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那年那時那臺灣 
    倒數 30 天回大陸，來台已經 96 天。用倒數日在這個軟體，從 2015.2.24 天開始計時，

並且現在進入倒數階段。回想 2月 24號前，我的記憶還停留在，過年的時候，家裡人齊聚，

一起聊起來臺灣要注意的事情：“晚上不要隨便亂逛，不要在那邊那麼多事等”我媽回應親

戚說：“別擔心她，我很放心她去外面的。” 

初來臺灣報導     

2月 24號，我爸開車送我到達白雲機場。我送走了我爸，第一次，我感覺我爸爸是這樣

的有魅力，可能因為這短暫的離別，強化了人的感官。那天從白雲機場，轉機到達香港機場，

再而到達桃園機場已經是晚上了。我看見接機的學生高舉“佛光大學”，心情不是一般的激

動。心想：“這裡就是我這半年的安身之所，這所大學，這個島。” 

 
（這樣，有點職業病的我，看到這種有記錄意義的時間點，我拍下了 24號那天到達機



                                     

場的交換生的合照。）  

剛踏上這片寶島，就感受到這裡人們的熱情。接機的學生各種熱情的接待，解答我們各

種“逗比”問題，給予我們各種生活上的建議。 

校車到達蘭苑已經是晚上 12點多了，在沒有整理好床鋪，也沒瞭解附近的街區的情況

下，整個人都是疲憊的。但是，當我拿到宿舍房門的鑰匙。開門的看到宿舍的那一瞬間。我

感覺很舒服。這裡生活環境的設備比起原本的學校好上好幾倍。以前的宿舍是 8人宿舍，上

下床，兩台風扇，水泥地。現在住的環境，設備齊全，環境舒適。想到這裡，一下子把我拉

回現實，還剩一個月就要回去住 8人宿舍。但卻能在那熱鬧的小屋子裡面跟老朋友談天聊地。

有得有失。 



                                     

 

 

    剛來的時候，對這裡所有的一切都是好奇的。什麼是捷運?什麼是葛瑪蘭?為什麼學校的

小鳥這麼多，而且不怕人?為什麼小狗是校狗，而且有執照?礁溪在哪裡?鳳梨是梨嗎?臺灣的

消費水準是怎樣，我買多少錢的早餐算合理消費?為什麼去這麼近的地方要坐火車?現在想想

這些問題，好像自己是剛出世的小孩子一樣無知。感覺臺灣很大，地理很複雜，人很單純。 



                                     

人是這裡最美的風景   

那天，買了一塊厚片和披薩作午餐，我坐在石 凳上，小白

突然跑進來望著我的披薩，直接咬走了我手中的午 餐。多麼調

皮的校狗。我並沒有因為它的任性而生氣，反而我 覺得這裡

的小動物，小鳥不怕人，跟人很親近。讓我感到這 裡人們的

愛心，對動物的保護與尊重。而大陸很缺乏這種愛 護小動物

的觀念， 

我來台一個星期後加入了熱舞社，一個聚集著 佛光大學

熱愛跳舞的社團。天下著濛濛細雨。一個跳舞跳得 很投入的

晚上，我錯過了晚上最後一班回宿舍的校車。正當 我煩惱著

在這濛濛細雨的夜晚怎麼回宿舍的時候，來我們學校拍戲的劇組司機得知我的煩惱，他說：

“我正好要載我的家人回臺北，可以順路載上你。”兩個精靈的小孩子跟她的母親坐在後座

上，我頓時感到人間溫暖。感謝臺灣人對我的照顧與相助。他們願意為他人付出而不計回報

的心，我深深受到感染，我希望能把這種人格

魅力延續在自己身上。 

慢慢地，我習慣了這裡的生活，我在這裡

也認識了一些臺灣友人。在這裡，我不得不提

我認識的第一個臺灣朋友—阿旻。在他的身

上，我能看到很多臺灣人所擁有的本質優點。

當我還不知道葛瑪蘭是什麼的時候，他帶著我

們瞭解臺灣。遊淡水老街，搭貓空纜車。每當

遇到什麼生活上的問題，或者當地文化的一些

疑惑，我都會第一時間想到他，然後諮詢他。

而他，總會很詳細而又很有耐心的解答我的疑

問，並且會把他分析告訴我。他總是笑嘻嘻

的，好像沒有什麼煩惱，他讓我覺得所有的問

題都不是問題。他的活潑，耐心，單純，溫柔

體貼，讓我感到人在異鄉卻溫暖。 

“謝謝”是我在臺灣聽得最多的一詞。無論多麼微不足道的事，他們都不會錯過表達感

謝的機會。我們漸漸的也學會了走下校車的時候，跟司機先生說一聲：“謝謝。”司機總是

會回應道：“好的，不謝。”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笑容，時刻讓人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友好。

每次校車來的時候，都不推不擠按順序登車，一切都是這樣的井然有序。 

在臺灣，溝通是沒有障礙的，大家都能以普通話交流。所以來到這裡，安全感還是大大

的。其次，即使在去某個景點的路上迷路了，也不用擔心，因為問一下附近的人們，他們都

很樂意幫助我們解答疑問，甚至會帶領我們到達目的地。身處異鄉，因為有他們，我感到溫

暖，舒適，有安全感。 



                                     

灣灣的人性化生活 

在這裡生活，走在大街小巷裡，你很難發現垃圾桶，但是，街道卻是乾淨舒適的。在臺

灣非都市形態地方的一般道路都不會有公共垃圾桶，民眾大多會自覺的把垃圾拿回家分類地

扔掉。維護自己居住的環境衛生，一切靠民眾的自覺性。那次去參加媽祖大甲繞境，13.5公

里的行程，在這路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信徒沿路派發食物，水，零食等，搭建帳篷，讓參加

媽祖繞境活動的人們休息。沿途很多人，但是路卻是非常整潔乾淨的，民眾不會把垃圾隨地

亂扔，而且會自覺的把它分類，在這樣混亂而又疲憊的道路上。 



                                     

 

在臺灣，我們總能發現一些好玩好吃便捷便民的東西。那天我在臺北逛街，逛了一天，手機

沒電了。此時，我發現了免費充電站。在大陸，公共場所充電的地方都需要付錢。我以為我

眼花看錯了。但並沒有，只需要投幣 10鎖住正在充電的手機，等開鎖後，10元也會彈出來

還給我們。如此便捷利民人性化的設備，我怎能不喜歡。

 

 



                                     

舒適環境自由人 

從宿舍窗前望出去，就是一片大草原。流淌著溪水，陪伴著飛鳥，高掛著雲朵，一望無

際的綠色植物。讓人為之傾心，感到舒適。只有早上沒課，我都會去那一望無際的草原跑步，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帶上耳機，聽著歡快節奏的音樂。仿佛過上了退休的生活。這樣的大草

原，竟然與我的距離只有一窗之閡。    

 

學校也是一個充滿魅力的。環境優美，設備齊全。來佛光大學讀書，我永生不忘。這裡

的夜景深深的吸引著我的注意。果然，夜間的學校比起白天的優美更多了幾份神秘感。從山

下一直往山上走，一路上探索著這間學校的夜景風光。



                                     



                                     



                                     

 

將—那年那時 

來台 96天，怎是一言兩語能說盡？在這裡，認識各地的交換生，在這裡，各種文化交匯

碰撞，在這裡，我們樂此不疲。願我能把在臺灣所見所聞所感所獲長存心智，發揚延續其之

優點，無論身處何方。願朋友們展翅高飛，懷抱理想到達彼岸。徹夜秉燭夜談也不能把我在

台所獲詳盡。此年此時，將會那年那時。 

 



                                     

                                                        
圖文：羅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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