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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回国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还是时常会想起在维也纳的点滴。秋季的晴空万里，冬季的白雪皑皑，虽然没有感受到春夏的热烈，
但是安逸宁静的冬日中欧模样却始终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一开始选择维也纳大学的原因颇多，它在维也纳，所以总归是想到那些所谓感
受艺术和陶冶情操的缘由。但维也纳真正的魅力，更在于藏在生活每一点一滴里的惊喜。			一、维也纳概况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奥
地利坐落在欧洲中部，毗邻德国、捷克、匈牙利、瑞士、意大利，而维也纳则在奥地利的东北部，多瑙河流经全城。	同样，维也纳也是
传说中的音乐之都，电影Before	Sunrise在这里取景，这里也是茜茜公主曾经住过的地方......全城都充满着艺术的气息，内城国家歌
剧院和金色大厅隔街而立，市内的博物馆多达几十个之多。曾经和小伙伴打趣道，一无聊了只能去逛逛博物馆，但其实直到我离开，维
也纳全部的博物馆还是有些未曾到过，总还是有点遗憾。	气候上来说，维也纳因为属于内陆国家，离海较远，因此气候较干。因为我本
身来自北方城市，倒觉得维也纳的气候和我的家乡颇为相似，偶尔下雨但也不会太过潮湿。最让我惊喜的是维也纳似乎经常下太阳雨，
零星的小雨飘在空气中，远处却是艳阳高照，气温却又是舒服的十几度。	冬天的维也纳经常下雪，一下就是彻日彻夜的大雪。记得我在
那的时候最大的一次雪是在一个周日，当天约了Group	member一起讨论project，几个人从不同的宿舍（都在中心城区外），风尘仆
仆地带着一身的白雪走进学校门口的星巴克，不约而同的点了venti杯的热咖啡。当地的小伙伴问我中国也会下这么大的雪吗，刚巧小
组里另外一个中国小伙伴来自南方城市，我们跟奥利地的小伙伴解释了南北方的气候差异，他们觉得十分神奇。

（鹅毛大雪）			二、行前准备	（一）邀请信	一般跟随对方学校老师发来邮件中的指示，在5月之前就可以完成nomination的程序，然
后将材料盖好章扫描之后发给对方学校之后，大概六月中旬可以收到邀请信。维也纳大学负责非欧盟国家交流学生的老师是一个非常
nice的人，很多无法解决的事情即使不在她的工作范围内她也会尽力帮助我们去解决。	因为办签证需要邀请信和住宿合同因此邀请信
拿到手才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二）申请住宿				在维也纳大学官网国际交流的板块会提供一些租房网站。因为维也纳大学是没有学
生宿舍的，就算不是交流生也要在那边租房住。而跟中国大学不同的地方也在于，那边的大学实际上里宿舍都很遥远，学校附近的房源
非常的少，因此只有运气好才能租到学校周边的房子，但是尽管宿舍离学校不近，但是维也纳的室内交通非常方便，因此即使住在远离
中心城区的地方，到达学校乘坐地铁或者小火车，也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					一般来说，租房网站会给出房源的具体信息（位置、配
备等），在选好房子之后就可以进行线上的申请了，一般租房网站都会要求在申请的时候提交邀请信。					维也纳当地的办公时间和中
国大有不同，很多机构周中只有半天的办公时间，因此当时等待房源的回复真的令人身心俱疲，算着时差每天还要赶在对方的上班时间
进行邮件的交流和沟通（笑）。好事多磨，在经历了2个月漫长的申请之后，我终于拿到了一套不错房源的offer，而拿到租房合同之后
可以根据对方的要求将押金和房租汇过去，迅速预定好好机票就可以办签证了。			（三）签证					奥地利的签证可以由签证中心代递
交，签证中心的网站上会有有关需要提交的材料以及地址和联系方式等非常详细介绍。有的地方（比如上海的签证中心）需要提交一些
材料的英文版本，因此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要认真的查看签证中心的要求进行准备。	交流学习一般需要D类的留学签证，当时我在签证
中心递交的，签证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很nice，递交之后基本上一周不到就出签了。	签证办好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开学。			三、生活在
维也纳	奥地利开学很晚，学校大概10月初才会开始上课。我提前一周到了维也纳，办了户口登记、开通了银行账户和当地的交通卡，
当地大学的学生证非常方便，有了学生证在交通和银行上都能省下不少的费用，学生的交通卡是通票，在维也纳市内可以无限量地乘坐
交通工具，这真的非常方便。			（一）远离城市中心的世外桃源	因为申请房子的时候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申请到的房子有些偏远，在
远离市中心的12区。一开始从机场出来到宿舍花了整整1个半小时还有些担忧，感觉宿舍会不会距离中心城区太远以至于生活上会有些
不便，但是经历了之后半年的生活我发现这个顾虑完全不必要。	我的宿舍在12区，12区虽然不在城市中心，但是我平日在周围闲逛的
时候发现，12区的科研机构非常多，有生物研究所还有配套的学校，有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在街上走着。	由于维也纳的
很多大学都不具备学生宿舍，因此每个租房公司提供的宿舍区混杂了不同大学的学生，我遇到过TU（维也纳工业大学）还有WU（维
也纳经济大学）的学生，大家有的时候聚在一起吐槽自己的学校，“商业互夸”对方的学校也是非常的有趣。	来了一些时间在周围转了转
发现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其实也大有玄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以日本建筑为主题的公园，这个公园非常的神奇，我问了几个同住一片
儿宿舍区的小伙伴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日本”风格的公园，直到今天这对我来说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而最让我惊喜的，莫过
于宿舍门口的一条小河。一开始这条小河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忽然意识到它的方向有些微妙，查了地图恍然大悟，原来是
多瑙河的一条很主要的支流，了解了这件事之后我有一天下定决心沿着这条支流往前走，果不其然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多瑙河的河边（甚
至后来我发现多瑙塔也在我宿舍的不远处）。而日后这条小河变成了我的一个路标，每次在城中看到他就知道沿着这条支流一定可以走
到我的宿舍，事实上沿着它走到维大也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二）交通	维也纳的市内交通非常方便，主要由公车、地铁、火车、轻
轨构成。	五条地铁线分布非常广泛，工作日不到5分钟就有一班，而且地铁设施都非常的新，很多地铁站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别具风
格。		



（独特的地铁站）	OBB是奥地利境内最大的一家火车公司，它不仅提供城际火车的班次，在市内也提供短途火车的服务，而且维也纳
室内的火车站和轻轨站很多，基本上很多都是依靠地铁站建立的，而且很多车站都是倚靠商业中心，因此出行和换乘都非常方便。	让我
印象最深的还是有轨电车，最有名的一条就是环绕中心城区，也就是第一区的一条公车线路，坐一圈就可以把维也纳大学、市政厅、国
会、博物馆区、城市公园、霍尔夫堡皇宫、国家大剧院看一遍。			（三）吃	一开始刚来的几天可谓“胡吃海塞”，看着攻略把所有所谓的
奥地利特色菜吃了一遍。	一定要吃的是炸猪排，在德文中为“Wiener	Schnitzel”（Wiener是维也纳的意思）。学校食堂经常会提供
炸猪排的套餐。我吃到最好吃的一家是学校旁边的一间小店，实际上一开始我并不认为自己会喜欢吃这种看上去就很油腻的食物，但是
很神奇的是他们的工艺会把猪排切的非常的薄，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挤上柠檬也并不是那么地油腻，反而口感爽脆。	在我的美食名单
上排名第二的是维也纳烤排骨，我发现当地的人真的非常喜欢猪肉。烤排骨是一整块肋排烤制端上来的，配以不同的酱料和土豆，以及
沙拉，肉真的非常多，而且非常实惠。

（左下为猪排骨，右下为炸猪排）	排名第三位的是我在奥地利的另外一处小镇Hallstat吃到的煎鱼，可能因为整个小镇临湖而建，鱼类
的烹饪非常的丰富，在一个冬季的雪天，点上一盘煎鱼，陪着土豆泥和浓汤，真的十分惬意了。



（煎鱼）	维也纳另外很出名的就是咖啡和甜点。Melange是维也纳这边一种独特的咖啡，有人称它为奥地利的“国粹”。也是我在其他
地方没有见过的一种类型。第一次点的时候还有些不适应，感觉Melange口感偏酸，也更苦一点，经过我的观察，local们并不喜欢在
Melange里再添加糖，好像更偏向于它本身的苦味。	甜点则更是花样百出，我比较偏爱苹果派，据说也是约瑟夫·弗朗茨（茜茜公主的
丈夫）的最爱。软软的松饼样的面饼撒上热热的焦糖和苹果酱，口感和味道俱佳。

（左下为苹果派）	但实际上，由于人口的多元性，这边的饮食也存在多元性的特点，意大利菜是除当地菜以外最受欢迎的一个菜系，实
际上就我观察到的意大利餐厅似乎比localfood还要多；亚洲料理也不少见，中餐馆到处都是，不过很多中餐馆不能算绝对意义上的中
餐馆，混着日韩的料理冠上了一中餐的名目；还有比如泰国菜、印度菜也有很多，在这边完全不愁吃喝，变着花样地尝遍世界各地的美
食。

（斗胆尝试的老北京炸酱面，还不错，据说老板是北京人）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位”，不过这位是圣诞限定。每年12月维也纳很多
地方都会搭建起一个个小棚子，以举办为期1个月的圣诞集市，而圣诞集市上有一不可不品尝的特色，即为“punsch”酒。这种酒非常神
奇，它是经过加热的红酒混上水果和香料，据说punsch也被称为“猎人酒”，是过去猎人们冬季进山打猎,夜晚宿于山上的林中小屋时，
因为天气寒冷,因此特意将红酒加热，为抵御严寒，后来大家干脆将各自带的东西放在一起煮热后分享。这种酒不同于一般的红酒，加热
使其口感有些奇妙，而且寒冬中来上一杯可以迅速的让人暖和过来，我尝过橘子味、苹果味以及蔓越莓味道的，各有不同的风味，配上
一块小小的姜饼，口中甜和“辣”相交织，又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punsch酒，集市上的punsch都是装在马克杯里的，喝完还要把杯子还给老板）	维也纳的物价还是挺高的，所以自己做饭也是必备
技能之一。我所有的做饭技巧都是来到这边之后“自学成才”的，虽然不能算得上多美味，但是各种风格的菜都尝试过一遍，也算是小有
成就。		

（四）一些人	在异国的短短的半年，有的时候总会想念这边的一切，索性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人，让这半年的异国时光总是充满欢声笑
语。	还记得冬至日那天和中国小伙伴聚在一起请当地的同学吃火锅；还记得一起上课的意大利课友惊喜的告诉我她明年的exchange项
目想来复旦；还记得和日本的小伙伴一起互相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还记得和buddy一起在学校附近闲逛误打误撞走进一家好吃到爆炸
的巴基斯坦餐馆；还记得和当地的小伙伴一起在雪天出来做project；还记得来自乌克兰的室友小姐姐给我做了一次乌克兰特色的肉
饼；还记得同楼的俄罗斯小哥和我“争论”鸡蛋到底要不要打碎了再煎。	



（冬至当天的火锅大餐，左下为维也纳小伙伴倾情献艺为我们炸的彩椒）	不仅仅是认识的人，一些陌生人也总是在生活中带给我惊喜和
奇遇。一次在星巴克遇到一位来自WU的学生，他上来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在我回答yes之后他惊喜的告诉我他正在跨国创业，想在
中国开发一个租车平台，和我愉快的聊起了中国的很多有关共享经济的事（虽然人家很专业但我尽量把我的体验告诉他）；还有一次在
地铁上遇到了一位来自英国的交流生，一开始只是问路，后来他问我喜不喜欢jazz，他从伦敦来到维也纳学popmusic的，后来发现我
听过他最喜欢的一位歌手的歌我们聊到差点坐过站；还有一位在学校图书馆里遇到的小哥，彼时我的头发被我搞成了浅橙色，小哥上来
就直接说“I	like	your	hair	style”，后来发现他原来是汉学系的学生，于是我们用中文又愉快地交流了起来。	有的时候这些突如其来
的好奇和善意会给人留下一种奇妙但是温暖的感觉，总让我感觉，尽管我一个人在遥远的欧洲大陆生活，但是我的生活却并不孤单。	虽
然当地的小伙伴告诉我这边的人很内向（有的时候的确会感到他们的内向），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善良，同时由于维也纳这个城市的
包容性，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汇聚在这里，走在路上听到说的最多的语言绝对不是德语，所以也不存在排外或者其
实，这种包容性和多样性反而会让异乡人有一种特殊的归属感。我后来也慢慢体会到小伙伴告诉我的，“他们只是含羞”。这里的氛围和
人，都让我感到无比的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