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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加拿大交流几月，当然是崭新的体验，所处环境，所用语言，所遇人士，尽皆不同，看来当然是一段新鲜的故事。	（一）									
第一个认识是，契约精神。										这大概是大部分人都会做的，只是当地更为突出。如果一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然要善于执行自
己的承诺。有一份契约大概就是个人做出的最正式的承诺了。										行路上，我大概被惯坏了，只要亮起绿灯，怎么走都是安安全全
的。我一开始还不太习惯，右转的车辆开了过来，我还特意说是不是等一下让它先过，却只见里面的司机停了下来，伸伸手让我安心通
过，然后通行的马路上就开始稍稍堵车了起来。后来我也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司机的好意，对着停车的方向点头示意，报以微笑。我知
道，这是当地的交通规则，每一个驾驶员都好好地执行了这份承诺。										社区内的花园，需要个人持有当地的学生证才能入内，以免
闲杂人等打扰园内清净。我和一个当地学生，某日闲暇正好去这个花园散步，到了门口发现他忘记带学生证了。我觉得这个本不是什么
问题，我拿着证就也一起混进去了，反正花园门口也没有设置专人看守查验。可是他就看了看花园的管理制度，在门口，没有安保大叔
的门口没有进入。	（二）										在这里的第二个认识就是，各自为政。										不知道这算是好还是不好，每个人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做的考虑是出于自己的，很少考虑到别人，但是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到自己的过得去的程度。										我当然记得很清楚一
些“小”事。当一门课程需要小组pre的时候，交稿子的DDL是某天早上八点，我说我也是要睡觉的，我夜里十一点睡，那这之前就把我
应该要做的每一个部分做好。我顺便提醒大家是不是早点做好，这样我还可以和大家一起改一改。尴尬的是没有人响应我，按照自己的
节奏做事的同学甚至拖到了DDL以后，满不在乎，不就是一次成绩比较低么。又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在临下班的时候去找当地一个学
院行政部门签章，还有十分钟下班，一个负责前台的职员一贯地热情迎接，然后了解了要做什么。签章了一半，下班了，她抱歉地出
来，把签了字没盖章的文件还给她，鼓励这个同学下次再去。听起来就仿佛是一出相声。	（三）										第三个认识是，历久弥新。
									整个校园有很久的历史了，当年殖民者和来自十三殖民地的帮凶残忍地扫荡了旷野上的印第安人部落，而在这里却没有这样的氛
围。肖肖尼、科曼切、黑脚、易洛魁-休伦联盟的土著与新时代相安无事。一块路牌上既写上了新潮的英文，也配上了土著的文字。土著
的土地被征来修建大学，于是不仅破坏被减少到了最小可能，并且加以补偿，而且在学校里也随处可见土著的纪念图腾。这是历久。
									白色大理石的经济学院掩映在密林之间，古老而斑驳。推开古色古香的大门，新式的教育风格扑面而来。二楼以上是教师办公
室，现代化的电子设备与墙上挂着的新时代校友洋溢着新鲜的气氛，seminar和workshop里也都是鲜活的青年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
题。												如此看来是一些看似新奇的氛围，从个人，到人与人，再到社会整体。这不过这些经历，回过头看，却也是和国内并无二
致，只不过是披上了外国的皮而已，是为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