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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又开学了，我们也回到复旦开始我们最后一个学年。从一月到现在，今年是我经历过最漫长的夏天。记得当初从樟宜机场踏出，
看到从玻璃透进耀眼刺目的阳光，当时内心砰砰乱跳：啊我出国了。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而后开启了一个路痴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国
的迷路史。	看到同行伙伴们的分享，衣食住行，面面俱到，所以我决定剑走偏锋，把交流经验写成攻略。	0.							出发前	在复旦，出国
交流的门槛已有所降低，让我们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对方学校的学术环境、当地人文素养、风土人情等等都是值得考
虑的因素。相对于去欧美，前往新加坡需要办的手续非常简单，主要是以下三部分：	复旦校内手续：	教学安排、休学申请、交流协议
及出入境系统的报批（看似复杂，合理规划，填写好表格一次性敲章）；	出入境手续：护照、签证（去新加坡的签证手续尤为简便，在
线申请电子签、打印文件即可）；	对方学校手续：NUS选课（与复旦一样凶残的三轮选课）、宿舍（由于新加坡的学校住宿非常紧
张，可能需要学生们自己在外租房子住）及费用缴纳。	1.							学习	在复旦，我们的课程数量多而课时少，比如某学期12门课（其中10
门专业课）。但是，新国大的学生们每学期最多6门课，而且每门课程一般都包含lecture与tutorial，确保每门都学得扎实透彻。老师
们都很乐于与学生们交流。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生们的认真。记得国内课堂的常态是老师讲着，学生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手
里手机不放。但是在新国大放眼望去，大家都在仔仔细细记着笔记，课后还追着老师请教，好像回到乖巧的高中。小组合作的project
和最后完成的论文、一起进行的课堂展示，小组合作之中也结下不错的感情。语言可能在最初不太适应，但是大家中文都很好（包括的
士司机），生活无碍，英文可以慢慢练习。	2.							文化与生活	新加坡是个很神奇的国度，身在其中常常忘记自己已经出国，恍惚以为
只是身处某个南方城市，但是下一瞬，看到路牌，耳边传来陌生的语言，会蓦然醒悟：哦这里是新加坡。生活上，大家几乎没有任何不
适应，开玩笑称其为“大中华的副本”。	衣：永远的夏天装扮，课堂展示也并不需要大家之前提到的正装。唯一要注意的是可怕的空调室
温，记得带外套。食：在校园里的食堂80%的窗口是中国人在做中餐，还有一些特色的咖喱、快餐等，PGP的食堂里甚至有专门的川
菜。至于出门在外，日韩泰西、港式台湾，还是东南亚特色的娘惹或是新加坡的亚坤早餐店都值得一试，吃货们在这都过得很幸福。
住：如上文所言，可能有同学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大部分会住在pgpr（国人较多、安静），也会有同学分到utown（活动很多、条
件较好），宿舍分配基本看人品。行：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就去办一张ezlink	card，用于坐公共交通及校内打印、洗衣等。出门靠地
铁，在校园里就有几个地铁站，能在上海地铁那样hard模式下存活，来新加坡完全笑傲江湖。不过坡国公交并不报站，坐过站简直家常
便饭。	新加坡很令人感动的是她能在自己仅有的方寸之地创造出奇异的风景和宜居的环境。“活在当下”简直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像国
人一样勤恳内敛，又意外的闲适。

3.							旅行：美好与突发的意外	大家都知道，旅行是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出国在外，似乎心也野了很多，像飘浮在外的风筝，			动
动脚就可以走出很远。尤其是从新加坡出发去东南亚国家，手续简便，机票便宜，又假期充裕，得天独厚。踏上旅途，就开始遇见未
知。可能是惊喜，比如泰国的美食、吴哥窟的日出和滨海湾的花，也可能是惊吓，比如柬埔寨的飞车抢匪。特地奉上遇到此类问题的攻
略，血泪教训，愿大家不要用到。	



走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在小说里看过的一段文字：	“——你喜欢这里吗？	——当然喜欢呀。	——那为什么不多待一阵子呢？	——因为我
也想家了。”			对呀，这里很好，但是，我想家啦。所以再见了，我最长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