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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秋季，我前往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南部的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流。	学校位于马里兰州
最南部，几乎时马里兰的边郊地区。且不说社会环境，仅仅是自然环境就与上海有着极大的不同。最直接的感触就是走在学校里，到处
都是自然的气息。整个学校并不是建在一块平面上的，而是随着地形高低起伏，经常有种在翻山越岭的感觉。石板路两旁就是高过脚踝
的草地，树木成片成片地矗立，松鼠时常出没在树林间，湖里经常有野鸭嬉戏。加之学校旁正好有一条河流过，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天
天在河边的草地上吹着风学习，顺便欣赏日落。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习惯了上海的都市节奏，最开始的两天对于这样的环境与其说是不
适应倒不说是充满了好奇。能在像农村一样的地方悠闲地呆上四个月，也是种很好的体验，可谓是提前感受到了养老的光景。	早就听说
了在美国学校，特别是文学系的课程阅读量是很大的，就算是本地的学生读起来也绝不轻松，更别说是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学生了。
所以一开始，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选了一门文学课——American	Fantasy（美国传奇文学），名字听上去就是阅读量要求巨大的
一门课。结果，教授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周让我们在一周内读完一部大头书——《权利的游戏》第一卷。英文原版足足有800页，密密麻
麻的小字看起来不仅眼睛累，心也很累。可是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我在第一周几乎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献给了《权力的游戏》。只要
一下课回到寝室我就开始翻开书看。这种史诗剧情的小说，最痛苦的是开头的部分——在全书最开始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方，人物关
系不断变得庞杂、多条剧情线不断交织，如果在看的同时不做笔记理清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到后面就完全混乱了。但一旦熬过了这段
时间，剧情的好看之处就渐渐压过了阅读的冗长感，经常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时间花得都是很值得的。只有看过
了书才能更好地参与课上的讨论，从而对作品有更深的理解。同时我也很佩服美国同学，不仅能按时完成阅读任务，还能提炼出许多精
辟的观点，非常值得深入考虑。这样的学习模式在国内是比较少见的，一是阅读量远不如美国学校来得多，二是讨论机会也远不如美国
课堂来得多。简单来说，美国学校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多看、尽可能多想、尽可能多谈、尽可能多收获。同时，教授鼓励我们每读完一本
书就写下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在经过上课讨论后再进行整理和提炼，以达到最好的阅读效果。一学期下来，仅这一门课就看掉了十
几本书，十几篇的journal也就这么写过来了。神奇的是，在这样和国内相比起来较为高压的学习模式下，写这么多的文章对我来说也
不觉得是负担。一方面确实如教授所说，写journal能达到最好的阅读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曾经的努力有个记录，回过头看来
感觉是很棒的。	除此之外，对美国学校教育的另一大感触是，教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非常近，甚至说是专职的个人辅导员也丝毫不为
过。这在我所上的写作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教授本人隔周会和学生进行至少半小时的面对面写作辅导，从大到立意、结构，小到用
词、学术规范，从每个与写作有关的方面给学生的文章提出建议。同时，隔周还会与student	tutor见面，在和教授进行讨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文章进行修改，教授也会及时将之前见面的信息反馈给student	tutor，以便达到最好的辅导效果。教授的辅导很大程度上像
是一个围绕你的文章所进行的对话，教授的建议是一方面，你对教授的建议所提出的自我反馈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你能从教授那里获
取专业的修改意见，教授也能从你这里了解你最真实的写作意图，这样双方的交流就是一个互相提升理解的过程：你可以充分了解教授
提出意见的原因并从中发现自己的问题，教授也能更深入地知道你的想法并提供更贴近你的想法的建议。这种一对一的辅导课让我切实
地体验了教授能给学生带来的巨大帮助。	在教育之外，这次交流也让我有了相当直观的文化体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美国人的热情洋
溢。各种十分明显的社交场合自然不用说，打开话匣子几乎就是美国人的拿手好戏，而在其他普通的生活场合，我也充分认识到了美国
人的这份热情。陌生人见面会说I	like	your	shoes，小卖部的服务员打起招呼来都是元气满满，甚至食堂的黑人大妈也会带着性感的口
音一直问How	ya	doin’	today	hon?	有时候，这些简单热情的问候会无形中给你的心情带来巨大的影响。必须承认，在国内几乎完全
不会有这样的体验，打招呼的永远都是已经认识的人。可能这就是因为民族性格所致。而且这里的人们似乎更加淳朴热忱，简简单单地
走在路上也能被热情糊一脸，反倒是之后去大城市游玩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不过对中国学生来说，这是好事但有时也会
带来一些困扰，虽然很多场合都是善意的困扰。我本人作为较为内敛的中国学生，有时会感觉美国人的热情过了头，到了有些打扰我正
常生活节奏的地步。比如隔壁的美国学生偶尔会半夜两三点敲门告诉你他们带了些好吃的甜点回来，问你要不要也来点。还有在食堂想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饭时，有些学生会主动过来坐在你身边，本着对外国人的好奇开始聊天，而且一聊就非常久。这种文化的差异有时
能带来惊喜，有时也会带来困扰。但是作为一种能体验的东西，这种文化差异还是相当有趣的。	总体来说，我感觉自己去了一个好地
方，对美国的文化产生了更感性的认识，更对美国这种小小的文理学院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虽然学校规模不大，可能学术排名上也没有
特别大的竞争力，但是在学校里的生活依然可以很棒很充实，环境也足够吸引人，不只是自然环境，还有学术环境，不枉liberal	arts
college的称呼，让我收获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