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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秋季科隆大学交流小结	2016年八月底，我一个人从武汉飞到北京转机，然后飞到德国法兰克福，再搭乘ICE到达科隆火车站。
当时国内很多人都在说，科隆不安全，科隆火车站尤其不安全，而当我终于到达科隆，拉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走出火车站时，阳光下、
蓝天映衬中的科隆大教堂，却给我一种无限安全与祥和之感。之后在德国的175天，更让我爱上了这个城市，它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安
稳与归属感。现在离开德国已经50天，希望用文字，将这段我20年来数一数二奇妙的经历实体化，也是一种重温和纪念。	我住在一间
位于Studentendorf	的WG宿舍。区域内住的都是科隆各个高校的学生，每周四，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都会举行一个大型派对，公共草
地上，也时不时会有野餐活动。我的房间阳台对着一块草坪，草坪上有很多兔子打的洞，深夜时，不时会看到有兔子在宿舍区内四处跳
动。草坪那边是一处森林，拉开窗帘，就可以躺在床上晒太阳、看雪景，时不时我也会去森林里的小路，跑上一会，那里的空气和自然
环境永远让我感到舒适，晴天的时候，天空一定是碧蓝的。	刚到的几天，为了处理入住事宜、购置家具用品、处理银行户口、学校注
册、市政厅登记等事项，我快速摸清、适应了当地的日常生活，如各种交通方式的使用和根据购买需求选择不同的商店类型。科隆的公
共交通十分方便，线路多、一般也十分宽敞，我最喜欢靠在门边，可以看路上的风景也方便上下车。还有就是，在那里，日常生活中和
陌生人的交流很多，买东西大家都会互相问候，分别时也会有各种祝愿，现在回国，每次买东西你我都沉默不语，有时还是会觉得尴
尬。第一周周末趁着上课前，去布鲁塞尔，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去看博物馆、美术馆、市政厅前的游行、公园里
的美食节，也别有一番情调。这完全靠自己安定下来、又给自己休了个小假的第一周，让我对之后未知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勇气与信
心。	我正式开始上课时，科隆大学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学，先是要上一个月的语言班，同学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流生。我们上午上
课，下午、晚上便进行各种活动，如在学校草坪上烧烤、组队进行各种游戏，或以探索城市为由，在科隆各处做各种任务，当然也少不
了international	dinner，和各种派对。语言班将近结束时，正好是一年一度的Oktoberfest啤酒节。我们便组团浩浩荡荡去到慕尼
黑。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每个人都特地穿上了巴伐利亚传统服装，从早上就开始喝啤酒，一直到深夜。
后来晚上因为我们都分散了，我手机没电，差点就迷路了，疯了般在街上狂跑，还好有好心人帮忙，想来也是惊险、滑稽而又皆大欢
喜。	随后开始了正式上课。我上的课都是那种叫做Seminar的小的研讨课，大家的桌子围城一个半圈，老师站在圈的缺口处，可以随
时向我们走动。我每次都会坐在前面，因为比较方便随时提问、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德国我最喜欢的一点中，就是，每个人真的都很愿
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其他人进行讨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无所不及。因为在课堂和平时的交友圈子中，我总是属于少有或者
仅有的亚洲人，所以经常会被问到许多的问题。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中，自己也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或者进一步发展、具体化一些旧的
想法，得到很多新的观点和学到方方面面的新的知识。在德国的课程很紧凑、节奏很快，高效汲取到很多新的养分的同时，却并没有让
人感到压力山大。大家都会把学习工作和其他时间的界限分得很清楚，教授给的很多任务也都是启发式的，他们给学生很多资源和方
向，学生则会自发地、按照自己的兴趣深入地去钻研，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和主动的学习。	课余我经常会和朋友们一起四处散步，去
MundoLingo用各种语言和各国人瞎聊，去小而温馨的电影院看电影，去小酒馆喝Kölsch，参加各种聚会，听着醉酒的科隆人讲令人
一头雾水的方言，走过无数次霍恒索伦桥，仰望过无数次科隆大教堂。赫赫有名巧克力博物馆其实比较普通，路德维希博物馆却是去了
一次又一次。到杜塞尔多夫坐游轮，在布拉格参加了盛大的万圣节派对，又回到科隆庆祝了我见过的最疯狂的节日——科隆狂欢节。那
是在11月11日，可以看做是狂欢节的开端，而真正的狂欢节的高潮，实际上在今年的二月底。虽然没机会亲自体验到今年的狂欢节，
但11月11日那天，已让我永生难忘。在那天，一向一身黑色的科隆人，几乎都穿起了五颜六色的狂欢节服装，整个城市从清晨狂欢到
深夜。我们在街上、寒风中跳了一整天的舞，然而每个人都是火热的不知疲倦。	不知不觉已是圣诞，科隆各大主要位置都布置起了各具
特色的圣诞集市。位于教堂旁的圣诞集市挤满了游客，而位于Heumarkt的却最为传统、盛大。人们围在小桌边喝着Glühwein，吃着
Currywurst，孩子们在旁边的冰场娴熟地溜着冰，时不时有大叔在旁边摔倒，然后哈哈大笑。冬天，我最喜欢的和朋友们的聚会地
点，就是Brauhaus，那里的桌椅都是木质的，传统、温馨，很多两鬓斑白的老爷爷在那喝啤酒、聊天，一坐就是一晚上。	圣诞假期我
去康斯坦茨拜访了在康斯坦茨交流的好友。我们一起去了巴登巴登，租了一间小巧温暖的房子，自己做了一顿圣诞大餐，真的是别有风
味。想来在德国的这半年，我其实更愿意的就是留在德国，尤其是在科隆，多体验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在科隆我也早不需要地图导
航，很多隐藏在小巷的特色小店也已烂熟于心。在科隆当地朋友的带领下，哪里有最好的酒馆，哪里有最好的汉堡，都已深深印入我的
脑海。很多街道也与很多人联系在了一起。凌晨一两点等车等过一两小时，凌晨三点淋过长这么大见过最大的雪……在科隆，真的做了
很多很多疯狂的事，遇见了一些对我有很深很深影响的人，而有些在未来，一定还会再见、再续前缘。这些人，大概也就是科隆给我归
属感的最大理由吧。	从德国回来，专业课老师惊叹于我语言的进步，觉得这出去一趟，很值得。得到表扬当然感到很开心，但同时，也
并不出乎意料，因为在德国，有幸遇到了那么多愿意和我一起唠嗑的好朋友，英语、德语自然而然就更溜了。而更让我欣慰的是，眼界
的开阔与思想的加深。在德国，我深切地体会到，文化的多样性与人与人之间思想的碰撞。我交到了很多真正的朋友，这不仅仅是因
为，因我们文化的差异而生的新鲜感，而更是，不同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彼此更加深入的理解与认同。很多人都说，语言只是一种工
具，然而在我看来，如何运用这一工具，真正达到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切实地进行交流，并真正从交流中分享不同的观点与见解，却
是早已超出了仅仅掌握这一语言的范畴，更是一种稀缺的能力。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的确有更多的机会彼
此接触，然而，如何真正融入到另外一个文化环境，拥有一种开放的思想方式，同时，又能保有自己独立思考、并能勇敢地进行表达，
却是要求极高的。而当人真的有了这一能力，才是真正拿到了走出旧有局限世界的钥匙，得以开启新的视野与探索更多的领域。当初我
选择德语作为我的专业，就是我的第一选择，现在经过这次的交流经历，我对于我的专业、这一文化领域的情感，却比初心还要强烈。
我对这一经历感到无限的感激，对自己的成长感到更多的欣慰，同时，也更加明晰了未来的方向，期待能在将来继续到德国进行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