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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對我而言，是個不陌生的城市，去年十一月初，我就已造訪過上海，

不過當時僅是個觀光客，只能走馬看花地飛速瀏覽這片土地，雖然無法深刻體會

人事物的內涵，但對上海與中國留下了許多想像，進而驅使我申請交換學生，重

新品味這個看似孰悉，卻又充滿未知的國家，今年九月再次來到上海，將自己歸

零，試著融入當地的生活節奏，因為無論是宿舍生活、抑或是食衣住行等，皆必

須自行摸索，彷彿是初來乍到的大學新鮮人，讓我重拾遺落的大學記憶。 

 

  上海被譽為中國最國際化的都市，確實名下無虛，為數甚夥的跨國企業在此

設立分部，商業區摩天高樓林立，但我對此並無太多感觸，原因在於國家建設最

容易完成的即為硬體，再加上上海位於樞紐、市場龐大，是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絲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此處普遍的人民素質我便無法恭維了，即令是大學生，

公德心與規範內化仍有待加強，再者是上課時，倘若談論關於思想、歷史、宗教

等方面的議題，中國學生對於上述類別的知識與想法，對比基本專業，其淺薄和

偏頗程度令人咋舌，該經驗令我對中國基礎教育的教材感到好奇，除此之外社團

活動實屬一絕，部分社團的管理簡直是亂無章法，一個完善的社團必須擁有良好

的活動內容，活動內容仰賴社團幹部的想法，而我在復旦學生中卻很難見得到創

意或巧思，不過造成此現象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中國學生大部分的時間都留給

課業，只要能獲得分數，皆全力以赴，毫不懈怠，然而台灣學生卻將大量時間投

注於課外活動與社團，故對比陸生窮盡精力於課業的鬥志，台灣學生只能望其項

背、自嘆弗如，畢竟兩地的社會氛圍已是大相逕庭，進而造成人心思維存在差異

的結果也是意料之中。 

 

  近幾年台灣許多媒體雜誌，不斷提到兩岸年輕人的差異，而媒體將差異比喻

成中國狼性與台灣羊性，文章內容聳動，但來到上海後才慢慢了解，所謂狼性是

被社會塑造出來的生存方式，生活中爭先恐後成了中國人的形象，凡事以自身利

益為優先考量，更遑論公民素養了，當然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在數量暴力

踐踏下，中國人被貼上標籤只能百口莫辯，這正是物質主義推波助瀾，造就所謂

狼性的發展，正面解讀叫做企圖心、無所畏懼，負面形容就是無所不為，為達目

的不擇手段，但我希望這只是中國的過渡期，有朝一日能看見中國由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公民教育上循序漸進地改革，提升國民素質，另一方面，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台灣年輕人必須保有危機意識，因為安逸的生活往往促使人們墮落，不

思進步。 

 

  由於來到復旦交換，我才能體會兩岸學生心態及思考上的差別，如今兩方仍

存在進步的空間，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機會切磋，而所剩無幾的復旦生活，我會認

真把握，把握每一個微小的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