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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上海终于也热起来，有些怀念在台湾吃的冰。	淡水捷运站下来往河边走不久，就有一家不大的芋圆店。选两样配料盖在冰上，加
一勺满满的芋圆，再滴上些许糖浆，70台币就这样贡献给了老板。刚吃的时候，芋圆还有点温热，配上一口冰也不至于冻到牙疼。后来
冰慢慢化成水，就变成了一碗冷汤芋圆，倒也有不一样的口感。在淡水的最后一个月，这碗芋圆冰几乎成为我的寄托，每次开始想念家
里的食物的时候，都会去吃一碗解解馋。	其实还吃了不少有意思的冰。在永康街边吃着芒果冰看拥挤的人群，在绿岛的海岸线旁躲着炙
热的阳光吃海草冰，在九份为了躲避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到拥挤的冰店寻一个位置，还有在台中骑着Ubike乱逛碰到的丰仁冰。里面有
精致到让人不忍下口的摆盘，但更多的是简陋包装里藏着的珍珠。无论怎么吃，在夏天都是至上的享受。	尝一勺冰裹着配料入口，冰凉
却又带着温暖。台湾的性格似乎也是如此，阳光和海风，芋圆与冰。总有种清爽的温柔。	今天吃到了在对岸的时候心心念念的麻辣香锅
和鲜得来。回家的时候却想着，下地铁以后要是能吃一碗芋圆冰，就好了。			在台湾的点点滴滴随着时间的退役，越发显得怀念。除去
食物，还有许多想要记录下来的内容。	初到台湾，会觉得对岸的基础设施相对于上海来说，有些破旧。从机场到校园的大巴还是老式的
那种，除了信义区，台北市中心的楼房也都显得有些陈旧。到了台南、花莲等地更是如此。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充满现代感的设施，
但是却有一种温馨的平静感，每一个设施都是实用且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我最喜欢台湾的一点，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铁马道”，也
就是自行车道。记得每次去台北，都喜欢从捷运中山站下车，骑一辆Ubike沿着遍布台北全境的自行车道上奔驰。印象更深的是花莲的
自行车道，从七星潭一直延伸到南滨公园，沿着车道漫游，就能体会这座小而精致的城市的全部魅力。而且骑自行车，也是健康生活的
一种方式。虽然在台湾的日子吃的很多，但是几乎每天都会沿着淡水河边的铁马道，伴随着夕阳从捷运站骑到码头，这样日复一日的锻
炼，也没有让我的体重增加很多。真希望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也能多多建设自行车道，给予民众更多的健康生活的机会。	更要说说
台湾的人。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才是保留中华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方。我认为这种说法即对，又有些绝对。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
的那天，我在淡水体会了人生中第一次热闹的端午节。那天宿舍门前的一整条街，也是淡水最大的主干道，都不允许机动车行驶，而是
留给了居民一个进行庙会的空间。各家各户都走出家门，拿出鞭炮，在热闹的街道上感受节日的氛围。庆典进行了两天一夜，而在大
陆，我却从未如此感觉到端午作为一个节日的气氛。从这一点上来说，台湾人更加的尊重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当然，也有不少台湾的
年轻人，受到政客的影响，缺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认同。台湾人都说，老一代的台湾人的大陆情节是很浓的，然而新时代的年轻
人，却缺乏了这一种感情的纽带。他们成长在欧美日文化大量进入台湾的年代，因此也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慢慢淡化了自己与中华民
族的传统精神纽带。这也是两岸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再加上台湾经济受到大陆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走向衰退，整个社会缺乏活
力。走在台湾的街道上，能感觉到的词是“安稳”，很少有紧迫感，这与国内大城市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于台湾的未来，恐怕需
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	不过对于一个前往台湾仅仅生活四个月的旅人来说，更多的不是替台湾的年轻人担忧他们的未来，而是去体会
台湾社会与大陆的不同，体会宝岛的闪光点。在台湾一个人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喜欢垦丁的热情和阳光；喜欢花莲宁静中潜藏的能
量；喜欢充满生活气息和美食台南；喜欢宜兰段铁路悠闲的自然；最喜欢的还是台北，一个丰富到眼花缭乱的城市。每次从淡水捷运站
出发前往台北的途中，都像是一张全新的旅程。永康街无限多的好吃的，骑着车在南京路上奔驰，或是跟随地图找到一家小店，坐下来
吃点东西。甚至可以坐在台北车站附近的街心公园里面，坐一整天也不觉得枯燥。台北不像上海那么现代而复杂，不像纽约一样丰富而
迷茫，不像东京一样机械和匆忙。台北的魅力，是需要每一个人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用双脚去丈量，用心去体会。而台湾也是一个极
其适合生活的地方，这里环境优美，移步换景；空气质量十分出色，民众也十分的友善；各项生活设施都很齐备，虽然略显老旧，但丝
毫不影响使用。有时候甚至想，若有机会，也能来宝岛台湾养老呢。	然而真正有感情的，还是淡水这一亩温馨的土地。无论是淡水河边
温适的风，中山路上繁忙的商家，美丽的校园，寝室旁的美食，可爱的人们……种种都让我无法忘怀。记得选修历史哲学这门课程的老
师王樾教授，在点评期中考卷时，在我的试卷上写下“从教二十年来最具有哲学思维的学生之一，I’m	very	happy”。朴实无华却又真
挚的赞赏让我十分感动，也是淡江大学留给我种种美好回忆中最珍贵的一段。	淡大是一个开放式的校园，校园坏境十分的优美，尤其是
宫灯教室，我称它们为“花园里的教室”，古朴的建筑式样，配合窗外的鸟语花香，让人心旷神怡，也帮助我们更好的专注于课堂之中。
而校园其他设施也十分完备，尤其是一个共八层的图书馆，里面的书籍十分齐全，无论是我需要寻找的专业书籍，还是供学生消遣用的
小说类书籍，古今中外，因有尽有。对于一个私立学校来说，这样的校园设施已经是十分精致而完善的了，不由得让我心生羡慕。虽然
复旦的图书馆藏书也很丰富，但无论是阅览环境，还是书籍数量，恐怕都还于小小的淡大有一定的差距。淡江的同学也是十分活泼和可
爱的。在课堂上，虽然他们问出的问题有时让人感到幼稚，但每一个问题都是真挚且热情的。课堂秩序十分的活跃却不混乱，老师与同
学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改变了我以往对于台湾学生读书不太用功的一贯印象。	四个月的时间如风一般飞逝，意犹未尽。十分感谢淡江
的老师给与我的帮助，淑惠姐和存方姐都帮我解决了很多困难，也给与我许多的关心和照顾。记得在台湾，我的智齿犯了蛀牙急需拔
牙，淑慧姐帮助我找到医院，并且帮我进行了医疗保险的报销，让独自在外的我也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同样感谢淡江的授课老师在一
个学期内的教学，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真的很感谢淡江大学以及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给我这次机会前往台湾交流，让我踏上了一
直向往的土地，并且也满载着收获而归。受限于文笔以及篇幅，无法将在台的所有回忆都记录下来，但是相信以后再来台湾，第一件事
一定是直奔淡水，来到淡江学院，吃一吃边上的炸鸡，吃一份学校旁的椒麻鸡饭，感受热情而美丽的淡江校园，回忆曾经美好的四个月
的台湾生活。		

Figure	1喜欢的歌手，也是淡大校友卢广仲有一首歌“NICE	TO	MEET	YOU”，记录的就是广仲在淡江上学时的点点滴滴，如今我也
会时常听它，仿佛戴上耳机，就回到了那个雨下不停地初春，第一次来到淡水的场景。



				Figure	2	美丽的渔人码头，最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