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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出发之前已经对即将到来的一学期的交换生活进行了充足的想象，真实的体验还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当然，是好的方向。	两
年的韩语学习储备在即将真正面对这个国家的时候依然让人觉得茫然而陌生，临行时我忐忑不安，几乎从未和韩国人进行过日常交流，
纸上谈兵的韩语到底行不行？	这样的担忧在第一天就得以应验。到达的那天傍晚首尔下了大暴雨，手机警报响个不停，拖着两个行李箱
背着两个背包好不容易找到梨大宿舍楼办完入住手续，为了购置生活必需品，我和其他交换到梨大的伙伴们还是决定出去冒险顺带觅食
解决晚饭。然而出发几百米以后就变得寸步难行，雨水没过小腿，雨伞变成摆设，我们浑身湿透，加上都已饥肠辘辘，没有勇气再往前
走，决定先进到旁边的便利店躲雨。想着需要买张交通卡，我鼓足勇气，开口询问收银台的奶奶，可她在听到我略显磕磕绊绊的韩语
后，便有些慌张地拿出一张介绍海报，开始放缓语速，英语韩语手势并用地试图与我沟通。这种贴心我自是很感激的，但也无法否认心
情上的复杂。	这样的场景之后也发生过不少次，尤其是在游客密集的旅游热地，店员们出于好意提供的便利（甚至直接把东北店员叫
来）时常让我之前准备好的韩语完全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在韩语专业的学生看来无形中更像是自信心上的沉重一击。现在我的脸皮已磨
得很厚，不会再为这样的小小挫折伤心难过。其实说得不标准又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呢？练习模拟过再多，和实战总是不同。但当时我急
功近利，能力却远远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出了便利店，雨势并不见小，我们只好在最近的一家韩式快餐店坐了下来。我有些萎靡，肉体
和精神上感觉都受到了一些打击，丧失了食欲，随便点了一份咖喱饭——然而实在太美味了，一下子让我恢复了精气神，尝了尝其他人
的汤面，竟然也是出乎意料的好吃。这样一家看似普通的小店，食物却让人不可小觑。大家都吃得非常满足，也开始期待韩国的吃食。
第二天我们为了办手机卡去了明洞，听说那里有韩国通讯公司KT提供面向外国人办理套餐的一家很大的分店。明洞到处都是中国游
客，随处可见中文招牌，卖场的大喇叭一直在用中文揽客，站在明洞街头，恍如置身中国商业街。想到来韩国是为了亲身感受当地的风
土人情，在这里却没有丝毫韩国气息，当时我真的有些失望。	但这种失望并没有持续很久。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参观的以广藏市场、北
村韩屋村为首等首尔市内著名地点，既使传统与现代保持一定的强力，又使其会通融合，“古”与“今”以奇妙的方式并存着，呈现出既古
老有现代的风貌。	以美食而出名的首尔广藏市场，是韩国人最爱的传统市场之一，在这种没有因岁月流逝而被潮流裹挟的地道民间市场
里，可以寻找到那些回忆里的韩国美食。韩国的传统市场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缩影，在这里，不仅可以吃到韩国最正宗、最地道的食
物，更可以直接深入地了解到韩国市井生活的真实状态。围坐在各家小吃店的板凳前面，上班族们跟老板诉说着今天公司的不畅，配着
小杯的烧酒，也是一份惬意。	作为传统文化保留较完好的代表区域的北村地区和仁寺洞，曾是曾是朝鲜时代一统治阶级两班贵族居住的
地方，自上世纪50年代后并未遭遇大的改造。鳞次栉比的传统韩式建筑与精致而质朴的石板小道上，现有的传统韩屋建筑逐渐改造成为
小型博物馆、画廊、艺术工作室、餐厅、社会教育中心、家庭寄宿等，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到访。坐在街边某家时尚温馨的咖啡店，耳边
是节奏鲜明的现代流行音乐，抬起头让视线越过低矮的围墙又会看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昌德宫的庄严身影。风景区和人文历史的保
护与协调发展，让观光者好像徜徉在时间的长河中，与历史为邻，却又以旁观者的恭谨态度去试图展示韩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将过
去与现代相结合的最真实一面。	在韩国逛书店也是特别的体验。我先找去了离学校比较近的一家教保文库分店，跟之后造访的光华门教
保文库总店相比，这家分店小得可以，但同国内和日本较为逼仄的书店相比，已经十分宽敞舒适，书架与书架间的通道至少可以同时通
过两个人，光线明亮，配套设施俱全，处处都有供人小憩的皮椅，还备有阅读桌——我从来没在其它地方见过阅读桌。在国内，大家从
来都站着读书，或干脆席地而坐。	初次来到韩国书店的我真的受到了震撼。首尔也是个寸土寸金的贵胄之地，其它地方的空间都能省则
省，唯独对书店的投资毫不吝啬。与国内不同，实体书店的受众——在书店读书的人及购书的人也很多，不时能见到提着购物筐结账的
顾客。					我几乎不在国内书店买书。书店纸贵，环境也不好，而在网上买书又便宜又方便，但这始终是不对的。在讲求高效的现代社
会，只有书店固执地只为客人提供阅读空间（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这家教保文库的规模不大，不过藏书量仍算丰富，最令我感动的
是，这家教保文库还为外国韩语学习者开辟了一块不小的区域，专门用于展示和贩卖各国语言的韩语教材。那里立着一块牌子，用韩语
写着“这里是专门为学习韩语的外国人准备的，感谢理解”，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					种种因为初到新环境的不适应而产生的小问
题随着在韩国时间的推移都慢慢得到解决，曾经引起忧虑的小挫折原来只是我心理下意识的妖魔化，其实真的没那么棘手可怖。当然，
基于刻板偏见或是错误认知带来的歧视和不公也不是不存在的，我很高兴自己能找到得体的办法化解可以化解的矛盾，消除可以消除的
误会，不逃避冲突，尊重不同，也不会抛开民族文化身份去一味迎合。					这次交换生活带给我的改变不仅是韩语语言掌握能力、韩民
族文化探究认知的提升，异国环境下生活产生的与同班同学们的互相依赖和种种相处机会极大地让我们彼此变得更加亲近了。我不是一
个热衷于社交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社交恐惧症患者，在复旦读书的两年间被动错过或是主动躲开了一些需要大量与人打交道的场合。但
在韩国的半年间，或许是新环境激起了某种对新变化新挑战的尝试，我鼓起勇气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各种活动，很幸运地结识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朋友，到现在也还互相保持联系。这可能是很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回想起来却是在自己原有性格上的迈出的很大一步。					在
首尔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拜访了被称为韩国“故宫”的景福宫。遗憾之前去北京一直没有见过故宫，因此无法做一个对比。景福宫整体的呈
现出朝鲜王朝正宫殿的肃穆感，在很多方面的设计确实有一种中国的古风感，但细看却又有所不同。出于对民俗文化高度重视与善待的
现代理念，国立中央博物馆与国立民俗博物馆被有机统一地建造在这座象征韩国尊严与国统的景福宫皇城圈内，真是匠心独具的文化设
计。当我走出走出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时，立刻融人了首尔这座东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车水马龙的红尘喧嚣之中，但我的思绪还徘徊在
民俗文化五光十色、浑颧流转的传统记忆与历史独语之中，停留在朝鲜半岛民族丰沛的生命气象与智慧创造之中。一种时光岁月的神秘
感扑面而来，是像我这样的过客无法仔细品味的，说不清道不明，好像梦游一样，都是些模糊又清晰的感受。					在异国他乡的时间好
像过得更快，四个月的时间掰着指头数竟然也飞快地溜走了。这篇写到现在的不知所谓的总结，更像是拼凑了记忆中破碎而又一闪而过
难以捕捉的片段，但大概也就是所谓的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					这真的是一次出人意料的交换体验。比起从开始就被赋予
的“学习”的意义，更像是得到了一次全然不同的生活机会。或者说也是一次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语言，学习文化，学习包容不同和对
抗偏见，也学习认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