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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蘭州大學，位於較內陸的甘肅省，

卻是大陸直屬的全國重點綜合性大

學，是大陸約 2000多所大學中被

選為近年「雙一流政策」中的學校

之一，可見蘭州大學的實力是受到

肯定的。由於我認為自己是比較受

到環境影響的人，所以希望能到一

個更競爭的環境感受新碰撞，家中

長輩因工作關係常到大陸，我曾聽

聞他的一些經歷，還有之前學姐曾

到蘭州大學交換，也相當推薦，加上蘭州大學與許多國家合作，除了台灣與中國的

學生，在蘭州大學也可以與其他國家的人士交流，而且校方也會請學生作為學伴，

來幫助交換生適應當地的生活，因此我選擇交換到了蘭州大學。 

一、生活環境 

1. 食: 

 在大陸北方，道地的食物口味普遍偏重，餐點裡大多都會加

辣子(辣椒)，口味一般比較鹹，當地比較多回族，牛跟羊是食用

肉類的大宗，而最有名的是牛肉麵，去其他城市時偶爾都會看到

蘭州牛肉麵的招牌，而其他還有面片、釀皮跟手撕羊肉等。 

 記得到蘭州的第一餐，是小夥伴(蘭州大學安排協助交換生適

應環境的學生)帶我們去吃的羊肉面片，當時吃不到一半我就停

下來了，因為舌頭已經鹹到完全麻掉沒有知覺，我還問了小夥

伴，難道都不覺得鹹嗎?身為在地甘肅人的她卻也笑著說，其實

她也覺得很鹹，但他們都是這麼吃的。 

 在蘭州大學的兩個校

區，每個校區裡的食堂都有兩棟以上的建築

物，品項在我看來變化不多，主要是價格上

的差異，而價格上的差異則反映在美味程度

上，不過餐點份量都很足，我的食量一般，

但在食堂點一份主食都吃不太完，主要都是

中式的餐點。另外在學校裡，大家吃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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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準時，一般過了飯點就沒有東西吃，而且吃飯時比較少閒談，所以他們吃飯的

速度快上許多，不像台灣，經常會邊享用餐點邊談天。 

 而除了學校食堂，學校附近也有一些餐飲店可以去，但若要吃除了中式以外的

料理，可以坐地鐵到西關什字站附近，或是鄰近的幾個大廣場，會有比較多選擇，

但價格會比較高一些。另外要是不想出門，大陸的外賣 app也很方便，而且會有優

惠，有時候比親自到店還要便宜許多。 

 飲食算是一開始我比較不適應的一點，尤其我原來對辣比較敏感，一點點辣都

受不了，一開始去到店裡都跟老闆說不要加辣子，還被問了好幾次「真的不要嗎?」

想必在蘭州很少有人完全不吃辣的，但後來我也慢慢越來越能吃辣了!也許是因為那

裡零下的氣溫，吃了辣的食物會感覺溫暖一點就開始接受。 

2. 衣: 

 去蘭州交換的時間是秋冬之際，

在海拔超過 1000公尺的城市，秋冬

時零下的低溫是常有的事，室內是不

會有冷氣的。許多台灣交換生剛到宿

舍就開始找冷氣，最後才發現並沒

有，但在打開窗台就能當冰箱的地

方，沒冷氣也是相當合理的。所以在

蘭州，室內都有暖氣，但到戶外還是

得做好保暖，洋蔥式穿法是比較好

的，在室內不用穿太多，出去就穿上外套跟圍巾。我的保暖衣物大部分都是到大陸

才用淘寶買的，去時的行李比較多，厚衣服會占必較大空間，而且淘寶確實滿方便

的，好好挑選可以找到性價比不錯的商品。 

3. 住: 

 這趟交換，我住的是城關校區的留學生宿舍，城關區位

在蘭州市區，生活機能比較好，但上課就必須乘坐 1小時的

校車到瑜中(大部分本科生課程進行的校區)。房間兩人一

間，最好的是有獨立衛浴，蘭大的住宿生一般都需到宿舍外

的澡堂洗澡，經常看到校園裡，有人頂著濕漉漉的頭髮，在

冰冷的天氣裡行走，所以我很慶幸房間有獨立衛浴。而除了

留學生公寓，另外也可以選擇跟當地學生住在瑜中校區，更

貼近當地學生的生活。 

 在留學生公寓裡，有烏克蘭、法國、韓國跟日本等等不

同國家的留學生，他們都是去蘭大學中文的，但能流暢使用

中文溝通的占少數，所以會英文就派上用場，也剛好能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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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因為地緣關係，還有不少人是來自中東，在留

學生宿舍裡最常使用廚房的，便是中東的留學生，每次

還沒走到廚房，就聞到他們料理傳來的香氣，從味道就

能知道他們是在煮家鄉菜，與在台灣或大陸的料理會有

的味道相當不同，卻讓人食指大動。而看著他們在廚房

忙進忙出，也讓我開始有了好好學料理的念頭，遠離台

灣一段時間才發現，要是能會至少一道帶有家鄉味道的

料理，能在異鄉享用，會有多撫慰心靈。 

4. 行: 

 在蘭州這段時間的交通，除了共享單車、公車、地鐵，叫車也是相當方便，手

機有不少叫車的程式，乘車價格比台灣便宜，也可以跟司機問一些前往地點的資

訊，但女生單獨一個的話最好還是要多注意安全。 

 在交通方面，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在大陸汽機車似乎都很禮讓行人，行人大

搖大擺的過馬路，在車陣中穿越也不怕被撞到，而車子也真的會靜靜的停下來等行

人通過，不像台灣駕駛人，遇到這樣的情形可能會不耐煩地唸個兩句。 

5. 育: 

 交換生到蘭州大學，學校也會開

通進入圖書館的權限，一樣可以借閱

書籍，使用設備。與台灣看到的圖書

館不一樣的是，蘭大的圖書館設有很

多自習室，經常看到坐了很多學生，

聽蘭大的同學說過，他們的宿舍是沒

有書桌的，所以通常會到自習室或空

教室看書，有人甚至在教室關閉後，

躲過警衛在樓梯間繼續念書，勤勉的程度讓我有些震撼。雖然平時在課堂上上課的

情形與在台灣的感覺相去不大，一樣有人認真，有人分心，但整體而言，大陸的學

生在課後是花了更多心思在課業上的，我認為是值得學習的一點。 

6. 樂:  

 在蘭州交換，除了本地，也可以去遊

甘青大環線，引人入勝的景色一般卻少有

機會去到。另外學校的微信公眾號不時會

有一些學生組織的活動的資訊，像是沙漠

旅行或滑雪行程，還有蘭州大學的國際事

務處也會舉辦活動，像這次去交換，國際

事務處就籌畫了敦煌文化參訪的行程，全

程由學校安排妥貼，費用也由學校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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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 

 蘭州大學修習的學分教育部是認可的，也開放全部課程讓交換生修習，但最後

因為考量到學分抵認，所以在交換期間修了英文作文和英文口語，跟兩門外語日文

及法文。本科的兩門課都是由外師上的，課堂氛圍與在台灣時的感覺滿相似，滿活

潑的，但口語課的部分，課程架構主要是以大陸的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設立，需要

在短詩間內思考問題並組織邏輯，以結構性的內容進行回答，問題也涉及許多不同

的範疇，偶爾有些題目是平常比較少思考到的，因此對我來說，口語課算是一大挑

戰，但這樣的練習，我認為對建立穩固的基礎口說能力有很大的幫助，一方面也能

增加思考的廣度。 

 從在大陸修的幾門課看來，大陸的課堂上更常使用各種手機軟體來輔助課程進

行，同學老師在網路上的聯繫似乎也比較積極，這些是讓我覺得跟在台灣時上的課

比較不一樣的。而在台灣新學年開課後，雖然蘭大因為武漢肺炎的疫情，還沒正式

開學，但老師也已經開始利用微信等程式，維繫學生學習進程，我覺得大陸這樣的

學習方式，是透過網路創造正面效益的實例。 

 另外在課程方面，因為蘭大在這幾年才開始招收比較多台灣交換生，選課的系

統還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在選課期間要多注意自己的選課結果，有一些台灣交

換生選課都出現問題，加上大陸的行政分級制度與台灣不同，可能要花點時間找到

正確的部門協助處理。當然除了這些可能也會有其他沒想到的問題，但重點是自己

一定要積極尋求管道解決，一般學校的人若能夠幫忙也都會提供幫助的。 

三、人文 

 在大陸交換的這段時間，除了甘肅省，也去了西安、成都等城市，大陸土地遼

闊，每個城市都有不一樣的風情，有的繁榮活潑，有的溫婉醇厚，也有的讓我感受

到經濟前進步伐與文化蘊育程度的衝突，但相同的是，可以感受到絕大部分的大陸

人，對台灣人都是十分友善的，從對話中也可以感受出他們對台灣美食、明星或風

情等等的興趣，或者甚至說是憧憬，在商店裡也經常會聽到台灣歌手的歌，有種親

切的感覺，但在對話中，同時也可以發現我們在政治方面觀點的歧異，有人會尊重

彼此不同立場，但也有人的態度比較激烈，像曾經遇到過以「中國」跟「台灣」稱

呼兩邊，就引起強烈反彈的情況。我認為在談論到政治相關的事時，最好是不要太

強硬，與人爭辯，畢竟到別人的土地上作客，是為了交流，而不是挑起爭端。 

蘭州大學瑜中校區 



四、心得 

  在蘭州交換期間，雖然大陸與台灣同樣都使用中文，但生活習慣卻有著一些區

別，初到時，不僅新的生活型態需要一些時間適應，在出發前的想像跟實際到來時的情

況，多少總會有些不一樣，因此心態上也要懂得適時轉變。但也是因為不同於原來固有

的生活模式，可以發現原來沒有注意到的，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質，甚至在我看來，人在

一個遠離根本的地方，有時反而會變得更接近原有的自己。 

  到大陸與到台灣大部分外縣市來說，到大陸是相對比較有機會遇到存在差異性

的情況，就像到台灣買東西用實體貨幣較多，但在大陸最常用的是線上支付，像這樣生

活上的不同，到上課，或是與人的交往等，會遇到比較多跟以前不同的經驗，也會知道

更多不同的處理跟面對方式，因此也越能認識到不同方面的自己，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自己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所以在交換期間，給我的收穫之一，便是更加的認識自己，

知道如何可以激勵出好的一面，也了解該避免什麼樣的情形，或是還需要再學習的地

方。 

  與當地學生接觸時，他們都釋放出滿滿的善意，有問題時也都很樂意回答幫

忙，讓我可以感受到，自己在一個可以互相進步的良好學習環境之中。在大陸，不少地

方都可以看見標語，在校園裡也是，社團招人的布條等，也都常用標語的方式呈現，甚

至老師上課時，偶而也會有用類似標語的話來激勵學生，印象比較深刻的話像是「身為

一個人必然是墮落的，所以一個人最大的驕傲就是戰勝自己」，讓人聽了有種想努力向上

的感覺，我覺得這點滿有趣的，也許這也是利於營造學習環境的一個方式。 

  在大陸的這段時間，發生過不少有趣的事，難過的事也有，但在離開蘭州的那

一天，所有的快樂跟不快樂都化成難以言喻的不捨，也許是因為在秋冬時期去到蘭州，

對蘭州的印象不是那樣艷麗，乾燥冷冽，不像成都給人活潑繽紛的感覺，但它也有屬於

自己的色彩，而且在與人交往中才更能感受到蘭州的生命力。 

  很謝謝在蘭州遇到的人們，陪我在我的人生中寫了一篇新文章，也謝謝學校能

給我這樣的機會，去到台灣之外地方看世界，在交換期間，我發現比起其他學校，台東

大學真的給了學生很多的資助，與蘭大建立的友好關係，讓學生可以免學費跟住宿費，

在不用有過多的壓力下，得到海外學習的經驗，對學生來說是很好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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