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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Again——遇见自己、再出发					2016年下半年，我有幸前往德国蒂宾根大学交流。在欧洲的6个月对我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体
验，它从学习、生活和人生规划等各方面塑造了我并带给我启发。那段岁月成为了我20岁最绚丽的篇章，它让我重新遇见自己，再造人
生。愿每个人都能有再次遇见自己的机会，体验生的热情和游历的快乐。			学在德国	我在德国学德语——					德国有着非常好的语言学
习环境。在德国的交换学习激发了我的潜力，也让我极其享受。作为一名英语系学生，我事先没有任何德语基础，这既是压力，也是动
力。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我在交流前以半年的时间学完了德语全部初级课程。之后在德国我也抓住了学习机会，从第一天参加语
言基础班面对老师的全德语教学完全不知所云，到后来对于老师3倍速的说话速度毫无压力，通过入学考试加入B1等级课程并以全A成
绩与其它已有4、5年德语学习经历的外国同学共同完成学业，再到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德语区国家以德语生活交流毫无压力，回头
看来，这一路的确有着许多难以言表的难忘经历。当然，能有今天的成绩，还要得益于蒂宾根大学的教学设置。蒂宾根为留学生设置了
语言中心，并由学校出资承担课程费用，提供了干货满满且极其全面的德语教学课程。每位课程申请者需要在报名课程后参与分班考
试，从而找到适合自己德语水平的班级。之后，留学生将接受一周三次一次3小时的高强度语言学习。就B1班级而言，老师在学期间穿
插语法考试和德语当堂写作各三次。老师上课采用全德语教学，语速极快，课程后半节还会有专门的助教参与到各小组中。小组将围绕
某一主题，以德语进行交流和探讨，如果遇到不太确定的表达助教在旁负责答疑。德语写作的要求也并不含糊。记得第一次当堂写作
时，老师给出一篇关于语言智能长达2页的德语文章，要求我们在阅读后围绕相关问题进行写作，篇幅长度要求在2页半。第二次的作文
题目是关于时间的哲学性思考。这对于刚到德国时连路标都认不全的我是极大的挑战。不过也正是由于德国教学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我
的德语在过去的半年突飞猛进。这里其它的外国同学也非常优秀，他们对德语学习有极大的热情，也非常努力。加上有许多同学只会说
德语并不会说英语，同他们一起学习进步给了我很大的学习动力。			终于上了哈佛男孩的课——					高中时代，哈佛就已经是我心目中
的圣所。进入复旦英语系之前，我听闻复旦有位哈佛毕业的外教专门从事外语教学非常激动，对同学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成不了哈
佛女孩，但是有幸要上哈佛男孩的课了。”只可惜我后来才发现，这位“哈佛男孩”是大英部的老师，和英语系并无太大的关系。在蒂宾
根的一学期我选了一门名为British	Essay:	from	Bacon	to	Mary	Wollstonecraft的课。报名时，课程已经满员。我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写了邮件给任课老师Dan，没想不久就收到了Dan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说非常欢迎你来听课，而且还替我出主意，告诉我通常第一节
课后可能会有同学drop，会有空位。当时我就对Dan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我如愿选上了这门课。它也成为了我在蒂宾根最喜欢的
一堂文学课。Dan的课程很有深度但也有非常明确的课程目标，根据时间顺序编排，每次带着大家读一到两位思想家的代表作，时间跨
度从蒙田、培根一直到休谟、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他虽然会把文章的电子稿发上学校系统，但每次总会带着厚厚1米高的下一节课的
阅读材料来上课并把它们发给所有学生。他说，他知道大家都习惯用电脑，但他始终坚信纸质阅读的必要性。他说，也许你拿起这些材
料在树下静静读书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自己回到15世纪。长相酷似本·阿弗莱克的Dan温文尔雅，在课上做的更多的是引导讨论，他鼓
励并尊重每个人提出观点，适时抛出些principles和对立观点来充实我们的思考过程。不过除此之外，让我印象深刻的另有其事。Dan
在第一节课上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了一遍并记下了所有人。第二节课他就能直接看着我的眼睛标准地叫出Huijun这个对西方人而言非
常拗口的名字。之后的课上他也经常主动询问我的看法，每一遍“Huijun,	what	do	you	think？”对我而言都是莫大的鼓励和认可。此
前我从没想到有一天能大谈培根休谟，也没想到一个中国学生，或者一个亚洲学生能受到如此大的认可。毕竟哥大撕中国学生名牌事件
还历历在目，在德国其它的任课老师也是必须要看着名单一次又一次地费劲念出错误的名字。回国之后偶然之间我才发现，Dan毕业于
哈佛大学文学系，且哈佛教授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叫出课上200多个学生的名字，甚至学生毕业多年后教授对他们的名字依旧记得清楚。
最终，我如愿上了“哈佛男孩”的课，这段经历也成为我学习生涯最宝贵的回忆。					生活在别处	垃圾分类——					德国有着非常严格的
垃圾分类标准，光这一点就能看到德国人严谨的一面。生活垃圾大致分为厨余垃圾、玻璃、塑料、废纸四类，所有的盒子——大到快递
纸箱、小到牛奶盒——都需要压扁再丢弃。同去的一位同学就曾因为丢弃了未拆解的纸箱大清早被宿管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去处理垃
圾。我的德国室友告诉我他也曾经因为垃圾没处理好，邻居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他的爸爸又好气又好笑。垃圾分类在最初做起来非常
困难，因为脑子总要转好几个回路，但习惯后就是顺手的事情。此外，当你看到大袋整齐堆放的塑料垃圾和废纸材料后，你就会意识到
德国的强大之处。因为这些垃圾都是完全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节省下来的资源相当可观。这使得回到中国后的我每次丢垃圾时非常心
疼。			为自己发声——					在德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勇于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学生宿舍还接待暑校学生，学生搬走时在厨房
留下来5、6包综合垃圾还有未作处理的厨余垃圾。刚住进宿舍时，楼层空无一人，只有我一人整天在无比酸臭、蚊蝇乱飞的厨房环境下
做饭生活。当时的我因为如此糟糕的居住环境对德国略有失望。直到一个月后隔壁搬来了另一位斯洛文尼亚女生。她发现厨房环境极其
恶劣，随即就跑去了学生事务处投诉，并告知对方如果这一环境不作处理，她将直接报警。和她的交流使得我发现我所以为的“本该如
此”变成了“不该如此”，而我总是在被动接受周遭的环境，习惯性压抑。与她同来的朋友曾在德国其它地区学习，他再次确认了这绝不
是德国式的厨房标准。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后来与她们一同给学生事务处写了投诉邮件，而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回复。不久，便有专业清
洁公司做了相应处理。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情况下中国语境里的“多事”只不过是表达基本人权的行为罢了，而我们却常
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如此，我们将始终无法建立起我们的自信，甚至是文化自信。回国后，学生事务处因与我沟通不畅
曾向我发回了50欧元的账单，这一次我没有再选择被动接受。我义正严辞地写了回件通过多重论证表明我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支付这笔
费用，果然，学生事务处重新就这笔费用进行了讨论，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主动发声”由此成了我人生极为重要的一课。			以梦为马	勇
敢前行——					欧洲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逐梦人。与他们的相遇是我人生中一笔极大的财富，因为他们教会
了我远方。我在都柏林的青旅遇见了Anna和Maria。她们一个是来自法国的导游，一个是来自西班牙的高中教师。她们在自己的国家
有着非常稳定的工作，却都想学习英语。就为了学习英语这个简单的梦想，她们纷纷辞去了工作来到了都柏林。没有提前找好工作，甚
至连住处都没有确定，但她们就这么来了，因为喜欢。离开都柏林的那天，Anna还在外面找工作。尽管没有和她作最后的告别，但她
却始终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还有在荷兰遇到的意大利人Castro，他曾跑去澳大利亚工作，因工作签证期满又回到了欧洲在荷兰找寻新
的可能。在欧洲的半年，我遇到了无数带着故事的人，他们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在中国的传统下，我们往往因
为家庭因素和“别人家的孩子”而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人生本就充满无数可能，并不存在一个万事俱备的万全之策，而我们要
做的，也许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迈出第一步。			看见未来——					欧洲的人和事再次塑造了我的性格和人生观，他们总能给我一万个故
事，给我人生启发。此外，在欧洲，我看到了除美国梦之外更多人的梦想——土耳其朋友的德国梦，法国朋友的爱尔兰梦，意大利朋友
的英国梦……这一切都使我对欧洲这片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在欧洲感受和生活的那6个月也使我找到了我真正喜欢的专业方向和生
活方式。2017年的第一个月，我带着对梦想的向往与憧憬踏上了英国的土地，来到了伦敦这座希望之都。在那里，我和心仪学校的师
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用心感受着伦敦的脉搏。从未离开过上海去异地生活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梦想的力量，我依稀记得那时的我心
潮澎湃，热泪盈眶。这更坚定了我未来的方向，使我在回国后有了更清晰的人生规划，并朝着目标努力前行。							总言之，关于欧洲的
故事说上三天三夜也不为过，在那儿度过的每一天，遇到的每个人都成为了我生命中的那些意义。我非常感谢自己能获得这样的交流机
会，丰富了人生，也想清楚了生活的意义。交流虽然已经结束，但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以后人生的新起点。愿每个人都能在交流中有所收
获，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