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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往事	
回想起在荷兰生活的半年，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在那结交到最好的朋友、在那体验到的欧洲文化、在欧洲游历的所见所闻，啊，真是
一段好时光啊！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在这里生活是十分方便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和复旦同专业
的C同学一起住在Sarphatistraat路学生公寓的一个share	room（两人合住）里，房间里有两人各自的床、书桌、柜子，还有饭桌和
厨房，以及厕所、浴室和杂物间，宿舍的空间十分充裕，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在我家楼下就有一家Albert	Heijn（荷兰最大的
连锁超市），可以买到日常食材和生活用品。如果需要其他生活用品的话，在伦勃朗博物馆对面还有HEMA（百货商店）和Blokker
（家用电器）。而在Rhijnvis	Feithstraat电车站还有一间平价肉铺，可以买到特别实惠的肉类，以及超市里买不到的骨头（因为荷兰
人不喜欢吃骨头，所以超市里的肉类都是一片片的肉，并没有骨头），另外还有一条market街，可以买到超平价的蔬菜、水果和海鲜
等。如果需要中国特有的蔬菜、调料、面条等，还可以去Nieuwmarkt的华人超市。在华人超市旁边，还有一间海鲜铺，有各种各样好
吃的海鲜！如果需要家具之类的，还可以坐地铁到Bullewijk站的IKEA（宜家）。	
因为在外面吃还是太贵了，而自己购买食材还是很实惠的，所以通常都是我和C同学在宿舍一起做饭吃，我们轮流买菜，用账本记好
帐，每顿饭各自做一两个菜一起吃。我们还会经常发掘新食材，比如苦瓜、芦笋，或者是兔肉、鹿肉，又或者是三文鱼、大龙虾。C同
学厨艺特别棒，最拿手的是红烧肉、煎牛排和牛肉汤，而且还很会吃海鲜，吃他做的菜真的是一种享受。复旦的Y同学和X同学也有一流
的厨艺，她们俩经常来我们宿舍一起做饭吃。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一起买食材、准备食材，然后围着炉子一起吃火锅。在我宿舍还
庆祝了Y同学和X同学的生日，真的特别开心。我们四个人不仅一起吃晚饭，还一起学习、一起逛博物馆、一起旅游，有着这么独特的共
同经历，我们渐渐地也就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会发现这里有着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和包容的社会背景，这里的人们都很随和、开放且耿直。这里不
仅是欧洲各国人学习、工作的理想去处，而且还接纳了许多世界各地的人，并没有人会用异国的眼光看待外国人。	
在学生会组织的交流生派对上，来自各国的学生都伴着DJ的音乐在舞池中跳舞，因为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我和其他复旦的同学
只是站在旁边，这时候一个陌生女生直接把我拉进舞池一起跳舞。虽然我只是在四肢不协调地蹦蹦跳跳，但是这个时候感觉大家仿佛没
有了国别和文化的隔阂，而每个人都只是在享受生活的年轻人。	
在一次体育活动中，我还结识了当地学生Daniël，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几个复旦的同学一起去他家吃晚饭。于是我们一起购买了食材之
后就去到他家，每个人都做了一个菜，我做了最拿手的粤菜煎让三宝，而Daniël做了他们家经常吃的炒牛肉片。因为Daniël的爸爸是
德国人、妈妈是荷兰人，所以他不仅会说英语，还会说荷兰语和德语，于是他还给我们讲了三种语言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而因为他妈妈
是空姐的缘故，他之前还来过中国，结识了不少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还让我教他一些基本的普通话和广东话。后来春节的
时候，他还发语音用广东话跟我说“新年快乐”，真的是太酷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学校餐厅，O同学把一张20欧元纸币掉进了木板之间的缝里，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在地板上手机的手电筒照着，用笔
抠来抠去。在旁边正在喝啤酒的两个大叔还过来问我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在我们解释完缘由后，他们俩居然就趴在地上用笔帮我
们抠那20欧元。后来，其中一个大叔取下了他的眼镜，用两个眼镜腿伸进缝隙里把那20欧元夹了出来。后来细聊发现，原来他们就是
UvA（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老师，一个是化学教授，一个是物理教授！尽管他们是知名大学的教授，但是他们依然主动趴在地上帮我们
找回那20欧元，和他们相处就像是和同龄朋友相处一样自然，amazing！	
在阿姆斯特丹，不仅有开放的交流生、热情的本地人、随和的大学教授，在生活中也是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这里的人们的友善和热情。
在超市里结账、上tram（有轨电车）或者bus的时候，总会听到一声热情的问好。在Dam	Square（水坝广场）看完跨年烟花后回宿
舍的路上，会看到有的人家站在自家门前，朝着每个经过的人说“Happy	New	Year”。阿姆斯特丹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城市，包容
而友善，开放而耿直，给人一种温暖的归属感。	
UvA的老师们也是特别的友善，给了我和C同学特别多的帮助。由于UvA对应复旦计算机的英语课程都只给研究生开放，而开放给本科
生的课程是用荷兰语教授的，于是我和C同学都面临着没有课可上的困境。后来在教务员Irene的帮助下，联系到了Dan老师，而Dan
老师设法让我们加入了两门荷兰语的课程，还指派了助教Quinten在每周二、四来给我们俩辅导功课。一门课是Data	Processing，主
要是学习基于Python和JavaScript的数据收集和可视化。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接触到数据可视化的领域，学习到了在哪里可以找到
数据、如何用Python爬取数据，以及用各种Python库、JavaScript的d3库来做数据可视化，最后一共完成了6个作业，并最终拿到了
9.5/10.0的超高分（荷兰大学的课程评分极少会给出≥9.0的分数）。另一门课是Programming	Theory，主要是学习各种启发式优
化算法，并应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去。我和C同学组队选了最难的一个题目——电路板连线问题，我们使用了爬山算法、遗传算法和
植物繁殖算法等进行求解，并应用了Data	Processing课程上学到的可视化方法来把结果可视化，尽管我们没有把6个数据集全部解
决，但我们还是很好地完成了项目，并在期末做了课堂展示。在做课堂展示之前，我还送了一个复旦的胸针给Quinten，他说他特别的
喜欢，还高兴得马上就戴上了。课堂展示完后，出乎意料地，Dan还给我们俩颁发了奖状（裱好在相框里的），表彰我们俩成为了“第
一个完成这个课程的交换生”。	
除了这两门课以外，我还上了一门特别有意思的课，就是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跨学科课程，相当于复旦的模块课/通识课）的
Big	History。课堂教材是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由UvA的Fred	Spier撰写，从能量的角度来统一叙述从宇
宙大爆炸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演变历程，其中还包含了原子物理、生物进化学、化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给我带来了一
个全新、统一的角度来看待宇宙的演变，也直接感受到了人类文明的渺小。整个学期一共有3个take	home	exam，需要仔细阅读这本
300多页的教材进行作答，最后我也获得了8.0的较高分数。另外，UvA的教学系统用的是Canvas，后来回国后复旦也改成用Canvas
了，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在block（小学期）之间的空余时间，我还走出了荷兰国门，和其他复旦同学一起，背着背包穷游其他欧洲国家。在冰岛，我曾在白茫
茫的冰川中徒步，喝过被称为angel's	kiss（天使之吻）的湖水，伴着落日欣赏Jokulsarlon（冰川泻湖）的美。在布拉格，我曾在布
拉格广场上喂鸽子，在浪漫的Charles	Bridge上一遍又一遍地来回走，还听到了原汁原味的Four	Seasons（四季）音乐剧。在意大
利，我拍出了“推倒”比萨斜塔的照片，和威尼斯五颜六色的小屋子逐间逐间地拍合照，还吃了一个又一个Venci的gelato（冰激凌）。
在巴黎，我游览了如今已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在卢浮宫和《蒙娜丽莎》两眼对视，还在圣诞夜登上了巴黎铁塔。在瑞士，我在火车上
和去过海南做渔业交易的挪威爷爷聊天，在10点整看日内瓦大喷泉喷起来，还登上了“欧洲之巅”Jungfraujoch和瑞士国旗合照。在欧
洲一行，我亲眼见到了许多以前在课本、电视里见到的景观，领略到了欧洲不同角度的美，感受到了各国不同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一
生难忘。	
半年在阿姆斯特丹学习与生活，值得留念的不仅仅是那运河、郁金香、风车和许许多多的自行车，更值得回忆的是和复旦同学在异国一
起生活、学习、游玩、互助的点点滴滴，是Irene、Dan和Quinten在学习上给予我的帮助，是在那结识的各国朋友和他们不同的语言
与文化，更是阿姆斯特丹那独特的风土人情！	



图	1	我和C同学住的宿舍	

图	2	在Daniël家做的晚餐	

图	3	我、C同学和Quinten、Dan合照	

图	4	我和挪威小哥Ben互画人像	



图	5	在国立博物馆前的I	amsterdam标志（如今已被拆除）	

图	6	游历巴黎圣母院（如今已被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