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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学交流的经历是我大学期间一段难忘的回忆，第一次离开上海，在陌生的城市求学，对我来说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提升。
香港拥有漫长的夏季，我依旧记得初到香港时连续一周的暴雨，也记得离开香港那一天，温暖的阳光照进双层巴士。我曾经在风和日丽
的日子里跑去新亚书院的天人合一拍照，也曾在高挂10号风球的天气里躲在宿舍看书。在这场交流期间，我用心学习，感受香港中文大
学和复旦之间不同的教学模式，也用心感受香港这座城市的魅力。			1、遴选课程	汉语言文学系在香港中文大学同样是强项，拥有较强
的师资力量。在交流期间，我遇到了非常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也体验到了不同的学校在教学方式和目标之间的差异。考虑到自身的兴
趣、时间安排以及学分转换的情况，我一共修读了4门课程，分别是：文学概论、古典戏剧、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和鲁迅精读。	其中，文
学概论是一门专业必修课，老师从小说、散文、戏剧三个文体入手，结合各色文学理论和经典文学作品，对于“文学”这个概念进行了系
统性的阐述，涉及到包括鲁迅、张爱玲、卡夫卡、北岛等作家。	古典戏剧则由台湾著名学者华玮老师授课，华老师在戏剧研究方面享有
盛名，学术功底非常扎实。在课程上我跟随华老师一起细读包括《救风尘》、《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在内的戏剧作品，
领略和感悟到传统戏剧巨大的魅力，以及在其中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华老师上课极为风趣幽默，知识点的讲授也是深入浅出，这是我
在本次交流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门课。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则选择了从《李娃传》开始一直到《谢小娥传》在内的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耳
熟能详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也在其中。这节课老师非常强调课堂互动讨论和presentation，我和小组同学一起研讨了《男孟母教
合三迁》的故事，对其中尤瑞郎三次身份转换所折射出的性别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鲁迅精读的老师相对比较年轻，但是也有非常扎实
的学术功底。每堂课要求我们阅读的材料可以帮助梳理出中外评论家、研究者对鲁迅的研究的整体脉络。涉及到具体文本时，也有非常
独到的讲解。而课堂presentation则要求找出鲁迅和一些香港、澳门、台湾的作家，比如钟理和之间的连接，这也使我对原本比较陌
生的港澳台作家作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2、特别的课程体验	从课程安排上来说，不同于复旦以老师讲授为主，在香港中文大学，
除了老师讲授为主的lecture之外，每一门课都会配置一门tutorial，由助教和老师指导同学进行小组报告的撰写，并完成一场
presentation。	小组报告的撰写是完成一个project，求同学们以小组的形式查找、共享资料，并将其系统地呈现出来。在小组报告的
前期，助教会给予一定程度指导，包括对导修报告框架的构建提出建议，提供有关资料的查找渠道，帮助同学和老师进行进一步沟通等
等。助教的严谨和耐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会指出文章中哪怕是最细枝末节格式上的错误，比如一个数字没有用对字体，
一个冒号用了英文格式而不是中文格式等等。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也培养了我严谨治学的习惯。在小组作业的过程中，老师和助教
都会温柔地给出非常切实建议，以及很有用的方法论的指导，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对提出问题，沟通和交流变得不再惧怕。
到后期需要独立完成的时候，小组成员之间的任务分配和分工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有幸在几门课程中，我都遇上了非常好的同伴，可以
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效高质地完成整个project，最后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其中，让我最有收获的当属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课程中的
project，由于其他三位小组成员都是香港本地学生，我和他们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沟通问题，且各自的专业背景也不尽相同，各自调整
出完整的时间一起讨论也非常困难，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的presentation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可以说
在完成project的同时，我不仅仅锻炼了学术能力，也是对沟通和组织能力也有相当提升。	在课程要求上，老师们通常都会强调文本细
读（close	reading）的重要性，这也是中文系在治学方面的基础。因此，每周每一门课程都会给出大量的阅读材料，比如反复阅读一
篇短篇小说，阅读和思考学术论文，读完戏曲的某几出等。只有通过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文本细读，才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对于老
师的提问才能有更好的回答，对于学者的论述才能领会其间的精妙。比如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这一课程，对每一篇小说，比如《李娃传》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类，可能需要耐心细致的读个三四遍，才能有最好的收获。直至今日，我依旧对一些文本有着非常深刻的印
象。	课程的评价体系也通常有多个部分组成，除了上课的出勤率，课堂表现之外，小组project所提交的报告、呈现的presentation，
期末的论文和考试都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每一门课都全方位考察了学生在课堂上的整体表现。	在授课老师和当地
同学们的帮助下，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在学习方面，可以称得上是有所收获了。			3、多读、多说与多听	虽然
课程不多，但是大量文本阅读占据了我较多时间，图书馆成了我每日打卡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也有着非常完善的图书馆建设，图书馆
环境一流，有关藏书也很丰富。新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前者有着中文系所需的绝大多数藏书，后者。如果有某一
本书已经被借走，还可以发邮件申请有关页码的影印版本，回复速度也非常快，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周我都需要
进行大量深度的阅读，这对我个人学识素养也获得了飞速的提升。	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们非常注重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除了线上提供
blackboard系统，支持老师、助教、同学彼此交流外，课堂提问更是家常便饭。因此，我每次上课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老师沟通
互动。虽然比较辛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授课方式让所学习的内容更加印象深刻，也促使自己不断进行思考。	在语言方面，香
港中文大学提倡三语两文，即在口语上使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在书面上使用中文和英文。由于中文系的学科特点，在课堂上老师通
常以中文和粤语为主进行授课。粤语对我来说是有一定挑战的，因此我除了旁听粤语教学课程外，找了不少TVB的电视剧当做训练粤语
听力的材料，也时常走出校园，听一听香港本地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交流后期，我基本上完全听懂老师的粤语授课，在小组交流
时，也能够明白香港本地学生所表达的内容，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技能的培养。			4、学习之外	学习当然是交流过程中重要的部分，
但是香港同样是一座极其富有魅力的城市。看过不少香港老式电影的我，总有着这样那样的情节。我会跑去重庆大厦里吃一顿好吃的印
度菜，也会跑去深水埗吃一口煎酿豆腐；或者逛一逛鸭寮街，遥想一下《无间道》里的场景。	香港好逛的地方非常多。可以买到各种稀
奇古怪东西的元创坊，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海港的飞鹅山，可以踩沙踏浪看夕阳的南丫岛，更不用提遍地都是的各种大型商场。香港好吃
的地方也很多，很多美食往往藏在街头巷尾不起眼的铺子中，、黄油西多士、烘底蛋牛治、九记牛腩面等等，总是令人流连忘返。	出于
自己的兴趣考虑，在香港就读期间，我参观了包括香港文化博物馆、香港铁路博物馆、香港天文博物馆在内四五家博物馆，几乎每一家
都给我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香港文化博物举办的数字敦煌展。展览采用数字化的方式，系统地呈现了敦煌
各个石窟内精美绝伦的壁画，有关讲解非常详细，观众交互也做得十分出色，并且引入了新式的VR技术，让人耳目一新。而铁路博物
馆的主体则是一辆旧式高铁，露天开放，可以穿梭其中感受旧日魅力。除此之外，芭蕾舞剧《吉尔赛》，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青
春版校园《牡丹亭》（昆剧）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香港同样有着市井气息浓厚的地方，我热爱闲逛各种街市，在这里可以看
到旺盛而蓬勃的生命力。街市上的蔬菜水果相比起大型超市更加新鲜便宜。宿舍内为学生提供了做饭的厨房，冰箱、电磁炉、一些基础
调味料等也一应俱全。因此，每周我都会去学校附近的大埔街市，购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回到宿舍自己煮来吃，除了可以节约一定的生
活成本，更能锻炼自己的独立能力。	旺角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墟，品种丰富，价格公道，漂亮的拿铁玫瑰伴随我度过了很多个日日夜夜，
至今回想依旧觉得十分美好。由于香港中文大学距离深圳很近，我也常常和内地同学相约，搭乘地铁前往罗湖口岸，去深圳逛逛。			在
这段交流期间，我不仅仅感受到了不同学校的学术氛围、不同文化的对撞和交流，更进一步提升了个人能力，成为了我人生中一段特别
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