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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初春三月，刚来政大开始交换的时候。有天周五，我在综合院馆（外交系教学楼）上课。当时刚刚下完小雨，天气清爽宜人，
透过玻璃可以望遍草木葱茏、风景秀丽的指南山。当时便想到了“好山好水好读书”这句话。如今几个月过去，交换已然结束，政大的风
景与人物依旧，但心境却已经有所不同了。于是我想，不妨将这句话改为“乐山乐水乐读书”，以此为一学期的交换画上一个完满的句
号。			学习篇：不动如山	提到山，首先不得不说的便是我们在政治大学校园每天举目可以望见的指南山。记得初来政大之时，校车经后
门沿环山道路驶至宿舍门口，甫一下车，便望见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环抱几所不高的宿舍楼，心中不由自主的便油然而生一种亲切
感。之后，便常在山间的步道与公路边漫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想起餐风饮露的鸣蝉，抑或忙碌挥斧的樵夫，远望台北101的繁花似
锦，回首眺望山间寂静清幽的小寺，真是一个自得其乐，且行且思的好所在。	是的，政治大学在繁华的台北闹中取静的氛围，正是非常
有利于学习的。我在政大选了六门课，可以自豪的说，没有一门是水课，每一门课程都是这样精彩而有收获。《基础法学导论》，在讲
授法理学知识的同时，也在教给我们对学术的热情，对公共事务的关照，对美好生活的珍惜；陈英杰老师讲述唐诗，每次授课至兴起
处，都给人血脉喷张之感，而在课业的最后，又总是能将此一份阳刚化作绕指柔；张裕隆老师独到的授课内容不止于晦涩的心理学理
论，而是为我们未来的就业与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我在政大遇到的每一位老师，都
不仅教给了我们知识，更教给了我们做人做事。此外，在课余时间我曾先后参加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主办的“台湾民意与两岸关系”以及
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主办的“两岸国际关系院长论坛”等两场国际学术会议，了解前沿的议题与学者的研究方法。或许是我的努力取得
了成效，在期末的综合评分中，我的平均成绩达到了94.2分，并有两位任课老师在课业结束后基于我的综合表现，为我撰写了推荐信。
通过在台湾的学习，我在学业自主性与知识积累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生活篇：温润似水	指南山下有溪，名曰“醉梦”。曾有一次与
伙伴一起散步溪畔，见一只白鹭立于水中，顾影自怜。移时，白鹭展翅轻盈的飞去，辗转腾挪，滑翔于水面之上，只留我们在溪边静静
欣赏。“此心吾与白鸥盟”，不知醉梦之梦，又是否是黄庭坚昔年之梦呢？亦或是庄子知之壕上的乐鱼之梦？还是孔老夫子“逝者如斯
夫”的一声感慨？	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也便像这条小溪一般，平静温和。学期初选课的时候，刻意没有选晚上的课，故而每天吃完晚餐
后的时间，便可“躲进小楼成一统”，安心写写作业，读读书，或者调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了。我好读历史传奇，在台湾期间最喜欢的一本
书是芮纳▪米特的《被遗忘的盟友》。去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时，这部还原抗战历史的著作在海峡两岸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海的
外白渡桥是外滩的一处著名景点，连接了黄浦江畔最繁华的地带。我曾经几次到那里散步，都看到新婚的情人幸福的在桥上拍摄婚纱
照。然而，七十年前的淞沪之战，外白渡桥却是为兵燹所威胁的难民逃向租界孤岛的生命线。书上有一幅图片，可见那匆匆逃离的难民
如同失去方向的蝼蚁，携家带口奔向未知的未来。每当此时，自己都会想到战争与和平，欲望与博爱，国家与民众……	走出校园，体味
当地民风民俗，也是海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台湾期间，我数次和一同交换的同学结伴出游，走过了八个县市。在游览的过程
中，我们重点选择有历史意义的景点参观，如珍藏中华民族瑰宝的台北故宫与嘉义故宫，郑成功驱逐荷夷的安平古堡和赤坎楼，记载宝
岛被迫开放与遭受外国控制历史的淡水、高雄英国领事馆，以及迁台老兵用血汗开筑的太鲁阁横贯公路等地。抚今追昔，当年在书本上
读到的历史跃然眼前。			分享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在台湾交流既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也能够为未来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源。
交流期间，我积极与台湾同学合作，充分利用课内课外的资源开展研究。我与一位大陆同学、一位台湾同学组队完成的东盟研究论文，
以及与两位台湾同学合作完成的关于开罗会议的研究，都得到了老师的好评。与此同时，我积极利用自己长期在台交流的条件，为学院
其他同学的研究提供支持。今年三月，恰逢国务学院的同学组队赴台湾开展关于台湾青年对当前两岸关系看法的调研。作为在当地交
换，相对熟悉当地情况的学生，我承担了在政治大学为研究小组邀请访谈对象，以及在访谈结束后为当地协助发放问卷的同学交付酬金
的工作，为这项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研究之外，分享自己在台湾的交流经验，鼓励更多同学为两岸交流做出贡献，增进两岸青年
的相互理解，也是我希望实现的目标。我曾接受国务学院团委学生会的书面访谈，分享自己在台湾交流的经验，访谈发表在“复旦国务
团委学生会”微信公众号上（2016年5月4日），相信这次访谈对有志海外交流的同学会有所裨益。此外，我积极向台湾同学介绍大陆的
风俗与发展成果。在台湾期间，我曾经在学校举办的晚会上表演家乡民俗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独具特色的大陆民俗征服了评委，帮
助我获得了二等奖的荣誉，也让台湾同学对大陆地区的文艺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拉拉杂杂谈了很多，最后却仿佛还有许多话没有说
完。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为我提供这个宝贵的交流机会；感谢复旦大学台办各位老师的悉心关照，帮助我们顺利完成前期的申报流
程以及在台湾的学业；感谢和我同期前往台湾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的帮助与支持。相信这段在台湾的经历，将会长存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