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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秋季，作为法学院的一名硕士生，我有幸申请到了复旦校际项目前往悉尼大学海外交流。悉尼大学是全澳大利亚乃至南半球第
一所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悉尼大学的法学院，更是享有盛誉。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处乍暖还寒的上海，然而我的思绪，却飘
回了离开时正处盛夏的澳大利亚。	一、风土人情	作为一块与世隔绝的大陆，澳大利亚保留了很多其他大陆难以见到的动植物。考拉与
袋鼠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动物。我也前往悉尼著名的塔龙加动物园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两种独特的动物。塔龙加动物园依海而建，
隔海相望的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依托美丽的沿海风光以及独特的生物类型，它成为每个来悉尼的人都会前往的景点。在这里我零距
离接触到了小袋鼠并给它们喂食。来之前我并不知道原来袋鼠一共有四种，既有电视里经常看到的和成年人一样高的大袋鼠，也有身高
只有二十厘米左右的小袋鼠。给小袋鼠喂食时它用两只前爪趴在我的手上头部一摇一摇地吃草料，简直要把人萌化了。相比之下考拉就
属于更加蠢萌的类型，每天睡眠时间长达20小时。动物园安排的各种互动和环保宣传，也是这片大陆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缩影。	提
到悉尼的旅游景点，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悉尼歌剧院了。刚来悉尼的时候，我也只是远观了一下，帆船状的设计，在蓝天白云大海
的映衬之下十分的和谐。后来有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在悉尼歌剧院举行，我毫不犹豫就在网上订了票。歌剧院的内饰并不是很新，但给
人的观感却很优雅，当晚的演出非常成功，没啥音乐细胞的我也算是现场感受了一番，混在人群里跟着喊bravo，算是把悉尼歌剧院既
远观也亵玩了一番。	悉尼另一个让我惊喜的发现是他们的街边艺人。即使是在悉尼的商业中心，他们也是随处可见，不同于国内的是，
每个街头表演的艺人都需要向政府申请获得牌照，因此他们的分布也更有规划，没有影响到秩序的同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多人味。
Mid-term	recess	week	的时候，我还去墨尔本体验了这座与悉尼不一样的城市。诞生于淘金热的这座城市有着比悉尼更高的华人比
例，街边挂着汉字的牌子相比于悉尼也是指数级增长，我甚至还去本地的杨国福麻辣烫对比了下和上海的连锁有何差异，口味差不多，
在墨尔本的这家生意感觉比国内还好。	二、专业学习	说是专业学习其实略有片面，因为在这里学到的远远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有不同
文化碰撞之下引发的我对生活的更多思考。	悉尼大学上课主要采取lecture,	tutorial,	seminar和workshop的形式。Lecture主要是
大课，老师讲授知识，学生可以随时提问，但很少有discussion，这个和国内大学上课方式很像。Tutorial是由往年在该门课取得优异
成绩的同学担当tutor，对每周上课的内容进行梳理和辅导，这个是小组形式，一般10个人左右，tutorial时长在一小时左右。
Seminar一般是小班进行，会有讨论，课堂交流比较多。在法学院的课程，主要是seminar，还有一些课程会集中几天授课，之后是
reading	time,	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和教授讨论，再reading，这种叫intensive	learning.	老师在开学前会把该门课程的详细大纲上
传canvas（悉尼大学的教学系统，学习的一切内容都会上传到该系统，作业也需要通过该系统提交），大纲会有教学安排，考核方
式，老师的咨询时间等等，这样可以让学生针对该计划合理安排学习。一周三门的课程相比国内不算多，然而课外要求却一点不少，很
多课程都要求很大的课外阅读量，我也是适应了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大部分的课外延伸。由于语言的障碍，课堂上的知识密度还是很大
的，要完全跟上并不容易，所幸老师每节课下都会告诉我们下节课的主题，每次课前的预习可以帮助我尽量不在巨大的信息量之中迷
失。我最喜欢的是这里的课程设置，在课堂上讨论环节很多，相比于很多国内课程我更加可以融入这门课程。尽管有时候讨论的内容并
不是每次都很有深度，但大家涌现出的积极参与感让我感同身受。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在这里碰撞，激起智慧的火花。比如一次老师讲到
合同法律内容，请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小伙伴讲述他们的体会，有个来自黎巴嫩的同学就讲述了类似的法律案例在不同文化司法背景下不
同处理，让我对专业有了更深的思考。	课程设立方面另一个让我喜欢的就是全方位的workshop。学校提供的workshop课程，内容从
提高写书写作水平到摄影插花，跨度极大，而且报名没什么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这种知识共享的氛围让我感到在这里只要想学习
一门知识，学校都可以为你提供途径。	三、日常生活	悉尼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悠闲的。把完成学习任务作为第一目标的同时，体验生活
也是此行很重要的一部分。澳洲人民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热情好客，加上一口非常有特色的澳洲口音，好在后来也逐渐适应当地口音，
还能以此和他们交谈，也算是很有乐趣了。	悉尼大学有提供宿舍，但名额有限，据说很难抢到。作为交流生，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宿
舍，但是比自己租房贵了不少。因此，我是和一起来交流的同学合租的房子，离学校仅步行15分钟的路程。我起初以为大家都在学校附
近租房，结果发现很多同学选择在很远的地方租房，来学校需要乘坐40分钟汽车。同时，本地同学一般住得比较远，都需要乘坐交通工
具上学。悉尼租房价格不菲，这是生活支出的大头。学校本身没有食堂，平时靠着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些蔬菜肉食，自己简单处理下做成
便当带到学校作为午饭倒也是自得其乐。然而水煮鸡胸肉，西兰花还有超市常打折的烤鸡之余还需要别的调剂，所以晚饭的话倒是偶尔
去周围的餐馆吃一顿，也算是满足我这个老饕的口舌之欲。由于澳大利亚其实没什么本地特色的美食，这里的餐饮反倒是各国料理争奇
斗妍。细数下我在这里尝试了法餐意餐马来菜黎巴嫩菜还有不知道该不该算作英国特色的fish&chips，以及很多中国餐厅。	来澳洲这
段时间，澳洲人民对于体育运动的喜欢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我。去墨尔本的时候出门正好碰上澳大利亚橄榄球队的决赛前游行，有一只进
入决赛的队伍恰好是墨尔本，因此整条街上全是游行的球迷，大家都多多少少穿着本地球队的标志，有的是围巾有的是球服还有的戴着
球帽，都在给自己支持的球队摇旗呐喊，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可见一斑。澳洲人民对于水上运动的热情也是极其高涨的，海滩边各种体
育活动也是让人目不暇接，沙滩排球，冲浪，水球都是很好的体验选择。	总的说来，这次交流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的
交流与碰撞，不仅让我对于澳大利亚，这个位于南半球的国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对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有了一定认
识，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次交流活动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最后也要感谢在异国度过的半年中帮助我的老师，舍友，悉尼大学认识的朋
友们，正是这群可爱的人们丰满了这次的交流活动，让它成为了一次独一无二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