齐。	

当时太激动，把领土写成了净土	
来到如此陌生的国度，面对如此多不同国家的同学，如此大的文化差异，说很快能适应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不适应到适应，甚至到留
恋，自己的心理素质也越来越强大，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心路历程	一个月时：	国内的凌晨	这里的下午	14个小时的时差让我窥见人内心的脆弱	异国他乡的一个月零三天让我每每反思自己，反
思孤独的意义	在国内很少会做梦，因为那时候很忙很忙，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数不清的钱要挣，很多美味的食物相伴，还有很
多三观一致或者相似的小伙伴相陪，反正总不会闲下来，即使想看一本书，都要一年甚至更久	从1.9号经历了三四十小时的一天开始	也
许是国外床垫太软，也许是睡眠时间太长，也许是漫漫长夜噩梦太多，也许是白天自我对话太多……反正无论如何，经常会失眠，做噩
梦，或者半夜醒来	从此养成每天记日记的习惯	一开始只是想记录这边的生活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日记里多了感受	我不知道是国内生活
太舒适，还是同学太冷漠，或者自己本来就是外向的孤独患者	每次看到同学在课堂上叽叽喳喳说话会嫌他们特别吵，跟同学聊天不知道
说什么，尤其我们来了三个人，我修的课程和她们两个完全不同的时候。每次上课前都要心里建设一番，甚至二月初周一学校放假，我
竟然莫名其妙长吁一口气，因为觉得压抑，压抑	每节课前都给自己心理暗示:一定要开口，说出来，跟同学聊天	来到第三天的时候，因
为一句"你吃过了吗"就崩溃大哭想回家，那时候真的三天没吃饭了	室友在有次我和家人视频回来，崩溃大哭，说自己的爸妈已经一周没
理自己了	看春晚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人说"妈，我回家了"崩溃大哭，因为第一次没在家过年	深夜跟室友夜聊后崩溃大哭，特别想念家人
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很多，只是不想传染给家人，怕他们担心，只能暗自下决心:	享受当下，既来之则安之	没有一个成年人是容易的，
无论境遇怎样	小时候特别想逃离家，当长大了真的逃离出来，才知道"家""国"对于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瓜城市区，因为看到中文兴
奋大叫	第一次上课碰到同学是中国人开心雀跃	走在路上跟室友经常分析哪个人有中国血统	上创业课也只想引进中国美食	为了在这边好
好的庆祝春节，跟室友提前一个星期开始准备，看到很多东西，	第一反应是:在中国这……	在这里的第二个月已经缓缓开启	经历了一个



月的痛苦，煎熬	现在的心态更加佛系	接下来的一百来天，继续加油呀	希望不负所有的努力	珍惜当下	积极向上	毕竟	2019年的目标就
是走出舒适圈	
三个多月时：	虽然刚到这里哭着说想回家，每次上完课都有种深深的孤单，但是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于是开始回忆起这里
的点点滴滴。	在这里跟中国人显得格外亲密，经常会一起聚会，出去玩	交了一个中文很好的当地朋友，周末他带我们去他家，更好的
了解这个城市	慢慢发现课程的有趣之处，跟老师的交流越来越顺畅，每一个老师都无比喜欢，虽然风格不同，上课都非常有趣	每天都
有新鲜无比的水果，吃到小肚撑撑。虽然食物味道饱受诟病，但是非常让人放心，连色素满满的果冻都是骨粉做的，有利于消化	超级喜
欢这里的天气，下午很热，但是晚上就冷了下来，寝室根本不用空调	傍晚的天空超级超级超级美，有时候是粉色的，有时候是红色的，
有时候则是彩虹般的，只恨手机像素拍不下来那种美	风十分和煦，每天艳阳高照，湿度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不到	每个月的大姨妈都准
时到来	这里的人特别热情，每次看到我都会跟我热情拥抱贴面亲吻，连陌生人都会微笑打招呼……想到不到50天就要离开，竟然会有
些舍不得……我一定会想念这里的吧！	
当然，收获的肯定不止是这些，比如还有真挚的同学友情、与教授温暖的忘年交、规划行程的能力、独立思考的意识等等，这些宝贵的
财富将让我受益终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来墨西哥交流为我打开了新的窗口，让我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更加了解自
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