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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香港	在这次交换之前，我从未去过香港。对香港的认知，是课本中关于繁华都市的描述，是新闻报道中星光大道前电影明星的合
影，是街边港式烧味还有菜餐厅的招牌。然而这些印象都不如亲临体会一次来的实在。	所谓交换，便是学生在不同学校的一次学习与生
活的综合体验。我想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正是三观发展与形成的重要时期，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接触开阔眼界对此总是有益的。感知
世界博大，方知自身渺小。于是放低身姿多求教，谦虚好学广体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于是，2014年8月28日，我飞抵
深圳宝安机场，经福田口岸出关来到香港，正式开始了为期四个月在香港大学的交换生涯。			港大印象	进入香港已是晚上八点，我带着
两个大拉杆箱，坐在东铁线的列车上。天色早已暗淡，从列车外望，淡黄色的路灯点缀着两侧的道路。新界不似港岛那般繁华，大片的
郊野公园坐落于此，可谓闹中取静，别有一番滋味。列车有规律的敲击着铁轨，发出轰隆的响声，也敲打着我的内心。车上新闻用粤语
播报，多了一份疏离感。一个人身处于这陌生的环境中，我满怀期待，却也对扑面而来的一切未知充满恐惧。	第二天，在小伙伴的带领
下，我第一次踏进港大的校园。香港大学坐落于香港岛，校园面积不大，从西闸到东闸步行只要10分钟，不过由于背靠太平山，港大的
立体感颇强。犹记得开学第一周，我为寻找教室穿梭于校园间，每堂课都要花10分钟才到达目的地。港大校园硬件设施很强大：穿行在
教学楼之间很方便，电梯、自动扶梯还有楼梯一应俱全；人性化的设施也方便着在校师生，校园饮水机随处可见，在雨天从校园内一头
走到另一头不需要打伞；夏天教室内的冷气开的很足，上课必须要带一件外套，不然会冻感冒。学校教学楼多靠名人校友捐建，楼内设
施大多现代化风格，少了份历史感，却也方便舒适。2014年底，港铁港岛线香港大学站正式开通，从此港大的同学出行更加便捷，利
用午休时间前往铜锣湾购物吃饭将不再是梦想。	和国内大学相比，港大有两点显得格外突出：一是政治氛围，而是舍堂文化。在港大校
园内，随处可以看见和政治相关的横幅标语，也会遇见学生团体分发传单，多和时政相关。图书馆外的民主墙上贴满了同学们对政府的
讨论。作为从大陆交流生，我对于香港同学参与政治的热情最初是吃惊的，逐渐遇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再后来反思自己分不清究
竟什么才是怪，只是觉得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再奇怪的事情见多也就习惯了。两岸的交流总像隔着一堵墙，对于墙另一侧的世界所知
有限，其中大部分又来源于媒体，难免产生偏见。要想消除这些偏见，理性客观的交流格外重要。讨论话题就事论事，万万不可上升到
人身攻击，否则只会越搅越浑。	港大的舍堂类似于书院，学生来源于不同年级各个专业，这样有利于多专业多文化的交流。学生的归属
感以舍堂最强，毕竟每天晚上都住在一起。舍堂内学生按照各人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社团，诸如羽毛球社、棒球社、舞蹈社、辩论社、戏
剧社等等，每学期各个舍堂之间也会举办各种比赛和联谊活动。此外，每个舍堂每月还要举办一次高桌晚宴，所有学生均被邀请出席，
除不可抗原因外不得缺席。这个传统来是港大的英式教育的一部分，学生统一身着正装，与教授一起共进晚餐，因而就餐时便是学生与
教授交流的好机会。学生可以问教授任何话题，包括专业知识、人生规划、社会热点事件等等。高桌晚宴有助于促进师生情谊，学生可
以得到教授的指点，有助于开阔视野，深入思考。			港人社会	走出校园，走上街头，香港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了背着书包成群结队的
学生，取而代之的是白领们匆忙行走的身影和茶餐厅里悠闲饮茶的老人。这种不同年龄段在港生活的差异性也从侧面体现了香港独特的
城市文化。香港是一个高效的社会，尤其体现在交通出行上。四通八达的港铁线路，出口不是大商场或是旅游景点就是巴士总站。港铁
自动扶梯的速度快的惊人，这到与使用它的熙熙攘攘的乘客相得益彰，可怜我回到北京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心里抱怨着“这乌龟一般的
速度简直是浪费生命”！高效之外，港人的生活还很有序。英国的殖民想必也将那绅士的礼仪传递给了香港，摩肩接踵的人群在港铁站
和巴士站从未引发过混乱---至少我是从未目睹过。站台对应的牌子后面总会看见依次排队的乘客；交通要道和换乘车站等容易造成拥堵
的路段总能看见明确指示方向的路标，无论是在头顶上还是地面上。港人的礼貌更体现在于他们对细节的注重。施工的工地旁总能看见
告示牌，上面标明工程的内容和时间，如果有疑问上面更是附了网址电话使附近居民随时可以监督举报；巴士和港铁出口都附有轮椅区
域，残疾人可以体面的出行。临行前我在香港买机场巴士的票，工作人员问我乘坐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然后在递给我巴士票时把
那家航空公司在机场的位置圈了出来，事后每次念及此事我总会感动不已。我一直坚信专业是一种态度，这种专业体现在细节上是对乘
客最大的尊重。	说完年轻人，再说老人。不似年轻人那般匆忙，却也没有了年轻人那般强壮的体魄，老人们常聚于茶餐厅中聊天。香港
人的饮食不像内地那样有规律，任何时间在饭馆都能看见吃饭饮茶的人，他们中有学生，有上班族，也有老人。根据时间不同，这顿饭
的称呼也就不一样，依次是早茶、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和夜宵，对应饭馆提供的菜样也会有所区别。凌晨的早茶是香港食文化最
大的特色。当内地人民还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时，香港的一部分人已经起床前往茶餐厅了。他们中大部分是老人，也有少部分通宵的学
生。早茶是典型的港式风格，小份笼屉状，同行之人越多吃到的种类就越丰富。最出名的有：流沙包、奶黄包、虾饺、肠粉、烧麦、叉
烧包、马拉糕、潮州粉果、鲜竹卷、春卷、蛋挞、排骨等等...	走出街头，走入海岛和郊野公园，这里浓缩着香港最靓丽的自然风光。你
可以花一个下午躺在海滩上晒太阳，吹海风，吃海鲜，体验渔民的生活；也可以清晨出发沿郊野径漫步于荫翳树林中，爬上山顶俯瞰市
中心高楼大厦，体验行山的乐趣。交换期间，我和另外三位小伙伴组团参加了港大“通识毅行”活动，用时11个小时完成了50km长的港
岛径。沿途既有大浪湾的海滩，也有香港仔郊野公园的密林跋涉，更有在太平山俯瞰数码港落日的余晖。海岛之上，山野之中有和城市
人民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它们之间却又如此靠近，这便是对香港面积狭小却又如此多元化的最好诠释。			一点感悟	记得初来香港之时，
曾一度在狭小的街道和遍地的高楼之中迷失，狭窄的空间中我是如此的压抑与彷徨。然而四个月的时间让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静
下心来体会发现香港出众的一面，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人都是会变的，依随身边的人和包围的环境，有些感受只能表达彼时彼刻
的心境，历经时光洗礼，得到的便是人的成长本身吧。	香江四月，熟悉了一座城，认识了一群人，是为人生一段独特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