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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9月份，我踏上了去往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旅程。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位于美国西海岸，是一个面朝大海、背靠山脉的
小镇。作为一个非常喜欢海的人，我没有选择住学校的宿舍，而是在facebook上租了一个海边的house。整幢房子里共有14个学生同
住，共用一个厨房、客厅，房友们基本都是从各国来UCSB交流的学生。在一个夜晚到达房子后，聆听着黑暗中大海的声音，一段注定
难以忘怀的经历就开始了。	
在UCSB的学习：	学习上，全英文的授课对于语言能力良好，偶尔也会有全英文校内课程的复旦学生来说应该不是最大的困难，尽管确
实会有部分由于口音、语速或专有词汇造成的一点问题。除了语言上的明显差别以外，另一个明显的美国课堂与中国课堂的区别之处是
学生和老师的互动非常频繁，学生是习惯于随意打断老师提问问题的。我认为这种交流感是国内课堂所没有的。这次的交流之行，我一
直努力地迫使自己改变过去的听课习惯，学习这里的氛围多向教授多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后确实也受益匪浅。	我很好地消化了自己在国
外的课程，我很自豪我在我所上的每一门课上都做到了积极思考和反馈，并给我的教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际金融课上，在课程最
后的期末论文，一篇自选一个国家分析其金融制度的country	report上，我特意选择了中国作为自己的主题。一方面是资料上有信息
优势，另一方面，基于课堂的知识，自己的思考，和课后我自己所阅读的THE	DOLLAR	TRAP一书，我希望在我的country	report
中为中国的金融制度选择正名，表达浮动汇率并不是必须的制度选择，美国常用的“汇率操纵”的指控是没有经济学道理的；同时，老师
上课时曾经表达中国储蓄率高企的疑惑，我尝试在最后的论文中给出了简单的解释。我的这篇报告最后获得了老师的认可，获得了满
分。	另外，很有趣的是，出国时正值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之时，而我恰好也有一门国际贸易的课程。通过贸易的经济学理论的学习，我发
现，挑起贸易摩擦，增加关税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支持是非常少的，而更多地应该是政治上的考虑。我大胆地向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赞同。最后的期末考试我获得了班级最高分，我的教授发邮件给我向我表达了她希望我未来能够考虑继续在贸易领
域做研究的愿望。	剩余两门数学课，博弈论和线性代数，正是中国学生表现自己“特长”的时候。在博弈论课上，我和另一位同学以极快
的思考速度获取了老师给我们期末考试10分加分的奖励，最后我们以超过满分的分数获取了最后的A*。	
在UCSB的生活：	我相信在国外交流的时间，生活和学习是同样重要的部分。认真体验海外生活，能够获取更多的体会和收获。我很庆
幸自己选择在外面租房子，因为我将于14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居住在一起。晚上去公共厨房吃饭的时候，会碰到其他人，大家会聊两
句。我和隔壁房间一个非常友善的西班牙姑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她带我去了她的西班牙朋友们办的party，周末她还拉我去海滩阳光
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外国人享受沙滩的方式，他们铺一个毯子在沙滩上，然后就会在海边躺一整个下午，聊聊天，睡一会儿。在沙滩
上，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国家和生活方式。我和她聊起了亚洲女性对白肤色的追求，她对我还愿意和她去沙滩表示诧异。我回复到：“I’m
gonna	enjoy	this	anyway.”确实，海外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体验和突破，去做一些平时自己不会做的事情，这非常有意思。我们还互
相交流了自己的理想，相较于我对自己的未来还有一些迷茫，那位西班牙姑娘坚定地希望去NGO为性别平等作贡献；她还表达了她对
中国在美国话语体系下坚守自己的敬佩。这一场沙滩之行给我很大的触动。所谓出国“交流”，不仅学习和旅游，更重要的正在于“交
流”本身。	圣芭芭拉的小镇上永远不会缺乏活动。每周，UCSB的剧院里都会组织电影放映，时不时还有电音节、篝火会和其他一些社
团活动，圣诞节的时候镇上有圣诞游行和集市。我加入了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program，当地热心的美国家庭会接待一到两个
国际学生到自己家里去做客。感恩节的时候，所有friendship	program的家庭各自带一些食物聚集在小教堂中共享火鸡大餐，让我在
这样一种特殊的氛围和时间去体验到了他们的习俗，和美国普通家庭对外国人的那种“美国式热情”。另外，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Yosemite爬山活动。大约50名各个国家的国际学生驱车前往位于Yosemite的营地，日程安排中有两天的爬山活动，其中一天还在下
雨。凭借着自己的毅力，没有任何爬山经验的我成为了最早爬到山顶的几个人之一，并且后来我发现自己成为了坚持到山顶的唯一一个
中国人。最后十几个人直接坐在山顶的雪地里边聊天边吃三明治，我对他们说我之前从没有这样爬过山，但是我很高兴这次我挑战了自
己，同时也希望自己有一点点打破他们对中国人的一些stereotype。	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出国交流阶段不仅是自己单方面去
体验国外的生活而已。在国外，中国人就是自己的标签，我一直注重着自己的这个身份，主动去交流，通过语言和行动去破解一些偏
见。不得不说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外国人对中国还是存在一些传统的误解，我认为此次的交流我已经尽自己所能，希望能对那些我所接
触过的外国人造成一点微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