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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过去，交流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因为疫情居家而没有实感的一学期，让交流的半年似乎离现在很近，像是十天前发生的故
事。	现在想来，记忆中最清晰的是新加坡的美食。因为它炎热的气候，所以冰食做到了登峰造极。乘坐公交车环线在南洋理工大学站上
车，终点站下车，jurong	point的商场二层，一家连锁冰店是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光顾的快乐。这家店的冰沙造型像层叠的裙摆，也像自
然落下的丝带。多种口味中，牛奶味和抹茶味的最香甜，香气深深地浸透进绵密的冰中。回到国内后常常想起的也是这碗冰，国内的冰
食经常颗粒过大，并且把炼乳作为提味的唯一手段，吃起来更多的镇牙牙酸。飞回来的前两天，我去店里吃了最后一次，两手撑在柜台
上问老板，什么时候去中国开业，老板是个中国人，却也只是无奈的笑笑。冰食在国内的受众一直不高，或许是多喝热水的箴言深入人
心，叫人不敢去尝试这些零下的食品，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上海吃到这样清爽绵密的冰。	除了擅长的冰食，我在食堂里也能感受
到文化交汇。南洋理工食堂多的数不清，离我比较近的，常吃的，就是宿舍区的canteen16和教学区的canteen	A和canteen	B，这
三个食堂占据了学生评价榜的底层中层和顶层，也可以借助这三个食堂的水平窥见南洋理工食堂的美味。Canteen16作为全校评价最
差的食堂之一，由于档口较少（只有四个），菜的味道单一且中国面着实难吃而常常被我绕过，但是因为离宿舍两百米的距离，所以我
常常也要“被迫”去食堂吃饭。在挖掘了canteen16的菜单后，我常吃的就是日料档口的拉面和猪排饭，麻辣香锅窗口的麻辣烫。这里拥
有全校唯一一个麻辣烫窗口，在麻辣香锅的包围中冲出重围，虽然不麻不辣但是香气充足，档口的中国大叔也一直忙忙碌碌。
Canteen16作为宿舍区的小食堂，相比于熙熙攘攘的大食堂，更有一种家里的小厨房感。六点多天黑灯亮，下沉式的食堂在马路牙子
上露出橙黄色的灯光和不断旋转的风扇，食堂里常有朋友聚餐轻声交谈，是下课回寝的学生们的一个温馨去处。Canteen	A和canteen
B就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了，只要是饭点前往，就常能看到背着书包的学生端着餐盘匆匆掠过，偶尔有研究生博士生的组内聚餐，也少有
闲适的氛围。两个食堂的档口都很多，十几种不同的美食满足学生老师的文化差异。Canteen	A最特别的莫过于它二层的沙拉，多种肉
类蔬菜是我们减肥期间的不二选择，价格也一般能维持在7刀以下，在动辄10刀的沙拉中是非常平价的。我也在canteen	A吃到了人生
中第一碗油泼面，偶尔在新加坡感受陕北风光，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Canteen	B则是各路美食的集大成者，从牛排到新加坡特色的肉
骨茶，从肉夹馍到马来西亚特色的叻沙，各个档口几乎没有踩雷，越南米粉更是白吃不厌。在南洋理工的can	B里吃上一周，就可以环
游世界了。	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习生活感觉像是在复旦的英文版，因为选了三门大课，所以考核方式都是闭卷笔试，没有受到传说中的
讨论课的摧残。回顾整个学习生活，每周都在努力听懂老师在讲什么，最大的障碍还是语言——singlish太难懂了。虽然老师上课的口
语不一定能听懂，但是借助课件，连蒙带猜，多少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考试。要说成绩，那肯定是不太满意的，因为在新加坡的这半年是
我和图书馆情谊最深的半年，不管是蹭空调蹭Wi-Fi还是努力学习，图书馆是我每天都会造访的地点。而且遗憾的是，在新加坡一大摞
的复习资料因为太重最终留在了那里。希望如果能回到一年前，我能更加吃透课件，将知识贮藏在回忆里带回来。除了三门专业课，我
还选择了一门日语课。在上课前我信心满满，以为外国人学日语肯定比我们难度大，结果进入教室后，发现一半都是中国人，也因此认
识了几个新朋友。我还记得第一次quiz前，我在背自己做的词卡，我的澳大利亚室友看到我背的艰难，主动请缨帮我拿着词卡抽背，精
神一直兴奋到凌晨两点，最后将所有的词卡背完，满载着日语单词参加了quiz。日语课的老师是北京人，有时在课上解释英文单词还要
思考一下，下课闲聊时也聊到自己在北京本地打拼的儿子，言语中还是带着对祖国的眷恋。从日语课上，我可以真切地感觉到知识拧成
一股绳逐渐将脑海中的孤立点串联起来，背单词时也常能感受到语言的重量。最后在考试前，大家找了个教室一起复习，这大概是我的
新加坡之旅中，第一次在课堂上感觉到归属感。现在回想起来，也依然很想念那些可爱的同学和可爱的老师。	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我的
室友，她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女孩。第一次见她，我脑中猛然闪过一个词“网红”，她长得很精致，像是Instagram
上那些画着欧美妆坐在泳池边合影的网红们。开始的一周是有些尴尬的，因为我对自己英语的不自信，更有我们互相的不熟悉。直到开
学一周后，我们偶然提到了Donald	Trump，我们一起吐槽了川普的政策导致的人种歧视和性别歧视，她向我坦言，作为一个棕色人
种，她在澳大利亚经受过很多的歧视，也曾因此感到自卑，让我这样一个一直生活在同类人中的黄种人真实地体会到了种族歧视的压迫
感。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我们聊喜欢的明星，聊感情的处理，聊艰难的课业，聊文化的差异。她曾问过我对于中国网络上的那堵“墙”的
看法，我回她“it’s	more	like	protection	rather	than	prevention.”，在这个小小的寝室里，也像是举行了一些小小的思想风暴和
国家间的座谈会。她对于我的想法的包容性让我非常感谢，一个喜欢韩流的棕色皮肤的澳大利亚人，和一个因为她喜欢上韩流的黄色皮
肤的中国人，我们在南洋理工大学遇到了对方并且包容对方。与此同时，因为她比我大了两岁，在很多问题上，她可以给我很多建议和
讨论。虽然有语言的障碍存在，但是她很包容我的塑料英语，而且还教了我不少的网络用语，比如“DED”，这是我告诉她“凉了啊”这
个词的意思后她给出的英文网络表达。	就如上一段所言，南洋理工大学吸引我的不仅是它不断升高的排名，也不是它顶尖的科研水平，
而是在于它的包容。在这里，来自马来西亚，来自印度尼西亚，来自中国，来自欧美国家，来自五大洲各种不同地方的不同肤色的人可
以聚在一起，一起品尝食堂里的新加坡特色美食，一起对于政治非政治的话题进行讨论，获得平凡的友谊。	想讲的话还有很多，如果时
间充裕，我可以写出一本完整的回忆录，告诉你哪里的部队锅最好吃，告诉你隐蔽在教学区的中文图书馆多么宝藏，告诉你我的欢笑与
流过的泪。如果回到离开那一天，我一定要抱住我一直在哭的澳大利亚室友，认真讲一讲我们的这段回忆有多珍贵。（不过由于室友特
地下了微信，所以我们现在还能时不时地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