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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小结					近来学习到一个很有趣的词，生成。生成（becoming）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最重要的概念，顾名思义，既生又存，生是新
东西的涌现和流淌，存是形态的存储和不断进化。生成打破生产和存在的界限、消弭动态和静态的对立，与“根－树”式的继承式成长路
径不同，生成更像是块茎，可以在不同的元素间异质链接、任意组合，因此，生成式的成长不是线性的，它没有限制、没有封闭、自由
自在、四处汲源。这个词——生成——就是形容本次交流对我的影响的最贴切的词，在中西方文化传统、生活观念、人际交往、社会制
度、社会问题等等纷至沓来的多元性前，我在短短的半年间经历了二十多年来最多的自我思考和最快的自我进化，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
舞台上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另一片风景，充盈了我的内心和脑海的另一个维度。	说实话，在去交流之前我是忐忑的，我本来的专业是新
闻传播学，但由于巴黎政治学院的传播学相关课程只有法语语轨，因此在学院和学校外事处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定选择巴政最出色的国
际关系学科。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优秀的学习能力应当包含在不同的学科间融会贯通和平移往返的能力，通过了解政治学等其
他人文学科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概念、方法、工具、框架和价值体系，一方面对自己的已有知识作补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我看
待问题开辟全新的方法和角度。方法高于具体性知识，创造和思考往往诞生于多样性所迸发的张力和火花，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是有意
义的。由于西欧城市的高纬度，九月份的巴黎，蓝天高远阔达，团状的白云缓慢飘荡、变换形状，白天也格外漫长，让人感觉似乎有花
不完的精力和挥霍不完的时日。迎着这般美好和轻快的心情，我选了“人类学概论”、“面向世界的欧盟”和“法语（A2）”三门课程，这
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课程，我从起点开始，一点一滴地看文献、听演讲、做习题、写论文、与老师问答、与同学交流，巴黎的文
艺生活异彩纷呈，可是课业繁忙，一学期下来我竟连离学校不远的卢浮宫也只去了两次。交流课程比在国内紧张很多，一节课满满的两
小时干货，头脑始终处于高速运转中。尤其是下午的第一、二节课，在十二点十五分开始，而上午的课程在正午十二点结束，所以只能
匆匆忙忙的啃着法棍和苹果赶往下一个教室，这样的生活在国内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上课方面），所以也算体验了一把学习奔波的感
觉，狼狈但有趣！因为是陌生学科再加上课业本来就比较繁重，所以这半年也积累了不少的文献，受益良多。	除开学习，我在生活上也
得到了诸多历练。国外的学校不像国内，并没有提供很好的生活平台和附属服务，因此既要上课，又要当“家庭主妇”，一日三餐做饭、
洗碗、做家务全包，每周还要拖着大行李箱去郊区的超市买好一周的食材扛回来，好不辛苦。也因着如此，我的统筹事务能力和情绪调
节能力有了飞跃，我既学会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将学习、生活等各类事务高效、有机地组合起来，对繁杂的事情分清主次，每一件
都认真完成、毫不怠慢；又学会了如何认识自己的情绪状态并合理调节，保持昂扬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对每一天。我想这也是学校给我们
提供大量交流机会的另一考量吧，学习是置放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的，既要学会学习，还要学会生活。	同时，我还交了不少外国朋友、
结识了不少港澳台同胞。在花神咖啡馆里，我和意大利同学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德国最新出台的接收难民的政策，陈述欧盟目前政府
间主义和联邦主义两种组织倾向的利弊；在塞纳河边，我和法国同学散着步，围观和讨论刚刚经过的反对马可克龙的示威活动的原因和
诉求；我和台湾同胞在四川菜馆里，既对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差异方面产生共鸣，又有理有节地探讨台海问题的现状和解决途径……
我们是幸运的，巴黎作为欧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一边有着全世界最华丽和最昂贵的文化设施、购物中心，而在那繁华街头的一角，却
是穿着破败的难民席地而睡，衣不暖、食不饱。这个世界上仍有很多不幸、冲突、矛盾和区隔，躲在象牙塔里是没用的，我们乐于去了
解、认识和包容，求同且存异。	感谢学校和老师们给我这个机会，我坚定自己的决心，我将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去看这个世界更
多元的风景，自由、自在、自然、自乐，永不放弃对自我的观察、成长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为家庭、朋友、集体、社会的图景画上
自己的那笔色彩，我想，这才是我们的校训“自由且无用”的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