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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交换生学习小结	2016年8月，我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开启了为期四个多月的欧洲学习体验生活。这次
机会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从进复旦校园开始，我就对学校给予本科学生在4年的学习生活中一次外出交流的机会十分憧憬，2015年底，
我非常荣幸地获得院系的推荐，前往阿姆斯特丹大学交换学习。感谢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去看看那些诗和远方。对我而言，对外交流
的意义并不在于我去哪里，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感受到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全新的感受不仅是我成长过程中多彩的一笔，与此同时，
也为我之后的学习生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使我更加坚定我的初心，不断前行。	初到阿姆斯特丹大学，首先感受到的是校园中同学
之间友善的氛围，以及对于学习的热情。我上的第一门课是艺术史，这一领域是我在国内的学习生活中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仅仅因为，
小时候有一个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天真的画家的梦想。欧洲以艺术闻名于世，荷兰更是如此，从路上的张贴画、广告，无不诉说着这个民
族对艺术的追求和崇敬之情。想起这些，我觉得我可以在欧洲的课堂里学习艺术史是如此的令人自豪！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班上的同
学来自世界各地，专业背景也各不相同，例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等，老师总是会细心的向我们介绍不同艺术家的生平
和艺术风格，同时也会让我们自由地观察、赏析一些世界名画，并鼓励我们和同学分享自己的观点。刚刚开始上课时，我内向犹豫的性
格同时对自己英语水平的不自信，我即便是有所思所想，也不善于表达，往往只能说出几个简单的句子，但是老师和同学往往给我以鼓
励的目光，也使我感受到了友善、温暖。	在上课形式上看，艺术史课程不仅仅是老师单纯的讲述。老师还安排了好几次课程带我们去博
物馆实地考察。站在真实的、可触及的画作之前，聆听老师的讲解，是很好的享受。我在国内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在博物馆开设新展览
时，也会前去观看，而在荷兰上艺术史课程的经历，却令我也和荷兰人有所趋近	了——将在博物馆参观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在荷
兰交流学习期间，我除了去过布鲁塞尔一地，我不曾离开过荷兰的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博物馆已经令我获益匪浅。为了节省费用，
我办理了博物馆年卡。在此之后，我便多次前往阿姆斯特丹市内的博物馆，有些博物馆如国立博物馆藏品十分丰富，我不止一次前往；
另外的艺术博物馆，如梵高博物馆、摄影博物馆，每一次前往，我的不同的心境，即便是同样的画作也会带给我新的观感。而前往博物
馆的途中，漫步在石砖路上，身边是古老的运河、船只，童话般的房屋，也何尝不是一种美的享受呢。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些土地
上会诞生思想家和艺术家，放慢了脚步，自然就能对生活有更深入、不同以往的理解，也便能以此为镜，看到人的本质，人的不完满而
去追寻，正如荷尔德林所写，“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交流学习期间我所修读的另外一门课程是欧洲的现代秩序，刚开始上课时，和
远在地球另一半交流访问的同学说起这门课时，我戏称自己在这门课上，“好比是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的专业课上混入了一个韩国留学
生”——这门课程本身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系欧洲研究方向下的一门专业必修课，课程上的同学基本都来自欧洲国家，如荷兰、意
大利、德国、瑞典、斯洛伐克等等。对于我来说，这门课一开始的入门对我来说是辛苦的，尽管在国内对欧洲战后史略有耳闻，但终究
了解的还是不够深入，与此同时，对我来说更严峻的是在探讨欧洲问题时欧洲同学所拥有的文化背景似乎对我来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我从文献中所得，往往很难与他们的实际感受一样深刻，很难与他们的祖辈、父辈口中所诉说的那样生动，这也使我一开始产生了放弃
的念头。	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老师的讲课是生动有趣的，与此同时，在我倾吐出我的苦恼后，负责讨论课的教授给我了鼓励，他
鼓励我多看文献，有问题可以及时想他询问或是和同班同学交流。与此同时，我在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我也逐渐更加明了自己这次来
欧洲交流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是单纯地为了学习成绩而来吗？不是，如果是这样，我就应该努力申请去美国的项目。我只是为了
有机会出来看看国内外其他的学校的上课方式吗？也不是，我并没有选择港台的大学，虽然我不想远离我的家庭，远离我熟悉的校园、
老师和同学。踏上这片遥远的土地，我是想更进一步深入了解这里的文化，接触这里的老师、同学，接触这里的思想，所以我来了。那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些目的之外的原因而放弃呢。我似乎说服了我自己。但这也意味着我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	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
我更加刻苦努力，没课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度过。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图书馆分布在全市各处，大小不一，有时因为寻
找文献，在一学期中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图书馆，坚持用手机导航步行前往的方式，一方面将交通费用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也带给了我
对这个城市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每次在寻找图书馆的过程中，似乎都是在深入一片可遇而不可求的世外桃源。				在课程的学习过程
中，几乎每一项任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是对于课堂报告，这是一个我在国内学习的过程中就比较头疼的一种形式，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内向的性格，我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会因为害怕出错而选择沉默。在课堂报告中，面对台下金发蓝眼的一张张面
孔，我好几次都明确感知到说错了句子。短短几分钟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漫长的。报告结束后，到了学生提问、建议的环节，有一位同学
直接指出了我所运用的一处史料的错误，之后老师的评论中也肯定了这一点，同时老师在肯定了我选择多种视角看问题的方式很好之
余，也肯定了同学所指出的这个史料错误。课后，我还未离开教室时，老师主动和我说，他对这场报告对我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表示充分
理解，与此同时，他也给予了我非常具体的建议，比如幻灯片应该呈现多少文字、要不要准备演讲稿、演讲要字体的大小等等，细致入
微。课后也有一些同学私下给了我关于演讲的建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是论文，在写完论文大纲之后，我马上发送邮件请教老师，老师
则是及时约我面谈论文，在和老师面谈的过程中，老师帮助我进一步理清了写作思路，也推荐给我一些具体的参考书目。在论文进一步
完善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学也真诚地给了我很多宝贵的一件何建议，这令我十分感动。在我将完成的论文请教老师指点
时，老师更是细心地将我文中小至语法错误，大至结构上的不完善之处一一指出，在我回国以后，老师也将关于论文的评价和修改意见
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在最后，他还用中文写上了“很好”。每次看到这个文稿，便令我回想起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在教室和图书
馆度过的那一个个几乎是废寝忘食、奋发学习的清晨和夜晚，。	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这门课程采取主要是老师的讲授与讨论课并重的
形式，在讨论课上同学们根据每周的主题畅所欲言，有时观点是激烈交锋的，这不仅对我是语言上的考验也是我使我思考问题更进一步
深入。我的课堂演讲得分不高，我在感受到打击的同时，更是分外羡慕同伴同学能够条理清晰、侃侃而谈自己的观点，而当我自己有所
想法时，我总是在组织语句、犹豫之间错失机会。因此在讨论课的过程中，我一开始并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在和周围同学的交流
中讲述自己的观点。细心的老师发现了这一点后，便在讨论课上主动为我创造机会，让我可以在很多同学的面前表达自己的思考，我在
紧张之余也很激动。	我想，作为一名交换生，我在阿姆斯特丹学习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也感受到，短短一个学期，我并没有完全适应
那里的生活，但是我感受到我个人的改变是巨大的：现在我对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那么胆怯，对于问题的思考中不断追寻新的可能
性，同时也愿意对生活中美的事物静静欣赏。荷兰的老师给我的感受是在生活上活泼，但是对于学术，却又异乎寻常地严谨，这似乎是
一种矛盾。在学术层面，在学习过程中不同的治学方法并不令我感到文化的隔膜，而是一种看待相同事物的新视角，艺术的感受力、历
史的理解力都是如此。有一些事情，等我回到国内，开启新的学习生活才慢慢感受到自己的改变。我想，这段经历现在想来还是有缺憾
的吧，如果可以重来，我可能会再多选修一门课程，或者尝试更好的演讲形式，还想去欧洲的其他国家多看看……与此同时也正是留下
的淡淡遗憾，无时不刻地提醒着我继续前行，继续去追求。也许正是远离了这片土地，才会更加想念那里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人、曾经
的自己，这也是一种新的成长和前行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