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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选择科隆其实只是一个意外。不得不承认，在科隆的这段时间，我的德语水平并没有显著提升，上课的体验和在国内上外教
课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在科隆这段独立生活的经历是我人生中真正的成人礼。还没去德国以及刚到德国之前，我习惯称呼我住的地方
叫宿舍；住了半学期以后，我跟别的人一样，习惯称那个小小的房间为“家”了。这是我第一个独立于父母之外的、我自己一个人
的“家”。	
一开始选择这个项目，就做好了自己一个人的心理准备；而外事处的统计名单里也确实只有我一个人去德国科隆大学。我只能根据外方
大学国际生办公室发布的指引一点点摸索、登记，生怕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错过了ddl。暑假里安排的支教活动和志愿活动之间空隙不
多，去交签证时也是兢兢战战，生怕因为材料问题导致签证来不及办理。买机票时也根本不敢选择飞机+火车，老老实实花钱买了联程
飞机票，直奔科隆波恩机场。选课时稀里糊涂的，也没有人商量，问了学姐一些基本的经验后就看着标题随便选。	
跟别的同学比起来，我最大的幸运在于顺利申请到了条件很优越的宿舍——尤其是跟一个被迫在爱彼迎住了一个月的朋友比起来：离教
学楼近，离超市近，离地铁站和火车站都近，而且是自己独立的一个apartment，不用担心跟合租室友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有管院
同学找上我，告诉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跟科隆大学有院系级的交流项目，我在科隆不是一个人。	
然而，问题还是出现了。我订机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抵达的那天恰好是德国的国庆节，超市什么的统统休息，也不能取宿舍钥匙。
还好一个财大的男生跟我一个宿舍楼，帮我验了房拿了钥匙；而管院的姐妹也很热心地来机场接我回学校，陪我办理入学手续。不得不
说，出门靠朋友这句老话是真的。在异国他乡，有人帮忙真的可以解决不少麻烦。不然，我就只能先订酒店住一晚，然后想办法查谷歌
地图，研究买票机和收费系统，再拖着两个行李箱跑去取钥匙，然后继续对着谷歌地图找办理入学手续的那幢隐蔽的楼。我在那边认识
的另一个朋友差不多就是这样，和她的学姐两个人拖着四个箱子，在公交车上茫然，还坐反了方向。	
至于平时吃的东西，学校食堂其实挺不错的，但是他们的味觉总是偶尔失灵，咸得发慌；更重要的是，食堂饭菜的分量属实有些过，然
而别的外国小姐姐们都可以吃得干干净净，去放餐盘的时候总会有些羞愧。后来就选择自己在宿舍里开火，科隆的亚超真的不少，东西
也挺齐全（除了贵以外没什么不好的）。在宿舍里煮煮小火锅、从冰箱里挖点冰激凌吃的日子比在复旦宿舍里啥发热电器都不能用的日
子快活多了。而且，科隆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和华人聚集的城市，奶茶店也有好几家，甚至能提供送到大学图书馆、食堂等多个外送选
项。如果为了图方便，街角的面包店可以是很棒的选择。吃，在科隆根本不是问题。	
其实在科隆经历了很多，一个人的生活总是要面对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找物业修灯泡，被楼下的住户敲门问天花板漏水的事情，
交电视费的无奈，户籍注册与销户的手续，疫情前续签的头疼等等。在海外交流，对于非学术方向的学生而言，其实是获得了一段难忘
的生活经历，有一起出去安排旅行的经历，有一起淋雨蹭免费球赛的经历，有一起在温泉浴室里没头苍蝇一样尴尬地询问怎么去更衣间
的经历；也有一个人从超市提着两大袋生活用品结果卑微地坐反了车的故事，有一个人在公交车站被德国老头子操着难懂的德语问路的
经历，还有一个人在狂欢节上找不到同伴蹲在角落里欣赏游行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一个人逐渐变得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