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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是在2014夏天的尾巴，飞机降落在阿兰达机场的时候正下完一场雷阵雨，窗外一道彩虹仿佛预示着接下来的
好运气。	瑞典作为北欧四国之一，纬度高，八九月份的时候还是八九点钟才天黑，日照十分充足，天蓝地像是被雨水洗透一般，植被繁
茂，常能看见吃得肥肥的鸽子。而到了十一月份，基本上早上九点天才亮透，下午三点就开始天黑，四点就像晚上一样，所以我们经常
是踏着夜色去学校，踏着夜色回家。冬天的斯德哥尔摩，天空永远是阴沉沉的，下了雪之后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让人真正觉得这是
个靠近北极的国家。每当出太阳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到室外去，感受阳光的温度，一扫多日的阴霾。	瑞典国内的人口密度相比国内小
很多，哪怕是在聚集了大部分人口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街道上也常常空无一人。瑞典是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但人均收入在
20000克朗左右，相当于15000rmb，而且那边房价不算高，所以当地人的生活还是比较舒适的。治安很好，半夜两三点钟在街道上
走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不像南欧意大利法国之类的国家，白天走在路上都要担心被偷或抢。	这儿的公共交通十分发达，办一张学生优惠
的公交月卡是560克朗，可以无限次乘坐。但若是没有公交卡乘坐单程将是54克朗，相比国内几块钱的公交费用还是比较昂贵的。	我
居住在KTH提供的位于Flemingsberg的公寓里，双人间，带有独立厨卫和基本家具，每月2350克朗。但宿舍离KTH主校区或Kista
校区都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只待半年又不容易找其他住宿，因此只能每天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往返学校的路上。KTH比较捉急的
是它没有配备大型的食堂，只有几个小的餐厅，而且价格较贵。但每幢楼里都配有很多微波炉和休息室，所以大家一般都是自己做饭带
盒饭来热，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所以带盒饭也不会让人感到尴尬，午休的时候大家吃着自己做的盒饭，偶尔和别人交换食物反而会
觉得十分温馨。这半年我的厨艺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家都说出国就是一次最高效的新东方厨艺培训。	在KTH，每学年分为四个
period，每个period约两个月。一般每个period选两门课，每门课7.5学分，和国内相比每门课程的密度会大一些，而且那边的课程
相比教授上课更注重课后自学，老师会布置很多project或是实验课，需要自己去图书馆或网上找资料学习。	本科生为瑞典语授课，研
究生和博士生一般是英文授课。所以我在那边都是和研究室的大牛们一起上课。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门课的一个瑞典小伙伴，
michael，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之前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的钢琴，毕业后当钢琴老师当了许多年，但工作后感到自己还需要进一步进
修于是选择了他喜欢的EE，现在在KTH读嵌入式系统的master。在瑞典有许多像这样工作后再来读研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学习是终
身的事。	欧洲相对国内生活会更舒适一些，但瑞典小伙伴告诉我们，周一到周五是用来工作和学习的，但若周末约他出来做project一
般都会拒绝，因为周末是私人的时间，他们把工作和生活分的很开，但这样反而更高效。	KTH的Kista校区位于斯德哥尔摩的Kista科
技园区内，这儿是仅次于美国硅谷的科技中心，许多知名的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都在这里有分部，像微软、IBM、爱立信。我的一门软
件相关的课上就有Kista的科技企业就某个研发项目来招人。在KTH，科研和企业联系的十分紧密，学生有充足的机会将所学的理论知
识运用到实际中。	各种课余活动也十分丰富。在九月底，KTH为了欢迎新生举办了烟花秀表演，就在主校区的校园内，有乐队进行表
演和盛大的烟花。校园是开放的，有很多校外的人也来欣赏烟花秀，印象最深的是有老头推着轮椅带老太太来看，特别美好。冰球比
赛、International	Dinner、crosstalk、还有各种party……只要你想，你可以享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2014年末，学校组
织了一次类似毕业典礼的活动，邀请了所有将要离开KTH的学生参加。我们可以领到一张有校长签名的毕业证明，并与校长握手，算是
这半年在KTH生活的总结吧。这半年来我感受最深的是，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它也许有好也有坏，但只有体验过了才有资格评价。希
望大家都能有机会去见见外面更大的世界，去认识更多非常优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