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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位于香港新界马料水，毗邻幽静美丽的吐露港。坐拥世外桃源般的风景，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生活比起在复旦大学的生活
更宁静安适。远离世俗喧嚣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良好的学习氛围，还有离乡生活给我带来的考验，在这样一个不断接受挑战和修炼身心的
过程中，我度过了这样一段珍贵的交流学习的时光。			一、在中大学习	我在复旦的专业是哲学学院的国学方向，但香港中文大学没有对
应的专业。因此，我的选课范围就必须扩大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系中。在学习中，我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系在本科阶段不会进
行分流——相对应的，复旦哲学学院的同学在大二的时候就需要决定是去学习中哲、西哲还是宗教等等。事实上，一个精细化的专业分
科很可能就构成了中哲和西哲同学的专业壁垒，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专业通识教育，在这一个程度上可以弥补这样的一个缺陷，帮助同
学实现不同哲学流派和分科的融会贯通。	中大哲院的规模也是相对比较小的，每一届的本科生大概是20个人左右。开设给哲学生的专
业课的规模也相对比较小——一间小教室，三两桌椅，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文本。这也成为了在中大的哲学课日常的上课模式。
相对的，中大的中文系，本科生就多很多，在我选修的《文心雕龙》课程中，授课的地点就换到了阶梯教室，旁听生也有很多。	我在香
港中文大学总共选修了4门课程，分别是印度哲学与宗教、比较哲学、《文心雕龙》和魏晋玄学。除了比较哲学之外，另外三门课程在
复旦都有相应的内容的课程，方便学分的转换。在课程的选择上，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系授课老师并不是很多，有一些老师也不开设本
科生的课程。考虑到语言的问题，广东话授课的课程可能会影响到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所以大部分的同学都会选择学习普通话或者是英
语的课程。在课程的形式上，大部分的课程都是3课时，附带导修课在内，所以课程任务和学业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此一学期4门
课的课程安排对于我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紧凑和充实的。	由Y教授开设的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课程，每周一都有2课时的lecture，并配有
5次两课时的导修课。课程的作业包括一次导修课的报告和期末的论文。课程内容包括一些印度哲学的重要概念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时
间、业与轮回、空等等，在课上，姚老师会将佛教不同的派别对同一个哲学问题的不同认识罗列出来，并且将其与现当代哲学中对于同
一问题的共识进行比较。姚老师上课的形式非常生动，他经常用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喻准确的描述一些晦涩的佛教名相，他还会给我们放
映一些有趣的港片经典，并且以印度哲学的角度为我们解读其中的妙处。这门课程的阅读文献非常难，总共五次讨论课，老师给我们了
五篇文献作为主题，并附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然而，中文译本往往是古文版本，读起来仍然有阅读障碍，英文译本也会时不时出现
梵文词语，有的时候会分不清这个词到底是英文词还是梵文词。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障碍重重，让我非常痛苦。	更让我感到困难重重
的是这门课的导修课，我们导修课的任务是需要对给予的文本进行梳理，并对文本提出问题。因为本课程是两人一组，我不得不与一位
荷兰的同学一起协作完成。由于荷兰的同学只能用英语交流，课程的材料也只有英语的译本，完成对于文本的梳理以及对文本中提到的
问题进行回应无疑是相当难的。我花费了很多功夫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最后我们做的pre的效果依旧不是很好。这么课对于一个
没有佛教基础知识储备的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学弟学妹选修姚老师的佛教哲学课，可以在修读之前了解一下印度六派哲学的源
流，这样与这门课的衔接也会更顺畅。这门课结课之后，虽然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在这个意义
上，也算是收获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由王教授开设的比较哲学课程，将lecture的课程和导修课放在一起上。三节连堂的课程可
以保证我们对一个哲学问题有了充分的讨论和认识。课程分为必读材料和选读材料，每一节课都会有一位同学在讲台前对必读材料进行
论证的脉络梳理，并且抛出对于文本的质疑。每节课的必读材料相对而言都是独立的，但是互相之间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王老师作为
海德格尔哲学学界的权威，在讲述比较哲学的时候带给了我们一些新的视角——老师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刻板的和生硬的中西哲学比较
的进路，甚至有的时候会从一个传统的哲学话题入手，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等角度去探讨一个共同话题。这门课涉及的主题也
比较广泛：我们讨论伦理学范畴的道德金律以及世界伦理的问题，也会讨论形上学层面的恒与道的时间性等等。	我负责的部分是一位海
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先秦哲学中的“身体”概念的研究。王老师和助教温学姐在我准备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同时也给我了很多相应
的文献给我参考，在和学姐的交流过程中，也了解到了香港同学对于哲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香港哲学教育的体系。这不仅可以与我在复
旦的学习互参，也激发了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去深造的想法。演讲的当天，我患了很严重的感冒，几乎讲几句就要咳嗽。但是没有办法，
我还是坚持做完了这个pre，整个pre持续了有三节课的时间，我走下讲台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脚都站的很酸痛。我只记得那天像一个靶
子一样矗立在前面，接受同学和老师门的批判，努力的在自己的立场上澄清一些问题和参与论辩，讲完以后我就感觉自己非常的疲惫。
不过，幸运的是，因为我做了充足的准备，老师对于我这次的Pre非常的满意。这让我在以后的学习中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这节课采
用的是课堂讨论的形式，在课堂上只要有任何疑问和任何需要表达观点的时候，香港的同学都会积极的参与讨论。这给我起到了一个很
好的鼓舞的作用，我也学着克服恐惧，向老师提出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在哲学的学习中，提出一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涉及
到我们对哲学概念的清楚认识和哲学研究的空缺的探索，涉及到一个思考的过程。这样一个讨论班的形式不断的推动我在哲学的不同层
面不断思考，教会了我一个成熟的思考方式和思考习惯。	由张老师教授的《文心雕龙》是由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在这门课程中，张老师
系统的讲授了文心雕龙这本书的总体结构，和当今龙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这门课的讲义也非常详细，张老师有着深厚的训诂学的功底，
对于文心雕龙中内容的推敲也是非常仔细。有趣的是，在这门课的讲授过程中，张老师自己的龙学专著也在慢慢成形，很多时候我们课
堂讨论的内容在张老师的龙学著作中也会出现，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十分有幸的事情。张老师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在为人和为学上，
他都是我的至高榜样。	这门课的讨论课是小组的pre展示，我的组员队友都非常的积极，我和他们之间的合作特别顺利。在我们的讨论
稿中，我也穿插了一些现象学的内容，在我们的pre的时候也获得了老师的表扬。这门课的考核中还包括对于文心雕龙内容的默写，这
对于我来说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尽了很多的力最终很成功的完成了这个考验。最后的考试因为我准备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同时对于西方
文论不够了解，所以很多题目没有办法从不同的篇目融会贯通的书写，甚至题目中出现了我没有复习过的篇目，考试考完出来我就非常
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认真的对待这次考试，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弥补这一次的遗憾吧。	由D老师教授的魏晋玄学课程是一门
全英文课程。虽然是一门英文课程，但是课程的内容深入浅出，让我觉得非常的友善。老师喜欢用一些有趣的比喻阐释道家哲学中的一
些基本问题，老师本身拥有的一个西方哲学的研究视角加上他自己独特的对道家哲学的理解，为这门课增色不少。在听课和看文献的基
础上，我们被要求写5个reflection	paper，去回应老师上课提的一些问题，并且自己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一开始是非常不喜欢这样的
学习模式的，因为觉得这给我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一门课之后，我渐渐的发现这样真的可以使得我们对于课上所讲的问题
有更扎实的理解。对于英语基础不好的我来说，连续的用英语写5-6篇学术论文是一件非常痛苦的时期，它不断的推动着我走出往常学
术研究的舒适区，进入一个异质的话语体系中参与讨论，在这其中我收获的不仅是英语水平的提高，还有就是一种“如何用英语讲好中
国哲学”的训练，不得不说这是非常珍贵的体验。			二、在中大生活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在中大的朋友并不是很多。书院的活
动参加的也不是很多，所以谈起中大的生活可能会比较片面，最后会堕入到“一个人怎么在中大生活”这个问题中。	先谈谈中大的公共设
施吧，中大有好多个图书馆，我跑的比较多的是离寝室比较近的钱穆图书馆和馆藏哲学书最多的胡忠多媒体图书馆。钱穆图书馆的三楼
是一些大开本的画册，我在香港的后期对绘画和现代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钱穆图书馆大量艺术类的藏书可以很好的满足我这个需求。
钱穆图书馆的自习座位很多，并且有落地窗的阳光洒进来，环境十分清静优美。胡忠多媒体图书馆一楼有电影放映，二楼的哲学书有很
多德文版和法文版的藏书。我还去过大学图书馆几次，它三楼的自习座位非常好，每个人的桌子都是等腰梯形的形状，正对着窗，窗外
就是合欢树和山间的雾气缭绕。每一次从书间抬头，心情都很好。	中大的公共服务也非常好。因为个人心理状况的问题，我在网上联系
预约了心理咨询的老师。因为在复旦期间也一直保持着做心理咨询的习惯，所以对中大的心理咨询服务不敢做太高的期待。因为我知道
这是供不应求的服务，所以我并不奢求中大的心理咨询服务真的给我什么帮助，但是事实上接待我的老师和前台的服务老师无一不体现
了中大的服务意识：中大的心理咨询服务分为需要预约的面谈式的咨询和一个随时可以倾诉的热线电话。其中，紧急电话的服务是外包
给其它的咨询机构的，我自己也没有打过。但是有关心理卫生的广告在电梯、教学楼甚至是厕所都有张贴，足见中大对于学生心理健康
的重视。我自己接受的心理咨询的服务是两周一次与咨询的老师交流，每次持续一个小时。老师是香港本地人，有着丰富的心理咨询的
经验。我在香港的思乡之情在与老师的交谈时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了。老师交给我的一些沟通技巧和自我调节的机制或可能使我受益
终生。	在中大期间，我经常去深圳旅游，期间也去过一次广州。在深圳我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画室，并在那里持续了一个月的学画生



涯。在画室的这段时间激发了我自己对于艺术的喜爱，在回到上海之后，我也对看展和学画特别感兴趣，在上海我也找到我喜爱的画
室，并且把这个小爱好坚持了下去。	总的来说，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港台新儒家的研究重镇，给我带来的学术上的影响不是几篇论文可以
计量的。这段在外交流的时光教会了我坚强和独立也见证着我的成长。感谢复旦港澳台办能够给我这样一次珍贵的机会，让我在如此优
美的环境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找到自己，提升自己，重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