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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踞太极虎，细嗅木槿花	——2019年秋季韩国高丽大学交流小结	“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	许筠，朝鲜王朝中期著名诗人，曾这
样评价中韩两国历史上映照彼此的密切关系。初时，从朝鲜语专业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两句诗；如今回想起来，比之近来疫情肆虐
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浪漫，意蕴雅致，颇为相似。

仁川中国城，某华侨小学校外	韩国。选择前往这个“熟悉又陌生”“很近又很远”的邻国，开展为期四个月的交流学习生活——说起缘由，
历史的柔情，韩流的巨浪，临时的头脑一热，还有复旦提供的优质资源与平台，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高丽大学，与之结缘更是
充满巧合与惊喜。	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以下简称KU)，是韩国综合排名第二的高校，与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	并称“韩国大学的一片天(S.K.Y)”；初创于1905年，与复旦同岁。彼时两国，国运之
艰，使办学之人皆怀揣教育强国的宏愿，映射于今，透过两座学府散发的气质，依然可以感受良多。

KU中央草坪，入夜	“虎”，是KU的符号象征，也是与“太极”并举的韩国民族图腾。上至檀君神话，下迄近世《虎叱》等名篇，在韩国
文学作品中，从来不少“虎”的出现。而我98年生，恰巧属虎，时常不无臆造地感叹一声，缘分。

KU校徽及校训，“自由，正义，真理”	在KU四个月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惊喜与收获。若从头到尾细数，会是一个笔者喋喋不休、读者
不胜其烦的长篇；便仅从中撷取三个部分，以作分享。	一、KUBA组织和团体氛围	为了最大程度方便和丰富交换学生在韩期间的学习
生活，KU有一个专门的学生组织，KUBA(Korea	University	Buddy	Assistants)。KUBA	Buddy由在读的韩国学生组成，充当全
体交换学生的“大管家”。每一名交换学生，都会被分进一个百来人的大组，由一个组长和十多个Buddy负责，之后大部分的校园活动都
会根据组别展开——不知不觉间，可能在某一次聚餐后，也可能是某一场竞技中，一种很难言明的团队精神，就会在心底牢牢生根，悄
悄发芽。

KUBA合影，第七组“Mat7less”	在每个大组内，每名交换学生还会有一个直接负责的Buddy,和其他4-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换学生一
起，形成一个小组。除了大组活动和中国留学生之间的交往，这个小组，基本上是我在KU期间最依赖、也最珍惜的小团体：来自大田
的Buddy珉会，KU西班牙语系的大一新生，英语生涩，腼腆可爱，但几杯烧酒入腹便会“诗兴大发”；法国人马修是个前职业电竞选
手，喜欢中餐厅的锅包肉，午饭后跟他打LOL从不担心会垮；个子不高却幽默出众的阿根廷小哥基里，已经在KU交换了两年，“资历最
老”，常以“外籍buddy”自居；德韩混血的加缪，一米九的个子，眉眼精致，爱穿豆绿色的T恤，迎面走来打招呼的时候，抬手间像是在
拍画报；……这里有同世代不同灵魂、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不同的肤色、语言和同样年轻的血液，焕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气韵，驱
使着我去感受和体会，每一秒的丰满与真切：我们正年轻，正在认识这个世界的精彩和广大；正草长莺飞地活着，正步履不停地走向前
方。	二、KU的课堂、住宿和建筑	KU几乎所有专业都有英语讲授的课程，主要是一些概论、基础课；其中，商科、工科学生的英讲课
比例更高。但因为我的专业是广播电视学，大四出国交流，概论、基础性的课程已经全部修完了，所以我在KU没能体验英讲课。	韩讲
课当然覆盖了绝大多数课程，而这些课堂也不存在对韩国学生和留学生的特别区分。按照KU招收本科留学生的语言标准，凡是韩国语
能力测试(TOPIK)在五级及以上的外国人，培养方案与同专业韩国学生都是一样的。教授们大都充分了解，班上会有相当比例的留学生
——而且就我的经历来说，这些留学生几乎都是中国学生——授课语速一般不会太快，遇到比较生涩的概念还会停下来解释，反复强
调。	本来出国交换对绩点也没什么要求和顾虑，于是我选课时一通操作，课表里清一色地躺上了韩讲课。就考核方式来说，有论文，有
考试，也有个人或小组展示，对难过语言关的留学生来说，的确会有些辛苦；但只要有一定语言基础，不妨尝试一下，用这门或许并不
熟悉的语言磕磕绊绊地完成一篇专业论文，尽管费时费力，但对语言能力的提高比纯粹的语学堂更见成效，而且最终拿到的成绩往往都
还不错（至少我遇到的教授对留学生的给分都是善良的）。当然，很多交换学生会选择语言文化类的“教养课程”，类似复旦的通识教育
课程，课堂氛围轻松活泼，也比较容易拿到高分。

KU中央广场地下咖啡厅，肝论文的好去处	住宿方面，KU校内提供有1-4人间，学生可以自行网上申请。但根据2019年秋季学期的特
殊政策，1-2人间只对女留学生开放，所以我最终入住了Global	House的一个3人间。和其他学舍一样，Global	House坐落在主校区
后山腰上，每天上下山有种出尘入世的感觉。楼内配有公共厨房、食堂、洗衣房和自习室，基本设施齐全，虽然不是学舍当中最新的，
但住宿条件是有充分保证的。	3人间是一个上下铺和一个独铺，随机分配。室友也是随机安排。我的两名室友分别来自墨西哥和美国，
一个热情开放，一个温和包容，都很好相处。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室友这件事上，很大程度上需要看运气；身边的确有因为文化隔阂、
习惯差异而相处得并不愉快的寝室，但只是少数。如果实在担心这些，想保持充分的私人空间，不妨考虑校外租房。KU也会提供一些
推荐和便利。

开学第一天，和我的美国、墨西哥室友	KU的建筑很美。简单来说，就是欧式，白色。高贵的白。往复杂了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放几张
图吧。

KU校园一角，中央广场和“正义路”	三、课余时间可以做的事	城北区安岩洞，KU的主校区，严格来说，不算市中心。相比“冠岳区冠岳
路一号”首尔大，成就了“弘大”商业地标的弘益大，以及地处新村的延世大、梨花女大，安岩洞的确有些偏僻。但这里的生活气息，正
是以上高度商业化的地段所缺失的。所以课余时间，有很多可以在安岩做的事。	平时上课去主校区的话，大多走安岩学舍的前门，一条
安静、蜿蜒的山路，通向主校区后门，路两旁只有葱郁的树林。但若从后门下山，便是另一洞天。这条路在中国学生之间被称为“后
街”。咖啡厅，部队锅，酒吧，冰沙店，炸鸡铺，漫画屋，小吃车……第一次走在后街时，好奇地打量每一家店铺；无数次闲逛和路过
后，驾轻就熟地跟小吃店老板说老样子打包带走，向卖水果的阿姨问问在韩国一向居高不下的水果价格偶尔用两千韩元买到三个苹果就
感觉捡了天大的便宜，期中期末前后自习到凌晨从某家咖啡店出来往回走路过“开运寺”时不无虔诚地双手合十——“开运寺”位于学舍后
门和后街之间的小坡上，凌晨四点，值守的僧人会撞响寺里的大钟，因此“听过开运寺钟声的人期中/期末必行大运”一说也流传开来——
可能，要体会首尔的现代和繁华，的确需要坐地铁去弘大、新村等高度商业化的地标，但要说体会这里的生活，安岩的静好与清纯似乎
更贴近生活的本真。



安岩的晚霞与夜晚，七点后当地生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从6号线安岩站乘地铁往南，都市区就迎面而来。开学前两天，我和室友坐6号
线，每到一个“有听说”或“看名字挺有意思”的站就下来看看。那次高度随机的探路之旅，让我很快踩熟了以6号线为中轴的地皮，随后
是2号线，往诚信女大方向（离安岩最近的一个商业区），基本上靠着这两条线，“小日子就过得有滋有味了”。当然，如果喜欢走动，
跳出这两条线也会有很多惊喜：可以去首尔大后山爬爬冠岳峰体验一把风物长宜放眼量，去汉江边散心来兴致了就草地上一坐外卖一点
顺道来一次野餐，去清溪川投下一枚载满心愿的硬币或是在圣诞前后参观那里盛大而烂漫的灯展，去新村、建大探一探某家网红打卡的
美食店，去韩屋村、景福宫感受传统文化的遗韵，甚至在某个周末搭上一辆往南的快铁，一路开到釜山，在海云台的晚风中和朋友吃着
炸鸡看着大海……			四个多月，两个季节，一群全新的朋友，和一段珍贵的记忆。老实说，这次交流，从做出决定到落地仁川的过程都
十分仓促，但直到今天，坐在屏幕前的我都很感谢提供了这次机会的复旦，以及当初抓出了这次机会的自己：偶然映入眼帘的一个路
口，拐进去看看，或许就有想要追逐的风月呢？也有可能，这个路口只是一个插曲，最终我们还是要退回到原来的路上，但内心盛满了
那个路口里收获的感动，无可磨灭。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我会突然意识到，这段经历带给自己的改变，如虎嗅花，未尝添翼，却也永
远地点化了灵魂深处一些柔软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