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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秋南京大學哲學系交換生心得報告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三  黃夙慧 

一、緣起 

    為期半年的交換生涯，即將進入尾聲，不禁感歎，時間過得真快啊!歲月如

梭，有些不足以形容。但是，在南大期間許多點點滴滴，都令人回味無窮，永遠

難忘的。以往也曾多次來大陸旅遊，但從未如此番長時間的停留，無論在旅行考

察、課程學習、人文互動與生活體驗上，都讓人印象深刻，收穫滿滿，對未來有

很大的啟發與幫助。 

 

二、研修學校簡介 

    先談談對南京的印象吧!當輾轉來到此地時，一踏上南京的街道，就對寬敞

又整潔的街道，以及路旁高聳的法國梧桐樹，驚訝不已。心中疑問：這就是南京

嗎？再看見南京人悠悠哉哉地騎著自行車的模樣，心中非常感動，這真的是南京

啊!傳統的印象，還停留在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可能是殘破又悲情的城市，其實不

然，經過多年的努力建設，六朝古都又重新屹立，讓人耳目一新。 

 

                                       (圖一：南京大學仙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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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鐘山風景區，滿滿的綠意，加上諸多的古跡，稱得上是地靈人傑。附

近的景點例：中山陵、美齡宮、靈穀寺、音樂台、中山植物園，及明孝陵等，都

已經拜訪過，讓人駐足流連。其中明孝陵在不同的季節去過二次，原來除了大名

鼎鼎的石象路外，還有矗立文武輔臣石像的翁仲路，也有六百多年的歷史，非常

可觀。趁著秋意，大約十月間又再度探訪，紅色的落羽松映著湖水；石象路上滿

是黃色的銀杏，別說有多美了。更讓我詫異的是大草原上，滿是席地而坐的人們，

有人搭起了帳篷，喝著茶，吃著點心，笑語聲洋溢在空氣中，這份幸福感，南京

人值得擁有。 

 

    此外，這半年來不時啟動新系統，幾乎每天都在學習新的事物，全然不同的

體驗。大陸的手機、支付寶、掃碼點餐，及線上購物等種種，都是第一次使用。

在臺灣慣于現金消費，在此地學習線上金融，可以省去現金的麻煩，便於管理及

統計，避免遺失等，真是非常的方便，讓我長了許多見識。祖國的硬體建設，更

是讓人瞠目結舌，幾乎每個地鐵站都有大的商場，規劃完善。第一次來到新街口，

站內廿幾個出口，讓我不知所措，至今也總是迷路。學校附近從學則路、仙林中

心到萬達茂等站，結合交通、商業等規劃，滿足生活所需，讓人大歎弗如，百聞

不如一見，只有在此地親身體驗，才能見證大陸進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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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秋意中的明孝陵石象路) 

 

    能夠來南大學習，非常榮幸之至。南京大學有百餘年的歷史，更有好幾處校

區，非常遼闊。鼓樓校區，有兩江總督學堂，還有金陵大學舊址，多處歷史建築，

非常有特色。其中南大的標誌，百餘歲的北大樓，內部陳設新穎，如今成為新生

學院，參觀當日有許多 2022 級新生在裡面活動，百歲的建築與青春洋溢的小藍

鯨成為強烈的對比，是歷史文化的傳承，也是民族生命的延續。讓人不禁省思，

我可以留下甚麼？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本學期選修哲學系胡永輝老師「儒佛道三教關係史與論」課程，老師學養豐

富，對於三教關係自先秦儒家開始講起，往往開講三小時不輟，侃侃而談，從中

得到許多啟發，也對三教關係與中國思想文化的脈絡整理爬梳一番。老師對同學

們的指導很有啟發性，常常要大家帶著問題找方法，對於研究生來說，非常受用。

雖然並非哲學專業，期末報告完成〈《世說新語•文學》三教關係初探〉一文，

業於十二月十三日完成報告，得到老師許多提點，修正後可以投稿，可說是小小

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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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胡永輝老師上課情況) 

 

四、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外) 

    讓人最留戀的，應是此地濃濃的人情味吧!自入境以來，常常受到陌生人的

幫助，大家一聽我的臺灣口音，總是不吝惜地給予協助。有一回在外面手機快要

沒電了，充電寶的實名認證又一直搞不定，有一位同樣缺電的陌生人，還找來家

人協助我；若否，那天可能無法回學校了。此地的同學也特別友善，先有學伴的

安排，協助我們處理許多問題，學伴有問必答，給予我們許多關切，非常感謝。

還有在蘇州研學活動中，幾位組長也是非常盡職，大夥一起出遊，培養出不同的

情誼。另在課堂上識得幾位同學，有些交流，同學們來自天南地北，常常要我聽

出他們的口音，這對我來說真是考驗，目前學會了辨別東北的口音，足以增廣見

聞。南大的同學都非常優秀，好幾位研究生都去過臺灣，聊起來很有親切感，也

歡迎更多的同學來交流。至於交換生部份，大夥結緣在南京，非常難得，期待回

台後也能保持聯繫。 

                                                 

(圖四：蘇州研學活動，與大家交流) 

 

五、研修之具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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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驗南京大學傳承百年優良校風，及身為 985 重點高校，擁有世界先進大學 

    水平，崇高的學術成就以及人文薈萃的精彩風華。 

(二)與南京大學來自各地優秀的同學交流，增進彼此瞭解，獲得許多珍貴的友 

    誼。 

(三)對六朝古都南京，千年的歷史與文化，風土與民情，以及近年來現代化 

    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 

(四)南京經過戰爭的洗禮，浴火重生之後，對於戰爭有深刻的學習，更能深入 

    和平的真諦。 

(五)極權國家效率第一，經濟至上。但台灣最可貴在於民主及自由的精神，得 

    來不易，更應珍惜。 

 

六、感想與建議 

    最後，要談談些許不適應之處，疫情期間

的管控非常嚴格，我們從 7+3 開始，集中隔

離、自主管理，一路過關。還有「健康碼」、

「行程碼」等許多規定，繼以「七天五檢」、

「三天三檢」，到「定時定檢」等，我們總是

貫徹執行。還有封校十天，一夜成為「灰碼」，

無法外出，猶如晴天霹靂，只見南大同學們都

很淡定，只能怨歎自己大驚小怪了。如今，生

逢其時，眼見行程碼下架，也等到「非必要不

做核酸」的那一天。只能說政策改變的速度，

遠超越我們適應的程度。或許是閒散慣的臺

灣人，得跟上腳步啊! 

    很感謝台港澳辦公室老師們，對交換生

們悉心照顧，為我們安排良好的住宿環境，又

舉辦中秋、蘇州研學、書香節、六朝石刻考察、

晚會等，許多交流活動，讓我們能融入校園文

化及本地的歷史風物之中，非常用心。期待透

過此次交換與交流，彼此有更多的看見與瞭

解。                                        (圖五：研習圓滿與陳俊杰老師合影) 

    蘇格拉底說：「沒有經過檢視的人生，不值得活。」人生的故事，由自己來

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帶著滿盈的南京故事回家，期待再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