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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申请港大交换时紧张的心情仍历历在目，而今已经回到复旦，在复旦写下这份交换心得。一切仿佛弹指一瞬，从初至的迷惘到而
后的习惯再到分离时的不舍，一切的一切来的恰如其分。很感谢在这个二十岁的秋季，能够有机会探索南国香江边东方之珠的独特韵
味。	于我而言，交换生活重在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学术氛围以及自然风光。	作为一个感性的同学来说，从上海到香港你能切实感受
到的是由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慢慢地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的转变。而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两所风格迥然的学校的风格。复旦，就像一
位稳重严谨的学者，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亦步亦趋。而港大，则是富有活力和求知欲的青年，用自己百年的历史积淀不断地为香港乃
至全世界输送自己的人才。	在港大的生活，围绕着学习和休闲展开。	我先来说说食在港大吧。回来以后最让我不舍的可能就是港大常
年	7	折的星巴克了吧，港大内的星巴克对香港大学的师生都给予30%	Off的优惠，再加上本身香港和大陆星巴克的汇差，大陆需要	38
元的	Grande	Latte	在港大只需要	20	元人民币就能喝到。

(香港星巴克set)	而于日常三餐，港大的食堂或者说香港的食堂都和内地大学的食堂不太一	样。内地大学的食堂一般分有一般大众和风
味餐厅，是自己拿着餐盘去选取一	小份一小份的菜品，餐厅均有学校管辖，学校给予餐厅很大程度的资助从而极好地控制住了学校餐厅
的价格但也限制了学校餐厅的风味。与大陆不同的是，港大的食堂是有具有粤式特色的“大家乐”和“美心”公司承包经营的，学校内有4
家大家乐，3家美心，每一个人所吃的就像是茶餐厅里的一个	set，和外面连锁店吃到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处于完
全竞争，所有人都可以在食堂吃饭，食堂刷八达通而不是校园卡，食堂相对的而言会好吃一些。还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人说来香港交换的
同学都会觉得烧腊好吃，于是便餐餐午饭都吃烧腊，到最后实在已经是对烧腊提不起兴趣了。但是香港大学学校食堂的一大特点就是不
同食堂的味道都会相似，如不同大家乐都会有烧腊和双餸饭，基本上发现学校内近10余家餐厅换来换去的选择性还不如复旦旦苑来的
多，且也与外面的港式茶餐厅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价格也无很大竞争力，到后期就很少在食堂里吃了，港大的学位生也对自己学校食
堂的菜品种类单一颇为诟病。

（咖喱牛腩饭套餐，差不多食堂的餐都长这样吧）	除了学校里的吃的，香港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自然是少不了众多让人垂涎三尺
的美食了，比如众多闻名遐迩的米其林餐厅，香港具有较多的一星、二星、三星米其林餐厅，从廉价到100港币的街边茶餐厅到人均四
位数的高大酒店内的米其林餐厅。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着比上海更多的选择和菜肴，但与此相伴随的是较高的物价。通常香港
大学内餐厅一顿饭为30-40港币，街边茶餐厅为60港币而一般的饭店则至少300-400港币起。因此，很多时候理想是美好的，只是很多
时候荷包羞涩从而导致了只能在港大的大家乐里凑合一顿。而有人说，中国人有很多事情是在饭桌上谈成的，此话不假，在交换期间我
所结交的关系较好的好友也大都是和我约饭的饭友了。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香港的早茶，香港人对茶点或者说点心的热爱近乎疯狂。这时
候就要点名港大周边的新兴食家（被陈奕迅钟爱的点心店）和最便宜的米其林餐厅——添好运深水埗店了，港大旁边的坚尼地城是香港
港岛上西面最大的居民区，具有着很多好吃的街边小店，又因为其极佳的地理位置而博得众多上班族的喜欢，因此可以慢慢探索这一片
美食区，如果有机会来香港的话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粤式点心)	而说到食，具有明显香港高校特色的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	不得不提。香港的大学的学生宿舍被称为舍堂
（Hall），学生居住在Hall之中，而每一个	Hall	就是一个单独的小集体，很强调	Hall	作为一个整体所应该具有的集体荣誉感。由于
受英国文化的影响，Hall	每个月会举办一次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同一	Hall	的人在这天身着正装，去吃一顿西式晚
宴，所有Hall的成员借此机会一同唱Hall歌，接受Hall的教育，增加Hallmate之间的凝聚力。第一次参与的时候让我有一种这是自己
是在《哈利波特》的世界中的错觉，我也很庆幸作为一个交换学生可以参加高桌晚宴，进一步感受他们的舍堂文化。

（高桌晚宴）	说到高桌晚宴，此处不得不提香港独有的舍堂(Hall)文化。感谢自己的好运气，我这次住在Starr	Hall(施德堂)之中，不
仅是复旦大学学生中为数不多住在Hall的学生而且Hall的地理位置也十分得优越，距离学校只有几分钟的步行时间，楼下就是香港大学
地铁站，对面就是香港豪宅之一宝翠园。与复旦不同，香港由于地价的昂贵和学校空间的紧缺，学校并不能确保每个学校住在Hall之
中，学校的数据显示只有25%的Local学生和50%的Non-Local学生拥有宿舍，但复旦的交换生归功于校际协议，所以一定会安排到
宿舍。对于修读学位的非本地学生(Non-local)，学校只能保证第一年的住宿，之后的住宿需要通过自己申请并且通过对Hall的付出来
评估，因此学生对于舍堂具有比班级更加重的归属感，Hall如同Family，大家一起打拼，一起玩耍，一起为Hall的荣誉所奋斗。这样
的好处就是Hall的存在感比较强，远甚于班级/系科的归属感，双方都以我住在哪个hall为分界，和Hallmate之间的沟通比较多，也可
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Hall.	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十分突出。我身边的大陆学位生和香港部分学位生都不堪Hall的一种push，即鼓励甚至
强迫身边的人参与Hall的活动而最终选择自己在外住房，承担较大的生活压力。此外，在学习或者工作负担沉重的情况下，舍堂活动无
疑成为一大花费时间的举动，而这么做只是为了留在Hall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之间的矛盾。我们作为交换学生，并不强制参加
Hall的活动，但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强大，甚至深夜也能听到他们在Pantry里面活动的呐喊声，对此也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说罢
吃，再来说说学。在这方面，我觉得港大和复旦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港	大所有的课程都是	6	学分(6	ECTS)的课程，所以每一周需要	3
个小时的	lecture	和额外	1	小时的	tutorial，授课全英文授课，因此这些可能会让初来乍到的人略有不适，但熟悉和习惯以后，便会
渐渐的步入正轨。说到我的Facult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的课程的难度并不低，很多的课程难度都和国际接轨，难度比较大，
课程的workload也比较大，因为我们和亚洲第一的法律系学生合上，完全感受到了强大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所以以后的同
学在选课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慎重。此外，我个人还选了一门法学院开的Common	Core的课，就相当于复旦的通识核心课程，感受到了
一流法学院的教育水平。与复旦相似的是，香港大学的学生也需要选修Common	Core的课程，共四门，占所有课的比例与复旦也相
似，我觉得这对于开拓学生视野也是有一定裨益的。

(课程Field	Trip前往欧盟驻香港办事处	EU	Office	i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