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春季年春季汉汉堡大学交流小堡大学交流小结结

2019-12-03	14:15:39

2019年春夏两季，我在汉堡大学交换，度过了愉快的半年，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人生中到目前为止最为轻松却又收获颇丰的一
段时光。	（一）初到汉堡	2019年2月底，经过了许多前期手续，我终于在生日那天拿到了申根签证，想着这场交换算是给自己的一个
24岁生日礼物。订过机票，收拾行李，3月5号，从浦东机场出发，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中转后，我降落在汉堡机场，不出意外，汉堡是
雨天。	由于提前沟通过行程，飞机着陆，等待行李，入海关后，我顺利见到了汉堡大学Buddy	Programme的德国本地同学E，他去
机场接机，我们顺路喝了咖啡，聊了会天。在E的帮助下，我很快到达了住处，办理了入住，并去往学校的学生宿舍管理处交了住宿费,
一切都非常顺利。（我非常推荐在行前准备阶段了解对方学校是否有Buddy	Programme之类的项目，如果有，会大大提高你初到德
国的办事效率。）	手续办完以后，我从汉堡大学主校区一直步行到我的住处（因为相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汉堡的确很小），此
时乌云散去，太阳居然出来了（之后我就习惯了这种多变的天气），一路上，我看到汉堡的建筑、街道都比较干净整洁，尤其是住宅
区，非常安静，并且绿地非常多，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动物。尽管是大城市，但汉堡的自然和人文结合得这么好，这的确让我非常惊喜。
（图为我在汉堡的住处外的街道）	

其实在出发之前，我对汉堡这座城市有一些了解。除了它那多变的天气，还了解到汉堡是德国北部最大的城市，它位于易北河畔，是德
国的一个港口城市，也是德国重要的工业城市。由于海港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工业，历史上的汉堡经济发达。二战时期，由于轰
炸，汉堡几乎全部被毁，我们现在看到的汉堡，几乎都是战后重建的产物。这些曲折的经历，也让汉堡这个城市充满了历史感。（图为
汉堡的仓库城Speicherstadt和Dammtor附近）	



安顿下来以后，一周之内需要办理一些手续，简单来说就是市政厅注册（Anmeldung）、激活保险（Krankenversicherung）以及
领取一些学期前的材料。其中，市政厅注册需要预约，会稍微繁琐一些，但是在陌生的环境中自己沟通和处理好一些事情后，会真正体
验到个人的能力在提升。	（二）在汉堡大学的学习	由于我是硕博连读的学生，恰好又在转博之前申请了这个交换项目，所以我是以博
士生的身份前去交换的。这就意味着我几乎没有学分转换的压力，因为硕博连读的学生一般博士一年级在国内的第一学期就可以把学分
修满。这种无压力状态让我怀揣着的是“自由而无用”的心态过来交换的，但我相信，这种状态是哲学真正的状态。	我把我的学习分成了
两块，一块是语言，另一块是专业课。	汉堡大学的语言班有学期前和学期中两种可供选择，同时也有各种大小语种可供选择，我选了德
语。由于我是在学期前到的，就上了学期前的语言班。语言班会有分班考试，来区分你的现有等级，我被分到了B1班。在班里，会碰到
来自各个国家的同学，与他们交个朋友是个快速适应新环境的方法，对德语学习也有较大的帮助。	专业课的方面，我认为汉堡大学哲学
系比较注重的是基础理论，由于我是研究认识论相关的问题的，他们关于认识论也开设有相关课程，比如我听的“The	history	of
Concept”这门课，以及关于《资本论》的相关课程，都对专业的提升有不错的帮助。同时，在相关院系，他们还有非常前沿的课程，
比如，在Political	Science学科内，他们就开设了跟英国脱欧相关的前沿课程“Brexit	or	not”，这样的课程设置让我耳目一新，我认
为他们的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很重的历史包袱，基本上都是跟当下欧洲的新思想、新现实有关的。另外，在专业方面，我
还需要完成收集一些文献的工作，由于我研究的哲学家是一个犹太人，汉堡大学的“犹太哲学研究中心”提供了比较好的资源。另外，我
认为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交换生选课或旁听的支持，如果你是一名交换生，只需要和任课老师进行沟通，就可以旁听或者选上课了。
（三）在汉堡的生活	在汉堡的这段生活，让我真正松弛了下来，整个人的节奏也变慢了一些。	语言班上课的时候，要去主校区，从我
的住处到主校区需要搭乘地铁和公交，汉堡的U3线大多露天穿行，在车上可以看汉堡的建筑和景色。后来去上专业课，在另一个校
区，搭车前往时会穿过汉堡的市立公园，风景怡人。所以在德国的这段时间，好像对手机已经不再依赖了，更多时候愿意看看外面的风
景。（下图是汉堡市立公园的湖和夜景）	

我每到一个新城市，最喜欢体验的就是公共交通系统，因为这里凝结着一个城市的性格。汉堡在这方面太出色了。汉堡没有像很多其他
欧洲城市一样使用电车线路，因此交通系统清晰便捷，它有非常准时的地铁，并且地铁和公交之间的连接非常流畅，可以按照谷歌地图
掐点规划行程。（图为汉堡的一个地铁站，有一种迷之温暖）	



除了这些生活方面的事情以外，在汉堡，最重要的事情是遇到了一群很棒的朋友们，E同学自不必提，平时接触得更多的是我的室友
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经常在厨房、客厅里聊天，分享各国的美食，也讨论各国的国情，丰富对世界的了解，这就像一场聚
会。回国以后我们依然会保持联系，更新每个人的新动向。	（下图是我们首次聚餐，西班牙土豆饼配意大利浓汤）	

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厨艺的提升。如果你在德国，你的厨艺一定会提升的。每天的做饭时间是我最放松的时间，可以听音乐，可以听直
播，然后与同学们分享食物，是松弛而又美好的体验。（图为中国食物之夜，我与另一位中国室友为全宿舍同学做中国菜）	

（四）旅行	我认为，旅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是极其重要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哲学系的同学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因为理



性的认识永远没有办法代替一种感性的直接性。它会打破理性的种种幻想与偏见，让你更理解别人的生活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不是
总是隔着一层。	这次交换，我去了欧洲很多的国家，体验它们的自然风光、公交系统（of	course）、风土人情还有美食，这是人生中
不可多得的经历和财富。也许社会没有办法告诉你的，自然里就有答案，也许你的文化没办法跟你诉说的，其他的文化会告诉你答案。
（图为我在挪威Trolltunga爬山、哲学的源头希腊之旅的宙斯神庙以及欧洲大陆最西端的葡萄牙罗卡角）	

（五）我的一些感受	这次交换，德国人如何处理各种关系让我这个外来者感触颇深。欧洲由于人比较少，各项社会建制又比较完善，所
以各种社会关系都是比较平稳的。	首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生活的样式已经让我们从自然中脱胎出来，但是德国保留了回去的
路径。在城市中，可以看到很多的绿地，自然和城市处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这其实是最有利于人从都市生活中抽离出来。	第二，处
理人和他人的关系。我在德国体验到的人际关系是充满信任感的，这得益于德国社会的各种制度设计。这是一个可以充分说理讲理的社
会，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去开口去问，开口去质询，没有任何问题。	第三，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苏格拉底有言，未经审视的生
活是不值得过的。的确，每个人的生活里，最重要的内容其实是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多，我认为与这一点有比较大的关
系。在德国的这段时间给了我一次契机，让我可以从一种状态抽离到另一种状态，我自己读书、生活、旅行，给自己的时间占据了绝对
的多数，这让我更加静下心来反思各种问题，收获也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