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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又到了写交流小结的时候。距离七月初的U21	Summer	School已经过去好几个月，说实话有一些记忆已经变得模糊。只好，挖
一些自己还记得的细枝末节，分享一个可能不太完整的交流体会。	我们交流的学校在苏格兰——今天是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至
少今天来说，我还可以说——英国的苏格兰。英国，一个孕育了灿烂文明的西方国家，对它的认识可以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
家，也可以是伟大的工业革命；可以是呆萌的大笨钟，也可以是风姿绰约的海伦公园；可以是优雅的王室贵族，也可以是种种令人不可
思议的幽默。是的，这一切都能使你心中的英国熠熠生辉——只要，你不提及食物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在格拉斯哥的十几天里做了什
么，如果只能选择一件事情，我会义无反顾地说出“吃吃吃”！从学校食堂的土豆系列、冷餐系列，到湖畔酒馆的鱼虾系列，再到老房子
餐厅的略重口的内脏系列。啊，你说上课吗？像是几餐饭之间的调剂。我们和一位哲学学院的美丽老师一起参加交流，这位美丽的老师
让我们称她“斯斯”。斯斯和负责接待的格拉斯哥老师就饮食问题曾进行过交流。据说当地大学老师们主办此次summer	school的指导
方针之一就是让我们吃饱吃好，领略苏格兰的美食。到底是不是“美食”？别问了，我们还能是好朋友的。	我觉得我有些不务正业。既然
交流项目的主题是“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研究”而不是“美食研究”或者“英国菜的吐槽”什么的，而且交流小结离两千个字还差一千两百多个
字，那我还是来说说课程内容吧。在参加交流以前其实对格拉斯哥大学了解不多，但是现在我知道，格拉斯哥大学的城市研究专业在欧
洲范围内是很好的，多亏了Summer	School里多门以安利城市、安利大学为主要目的的课程。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一门课，却是一位
外聘专家来提供的。这位外聘专家是一位典型的职场女强人，抬头是博士，来自因特尔。她的演讲主题是“跨国公司在城市治理中的作
用”，当然，指的是因特尔。她讲述了几个案例，其中因特尔在一些城市里全面负责水源、空气的监控和城市公共交通和基础建设的管
理，权力不可谓不大。她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演讲者，因特尔是一家令人惊叹的公司，但我有几个刹那会觉得悚然一惊。	可能在中国我们
不一定直接感受跨国公司的力量，但是在一些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能量之大，是超出想象的。而跨国公司的第一要旨很明显是利益
而不会是功利主义所谓的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当然，我们现在在要求这些公司自己保持利公司益和人类幸福之间的平衡。但是除了这些
公司自己，又有谁能够真的控制它们呢？如果，只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越过了红线，当它们走得更远一点，可能触及人类生存或者是
一部分人类的生存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	在互动的时候我问了这个问题，不过显然演讲者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何况，有跨国公
司的总风险总是小于没有跨国公司的总风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来说。其实第二点我们好像很难证明，当然我也希望我是杞人忧天。
因为这个原因，还和Summer	School认识的小伙伴扩展讨论了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差别，嗯，还有工科和商科的。另外，也对东西
方的大学教室里教授的不同表现展开了辩论。我觉得我所接触的有一些欧洲的教授，特别喜欢向学生推出某种理论，而东方的大学教授
则不乐意下结论，即使总结规律也常常是“我们目前的研究都能指向这个观点，目前还没有反例，所以很可能存在这样的规律……”其实
有时候我会质疑西方教授做事不够审慎，但是新加坡小伙伴则说，这是因为西方文化里的人更愿意表达。这样的观点碰撞特别有意思。
对我们来说，彼此的观点不一定新奇，但是我们从各自的生活里往往能举出例子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例子却是新鲜有趣的。	其实特别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那么多去体验异域文化和学术氛围的机会。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是十月底的深夜，天气已经转凉。我身上
穿着一件紫色的卫衣，卫衣上是四只卡通牛的轮廓，和Scotland的字母。这件卫衣是我前几天从家里拿来的秋冬衣服中的一件，也是
我在苏格兰交流带回的纪念品之一。其实一次短期交流对我自己来说并不能有什么显著的改变，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在塑造我们。
就像我会得到一件紫色的卫衣，我会交到几个新的朋友，我会听说一些新的东西，我会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想到曾经经历过的某一个
时刻……这些，一点一点汇聚起来，也许是交流的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