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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复旦经历的第二次交换学习了，上一次还是在本科时代，去台湾淡江大学交换，这一次则是在研究生二年级，去挪威卑尔根大
学交换。两次交换的城市，说起来有些相似之处。由沪尾渔港发展而来的台湾淡水小镇，人口十多万，靠近我国的雨极火烧寮，秋冬季
节连日阴雨，每日举伞行走在如散文诗一般的艺术电影里的街道上，不经意间能看到一抹彩虹潜伏在公交车的站牌下。而这次来到的挪
威卑尔根，虽说是挪威第二大城市，但也不过二十多万人口，起初也是由渔港发展起来。卑尔根是一座藏在峡湾里的城市，地形狭长。
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秋冬季节并不似其他北欧地区那样寒冷，气温轻易不会跌破0摄氏度。这样温暖的代价是，卑尔根成了北欧
地区的雨极，降水量十分惊人。起初，每日举伞艰难行走在雨中还显得富有诗意，但后来，冷冷的冰雨便常常毁掉北欧地区秋冬季节来
之不易的白天。在卑尔根生活，雨伞成了多余的生活用品，因为降水实在过于频繁，几乎人人都会在出门时选择穿上一些知名户外品牌
的防水服，雨落下来，便把帽子戴上。在这样的需求面前，挪威的户外品牌在世界都很有名，和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户外品牌齐
名。当然，有趣的是，如果你真的去探访卑尔根的挪威本土品牌店（如哈里汉森），你会惊讶地发现里面的店员有很多中国人——就连
门店的老板也是中国商人。这是勤奋的中国人在挪威立足的重要领域，这些品牌店也是许多中国交换生、留学生挪威打工赚钱的重要场
所。	
众所周知，挪威的生活成本非常之高，不但在北欧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唯一能与之物价相匹敌的恐怕只有冰岛和瑞士。
在挪威，“下馆子”绝对是一种奢求，因为大部分的餐厅的人均价格都在300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还吃不饱。就算是麦当劳、汉堡王这样
的快餐店，一顿普通的套餐饭也要100元人民币以上。本来，我以为学生食堂会便宜一些，但事与愿违——一碗学生食堂里的通心粉也
要70元人民币左右。与中国相比，高得有些离谱的食物价格让我不得不和室友搭伙做饭，每天盯着卑尔根各大超市的特价信息（推荐一
个能够获得打折商品信息的卑尔根本地APP：Mattilbud），让每日三餐的伙食费能够勉强降到100元人民币左右。但纵使如此，如果
想要开荤吃一餐好一些的披萨，或者吃点卑尔根特产三文鱼以及挪威的精品牛肉……恐怕纵使是去廉价超市购买，一顿饭也要两三百元
人民币。挪威各种商品的平均物价都在国内的三到五倍以上，如果是酒类和碳酸饮料可能要高到十倍左右，只有咖啡、羽绒服和牛奶果
汁的价格与国内持平。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卑尔根的城市交通费用也非常高，学生办理的每月交通卡的费用折合人民币380元左右。
这样的开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交换生的宿舍都距离教室足足有十公里以上。	
去卑尔根的学生签证允许学生兼职，过于高昂的开销也会督促我们去寻找兼职，然而，秋季学期是卑尔根旅游的淡季，绝大部分的店铺
是不招收兼职的。我曾经去卑尔根的商业街、中国饭店和布吕根码头的鱼市挨个店铺地询问是否需要小时工？但结果并不乐观，我到最
后也没能找到一份兼职。顺便提一句，如果之后的同学真的能在这里找到兼职，也需要注意在挪威本地开通银行账户等等一系列繁琐的
流程。通常情况下，对于一个居住四个半月的交换学生来说，单是完成这样繁琐的开户流程就要花费两个月左右。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挪威是一个高度信仰信用卡的国家，很少会用到纸币。尽管挪威没有加入欧盟，但挪威克朗近年迎来的最新改革也是“欧元化”的改
革。建议前往挪威的交换学生只需要带2000克朗左右的纸币便足够了，并且要注意携带的纸币是新版纸币而非旧版纸币。我本人就为
了带过去的无法花掉的旧版挪威克朗纸币，在这座城市里徒劳地奔波了许多趟。	
绝大部分卑尔根大学的交换生选择修两门课程，这与卑尔根大学英文课程的开课数量有关，也与每门课程的任务量、阅读量有关。不
过，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这里学得更多一些，所以选择了三门课程，分别是《中国政治与社会》《挪威文化与历史——斯堪的纳维亚区域
研究》《挪威艺术、戏剧和文化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区域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在交换学期之前，本人已经修完了研究生阶段的绝
大部分课程，这三门课程都不会被转换成我在复旦大学的学分，所以，我的课程修读是不带功利心的，完全是由兴趣和求知欲所驱动
的。	
我选择《中国政治与社会》课程，一方面希望从外部的视角关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这门课中了解中
国的文化和形象在挪威人、挪威学界是怎样的。这门课的任务量和阅读量都不小，课程需要购买的文献和课本也价值不菲，大约在
1000元人民币左右。除了期末的在线测试以外，课程还需要每个学生独立完成一个选题的研究，并对教授做一个单独的口头报告，决
不能算是一门“水课”。更重要的是，尽管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但这门课需要学生掌握大量的政治理论模型和工
具，这也让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阅读相关的政治学专著，可谓获益匪浅。挪威的成绩评价体系是A/B/C/D/E/F六个档次，没有+/-之
分，绝大部分的学生会获得B/C/D三个档次的成绩。最终这门课我的成绩是C，在挪威的成绩评价体系中算是平均水平。实际上，作为
一个中国学生，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门课程里拿到更好的成绩的。但这门课算是卑尔根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选修课程，大部分同学都
是挪威人。许多同班同学对政治学理论比我更加熟悉，英语表达水平也比我好不少，这让我看到了继续提升自己能力的一些方向。	
另外，我选择的两门“斯堪的纳维亚区域研究”的文化研究课程，则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挪威乃至于整个北欧地区的文学、音乐、戏剧、电
影、美术、历史等相关内容的兴趣。这些课程里，尽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购买和阅读文献材料，好在我也确实学有所获：我之
后在逛遍卑尔根和奥斯陆的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时候，不再是盲人摸象的心态，更像是去进行按图索骥的验证——面前的艺术品和文
物不是陌生的，而是早已处于我的认知范围内的。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在挪威的旅行、参观也能别有一番收获，面前的风景和文物就像
是一块块记忆拼图，被我用探索的眼睛置放在记忆里最恰当的位置上。在挪威，我的足迹分布在卑尔根、奥斯陆、斯塔万格、Voss等地
区。在巨舌之岩、布道石，我也试图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挪威人一样，在没有道路的山间雨中徒步行走数十公里，用脚步丈量世界，在自
然中领略挪威式的国家浪漫主义的源起。	
在交换学习的一百多天里，我与许多挪威人、交换生都建立了友谊，在群居生活里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也守护着心中为异乡客的那份孤
独。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热爱创作的中文系学生，我坚持每天记日记，一百多天下来记下了十多万字的见闻和感触。回国后，我将自己
在挪威的一些经历写成了一篇八千多字的散文，发表在了上海市作协旗下某知名纯文学刊物上。在挪威的这几个月，是我人生中非常重
要的几个月。它让我感受到人的多样性，生活的多样性，也让我能够随心所欲地追逐充满美学色彩的文化碎片。在交换的这个学期里，
我时常会想到一百年前，在欧洲游学的那些民国大师们。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资源，便不应该虚度每一分每一秒。作
为交换生，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这次身体上的位移产生更抽象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