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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说起自己的2014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去美国纽约交流的一学期的生活，也是自己第
一次出国的经历。起初的时候，记得自己是又激动，又害怕，百感交集，当飞机着陆的那一刹那我才真正有了出国的感觉，我知道接下
来的半年将会是对自己的一场考验，尽管如此，还是想多为朋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在起初找租房的时候，自己也是主动寻
找联系了很多房源，一天奔波到处看房，签订租房合同等等，刚开始由于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交通工具，而且语言交流也有一些障碍，
甚是不便，也曾经熬夜到晚上1点仍旧在寻找合适的房子，那时候也会觉得沮丧，因为以前这些事情都是父母考虑，而在这里不管是生
活，学习都是要自己一个人解决，突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很多，但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及朋友的帮助还是找到了不错的房子，
也学习到不少之前在这里交流的学长学姐的生活经验，这也是交流生活开始的第一步，也是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种异国他乡生活的第一
步。

之后的生活重心就逐渐转移到学习上，作为交流生的课业压力本应该是比国内要轻松的，但由于自己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全新的学习生活
方式，起初也是比较艰辛，我依稀记得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每天数十页的英文阅读材料感觉到不可思议，因为国外的教育体系很大的
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阅读，而我在国内恰巧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阅读量骤增让我觉得甚是不适，也是不能够长时间静下心来去认真研
读，致使自己刚开始的学习过程比较艰辛，但我觉得自己作为复旦的交流生，作为一名预备党员，代表的是祖国的荣誉不能在学习方面
不思上进，所以，我就每天给自己定阅读的时间，即使没有阅读任务我也会给自己安排一些课外的阅读，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渐渐地我
发现自己的阅读速度加快了很多，而且也能够长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了，就这样，在学习方面，慢慢自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也敢于在
课堂上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觉得自己进步不少，曾经听过一句话，成长本就不是自愿的，人都是被逼着成长的，虽然有点绝对，但
在国外这半学期，我觉得自己成长了许多，也慢慢学会去自己面对一些困难，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的一种品质，面对逆
境，应该有乘风破浪的勇气。



思想认知上：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	我曾经以为我对我生活了20年的那片土地很了解，我知道各地的风俗，见证过祖国的
辉煌，也感受过它的脆弱，我为它哭过，笑过，也曾信心满满，也曾担忧彷徨，我以为这就足够了，直到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当别人问起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时，我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去形容，除了那些登在报纸上的描述，GDP总量第二的经济大国，
13亿人口等等，似乎有很多想法，但却又一时语塞说不出来，我不禁问自己，自己真的对这片土地了解有多少？	我记得曾经一位自己
很喜欢的老师说过，“中国是一本大书，需要认真研读，你花一辈子时间去读懂中国都值得”我渐渐地体会到这种感觉了，以前可能在中
国生活，接触到的人也都是和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对于国家看法都大同小异，而本身自己是金融专业，可能对于国家的认识更加局限
于经济方面，只看到了“庐山”的一面，而来到美国之后，“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每个人心目中的中国差距很大，在和我
朋友交谈的过程中，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完全就是儒家文化，有人认为中国的婚姻还是父母包办制度，但有人也会觉得中国人很开放，
有人觉得是不是中国人都会螳螂拳，还有人会问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用iphone，种种不同的看法，在我来美国之前我从来都不会这样
想过，也不知道中国在外国人心中的形象，不同的评价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很震惊，也提醒我可以试图以一个“国外人”的身
份来读懂这个国家，我开始喜欢和朋友聊起中国，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从古至今，从玄学到科学各种方面，也真正明白了“中国是一本
大书”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你永远都找不到一个词能够准确形容它，因为它太复杂，我不能说自己读懂了中国，但我起码再也不会莽
撞地下结论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我也学会了应该从多个方面去审视中国也许你就会看到它表面辉煌背后的艰辛，艰辛后的执着，
执着后的隐忍等等。	而2014年我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收获，便是我对于信仰和宗教的认识有一个巨大的飞跃，那是在感恩节之后。

我被邀请去美国当地人家里去庆祝感恩节，那是一户很传统典型的美国家庭，在饭后闲聊的时候，我问起他们有关宗教的事情，有一句
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样说的，“我信仰上帝，我做他所告诉我的事情，我努力行善并不是为了我死后能够上天堂，而是觉得那是正
确的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它可以转变成一种为人的准则，这也让我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美国这个国家
的进步，宗教不再是可以主宰控制人们生活的绝对力量，人们有自己衡量是非好坏的标准，那便是信仰，而人们相信基督教也恰恰是因
为基督教所主张的这种行善的思想和个人信仰刚好吻合，所以，在我看来，信仰和宗教其实本身是不同的概念，我记得之前自己一直有
一种偏见，提起信仰就是宗教，甚至之前听过一种说法说中国人不信宗教，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之前对此也是深信不疑，但直到自
己真正来到这个80%的人都信宗教的国度，我才真正发现，其实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信仰更多的是为人的一种准则，为人处世之道，
美国之所以宗教盛行是因为宗教所倡导的这种行为准则和美国文化最吻合，而中国人也不是没有信仰，我们可以说我们信仰孔子，信仰
孔孟之道，我们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都可以被称之为信仰，信仰并不是只指
的是宗教这个狭隘的概念，这便是我第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信仰的真实含义。	其次呢，在我也是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在美国，一
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人民更加友善，美国的公司更加为消费者考虑，“以他人利益为重”是我看到这个民族的特点，我觉得，这便是他
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可能是受到宗教的影响，大部分的美国人会去积极行善事，导致了美国整个国家气氛比较和谐，这也是让我
反思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在中国，我们没有很统一一致的信仰体系，就追溯到孔孟时期，那时候也是百家争鸣，中国是提倡多样化的国
家，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也继续支持，但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体系来规范国民，要有一个属于中国人共
同的信仰和主流的价值观，正是因为来到美国，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一个井井有序的国家背后最强大的力量，也感受到了软实力
真正的含义。所以，我觉得，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也是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应该更加注重信仰的建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加要帮
助和提醒周围的人树立正确的信仰，有时候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可能会很微不足道，但滴水可以穿石，我相信自己的小小努力可以对别
人，对这个社会有所改变，我也会一直坚持，只有离开中国才知道自己骨子里对于这个国家的爱，它的好也罢，它的不好也罢，那种热
情是流淌在自己血液中的力量，谁人也无法抹去，我也很庆幸祖国在过去的几年内发展迅速，国人也在努力地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
尽管还有不足，但我对他有信心，个人的信仰也许微不足道，但社会的信仰就会像奔涌大河一样，任何困难在它面前都如同细沙一般终
将淹没在长河之中，我相信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