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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一次去歐洲，也在歐洲嘗試了第一次的一個人旅行，完全迥異於台

灣的生活，讓我時時刻刻都在學習新知。  

    我看見老師與學生的互動，我本來想像國外課堂中的情況是很多人都會舉手

發問，但其實沒有很多人，不過發問的學生確實在課堂上都踴躍發問也敢於發問，

從他們問的問題也都能看見他們的思考周延，我想，就我知道的台灣學生，包括

我自己，大多數人不是不敢問問題，而是不知道要問什麼，也總是怎麼想都想不

出來能問些什麼。出國以前，也想像外國學生好像都很認真、很厲害，確實有很

認真的，也有很厲害的（如報告寫得很好），但當然也有不認真的、總是拖延的

等等，這跟在台灣不也一樣嗎？一個國家、一間學校都總是有優秀人才也都有普

通人，因此台灣人真的不需要這麼自卑，我

們要更有自信，不要崇洋媚外地認為外國人

就是比較優秀。當然他們的優勢就是由於語

言背景，英文程度大多比我們好，如果我們

勤能補拙提升英文程度，一定不亞於他們！ 

  歐洲多數國家因為其歷史背景及自然環

境，不管是建築物還是自然風景都非常美麗，

但也有時候因為老舊而髒亂的，例如地鐵。

不過，很多地鐵站都雖然老舊，卻經過設計，

規劃得很美很有特色。另外，荷蘭是個在二

次大戰時大多數地方被摧毀的國家，如今重

建後的建築物很美麗且具有設計感。常常都

覺得歐洲國家市容色彩繽紛或充滿歷史氣息，

很希望台灣的市容也能經過規劃，能色彩繽

紛、有設計感。 

    每當在歐洲搭地鐵，都會想起台北捷運，有一方面原因是我們捷運系統比他

們晚建造因此較新，但也是因為維護良好，不論是捷運站、捷運車廂，甚至廁所，

真堪稱全世界最乾淨啊！依照台灣人不太自律且喜歡鑽法律漏洞的習慣，嚴禁飲

食絕對是應該繼續保留下去的條款。相反地，歐洲有些地方的地鐵都能飲食，且

較髒亂。另外，在歐洲很多交通工具是沒有閘門的，全靠自由心證刷票卡或買票

付錢，由此可見歐洲人的自律。 

  在荷蘭，大麻、同性戀婚姻、紅燈區皆為合法，由於他們歷史思維衍伸出

「Pillarization（柱式化）」，荷蘭人過著尊重他人的生活，我過著我喜歡的生活、

也尊重你過你喜歡的生活，有些人會問，紅燈區對小孩的影響好嗎？荷蘭人則說，

那家長為何讓孩子去紅燈區？這是家長的問題，不是紅燈區的問題。也遇到很多

歐洲人成年後就搬出家自己住，或與男朋友同居，相較台灣家長喜歡把小孩子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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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西方年輕人的獨立可想而知。

我自己很不喜歡東方守舊觀念，因此很

贊成這些西方人的觀念和想法。 

    知道國外和台灣的差異，和親自感

受國外的差異，截然不同，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正是這個道理。論台灣的

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完全不輸歐洲，

且就治安來說，走在台灣的路上不需要

太過擔心被偷、被搶，且台灣人熱心助

人、人情味濃厚，這是很多人、很多外

國人愛台灣的原因，但為什麼我們好像經營的比他們差？我們不夠有國際觀、觀

光發展做的沒有很好、人民所得沒有提升但物價正在漲；反觀歐洲很多觀光景點

的規劃很有條理，路線清楚分明，交通也規劃完善。這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很希望能夠改善，最近亞洲廉價航空的發展，應該會是我們跨一大步、更擴展視

野的開始。但是，雖然說我們都自己覺得我們不夠了解歐洲或美國，而經過這次

經驗以後，我發現很多歐洲人對亞洲的了解非常的少。 

    經歷過這一次的交換學生生活，除了英文

程度提升，更開闊了我的視野，體驗不同文化

（如西班牙人都晚上九點才吃晚餐、歐洲人愛

喝酒常去 pub），也思考了很多東西方的不同；

每一次的規劃旅行，也讓我學習很多，諸如要

提前一個月規劃，否則車票或機票都會變貴或

買不到、可能會訂不到住宿，行前熟悉旅遊路

線、景點安排等等；嘗試了一個人旅行，才發

現原來自己可以這麼勇敢；在零度以下的氣溫

中旅行，才發現自己這麼有毅力；生活中或旅

行中，認識了很多朋友，也受他們的照顧，才

發現原來這個世界這麼溫暖。很多人認為出國

拿學位比交換學生更值得，但若出國拿學位，

平常壓力應該會大到不能認真旅行、不能好好

體會異國生活吧？那將會是完全不同的心態，在壓力較小的情況下，更能感受更

多，更能發掘生活周遭的美和不同，也能把握難得的機會認識更多不同的國家和

城市，很感謝我能夠在還是學生時代且沒有課業壓力的狀況下，擁有這樣的機會，

讓自己看得更多、成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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