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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回想2019年的秋天，在英国度过了四个月的海外交流生活，又有着不一样的感受。这半年对我而言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成长经历
——像连根拔起一样让你离开依附了二十年的土壤，移植到另一片土地，四个月，就算不能落地生根，也要野蛮生长——几乎所有事情
都要一个人摸索着学会应付，仿佛置身旷野，从四面八方探路。			前：选择&准备	对“出国交流”的看法因人而异——对我自己来说，这
个项目是刚进大学就有所了解的，所以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就报名了，也很幸运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算是满足了自己的夙愿。因为高中
时有过在英国的暑假交换项目，短短半个月让我对英国印象很深，加上本身对英国文化比较有兴趣，且本来就有毕业后出国深造的想
法，便想有机会体验一下时间较长、较为正式的学习生活。选择在大三这个专业课爆棚的时候出来，本身算是一种逃离吧。而除了像我
一样一直比较有兴趣的，也有很多原本抱着尝试新鲜事物的态度，或是跳出舒适圈，或是想要体验一番海外文化，或是暂时远离周遭的
喧嚣，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新环境……事实也证明，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段经历着实能提供十分宝贵的回忆——但尽管我身边大部
分人都会无比眷恋与珍惜这段时光，但我不敢百分百保证它适合每一个人：例如也有很多同学对此完全没有考虑，例如考虑到和自己原
有的计划冲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因为要取舍的很多，如果完全没有兴趣，或是确实清楚地明白“海外交流”不在自己的
规划内，也不必勉强。	但总体来说，我依然对“海外交流”充满积极的态度，第一次也好，第N次也罢，也许其中不完全是美好的回忆，
但一定会收获满满——以自己为例，以前总是喜欢到处跑（现在依旧），观察世界的每一面。但后来才愈发明白，之前那些短暂到犹
如“快闪”般的经历如蜻蜓点水，其实尚未从浮光掠影的新鲜感中望见水面之下，就已离开。而四个月的海外交流，即使算不上大开眼
界，但大概是给了我一段静下心来发现自己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如果选择了外出交流，就暂时放下国内的一些杂念琐事，潜心思
考、感受这几个月的时光。	实用性方面来说，行前的准备也值得一提——整个流程战线拉得较长，但每一步都留有充足的时间，按部就
班，几个同学相互提醒，其实并不繁琐。学校海外交流办公室录取后，需要等待对方学校的邮件，按要求完成网上申请（和今后出国留
学用的系统非常相似，可以作为事先的预演）。然后等待录取信（acceptance	letter），查看课程预选表大致了解要选什么课，在学
校官网上寻找住房等实用信息，进入相关网页申请、缴费……学校的网站基本覆盖所有需要的信息，各站点之间的超链接也方便快捷，
加上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基本不会有卡在这一步的担忧。	签证也并不困难，只是材料相对繁琐。在英国移民局官网（UKVI）上找到相
关信息，按要求准备好、预约、出席，学生身份的签证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除了一般的tier4学生签，六个月以下的短期学生签证
（short	term	student	visa）更经济实惠，也是不错的选择。	简单总结的话，如果有问题，勤交流是关键：对方学校官网多刷一刷、
向对方学校或是复旦的海外交流办公室多发一发邮件、和小伙伴们互帮互助，是最有用、最重要的几点。等按着对方邮件的提示（每一
步都会有邮件提醒）一点一点做完后，就可以期待成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转学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提前沟通好：在出行前，通过
邮件或是当面咨询本校本院系的课务老师，将想要选的课和对标本学院的课的基本情况（大纲、课程名称等）告诉他们，便能大致了解
是否能转回来——一般都会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交流回来再完成一些申请表、网上申请、线下递交交流成绩单等常规工作即可。	中：学
习&生活	简单回顾一些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的碎片吧。我交流的院校是英国的利兹大学，这所学校无论是在世界还是英国本土都有着不错
的声望，尤其是商学院和传媒学院，在英国名列前茅。学校也是出过不少知名校友，如传播学子耳熟能详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作者麦
奎尔巨佬……内外设施都很完善，大小教室、图书馆、自习室、健身房、公共空间的安排都丰富又合理，各种高科技的设备系统也很齐
全，各类服务基本在网上就能预约或查看。工作人员从效率到态度也都非常让人惊喜。初入校园的第一周（orientation	week），学
校会下发很多邮件和纸质的手册，学校、学院、公寓各级也都会举行迎新讲座，一步一步教新学生如何注册，并对生活和课务提供一些
指导。如果有问题，去散布学校各角落的信息台咨询——即使他们不清楚，也能为你指路。例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所在的传媒学
院的课务老师，悉心为每一位交流生安排课务，即使是像我这样既要考虑转学分、又想合理安排课表、给自己多一些空闲时间，选课退
课变化很多的学生，他们也表现得十分热情，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意味。也许难免遇到各种状况，但校方几乎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帮助初
来乍到的学生实现“软着陆”。







的自己，而不用感到自惭形秽。			后：回忆&思考	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拥有
的那些优势”，也珍视自己的幸运。海外交流大概就是一场关于“大”和“小”的认知。让你见过乾坤之大，才更懂得去怜草木之青。之
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有人说没有到过一个地方便无权评价——尽管有些绝对，但起码没有资格冠冕堂皇地一锤定音。面对文
化，价值观等各种冲撞的时候，学着理解，而非偏执。不是因为自己站立的地方有多高，眼界就有多开阔，而是知道人们都站在哪里，
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一言一行；一种看法的立足点下，有多深的积淀，多广的格局。“每个人的基本道德观念生而不同，不可等量齐
观。”包容应被允许，而非滥用成颠倒黑白的借口；选择应被尊重，但首先是被自己尊重——就像深入一个社会，了解它的历史结构，
才会知道今天那些被高呼的价值观对人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学媒体和传播的我，似乎天生就应该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在和人对话之
后，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才不至于是自说自话，有时误读不是来自“误解”，而是来自“没有了解”——倒也有几分拨云见日，不破不立的新
意义。			如果再让我选择，我想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尽管比想象中多了很多崩溃的时刻，比如断网、停电都要打电话保修，宛如
雅思听力现场；去银行更是让人崩溃，即使是同一个银行国内国外的卡也不兼容……但也有很多惊喜：比如英格兰的秋天，天气晴好的
时候清爽宜人，红砖房子外的街道铺满落叶，虽然每天要爬坡，但能收获鸟瞰全城的视角。多走几个城市也会发现，被不同是历史塑造
出来的它们都有着各自的韵味。作为纯文科生，能有这样一个纯粹的机会，让曾经的情怀有一个安放的空间，实在是太珍贵。回头看只
是人生很小的一个片段，但是好是坏，都是经历。见过世界的很多面之后，再从山川湖海回到柴米油盐，又是另一种宁静致远的归宿
——故而于我而言，无论何时想起来，我都会为有过这段“海外交流”的经历感到感激与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