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見就是最美的風景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赴寧波大學交換心得 

   在四年大學生涯中能有一段交換學習的經歷，是我剛進入大學校園時就定下

的小目標，去彰師以外的其他學校感受不一樣的校園文化，認識更多的教授、同

學，結識更多的朋友，是一種非常難得的體驗。 

在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我有幸去到浙江寧波大學交換學習，之於我個人

而言，又具有一層更為特殊的意義。作為彰師的陸生，寧波對我而言，是一所最

熟悉的城市，但對於寧波大學我卻在此前鮮有瞭解，在熟悉的地方邂逅一座有些

陌生的學府，以交換的方式將故鄉與母校關聯起來，有幸能成為兩座城市或是兩

所學校之間的信使，或許很少有人會有這樣的經歷吧？四個月的交換生活，讓我

體會到了寧大師生的善意，也充分感受到了寧波大學，這所由世界各地寧波幫僑

胞捐建的大學有別於其他大學的獨特校園文化。廣交朋友、開拓視野、發現機遇、

擘畫未來成為我此次交換的最重要收穫，遇見就是最美的風景。 

初到寧大，首先感受到便是這所大學獨特的氣質，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的校

訓由書法名家沙孟海先生書寫，校內的建築和道路幾乎都以人名命名，有王陽明、

黃宗羲之類較為熟悉的浙東先賢，也有包玉剛、趙安中等寧波籍實業家，後來在

參觀寧大校史館之後才瞭解這些實業家正是當年這所大學的捐建者。透過建築看

到了一代代寧波幫外出打拼、造福桑梓、澤被後世的奉獻精神，也體現著“男兒

有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的獨立與創業理想以及遠大抱負。雖說在此之前

就對寧波商幫的事跡有所認知，但當我真正走入寧大，那種對先輩實業家們的欽

佩與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在寧大，相較於彰師，直觀上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這個學校的國際化，在抵



達學校首日，我們就在銀行和地鐵站結識了幾位來自辛巴威、韓國和印度尼西亞

的學生，他們當中有的是留學生有的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交換學生。在日後的課堂

上，我又認識了來自日本、孟加拉和奈及利亞的同學，在整個交換過程中，我結

識了來自十多個國家的朋友，這也成為我在寧大交換過程中一筆不小的收穫。寧

波大學內不同的系所都會為來自各地的留學生或交換學生，設置專門的輔導員老

師，雖說在交換過程中並沒有跟我的輔導員老師濤哥有太多的聯繫，但濤哥對我

們交換生還是挺友好的，也為我的選課和生涯規劃提供了不小的幫助，交換結束

后，我們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相較於大陸的很多大學，寧波大學是一所比較年輕的大學，校內的主體建築

較為分散，校園佔地面積也較大，校園內大片的樹林和草地，以及學校南側江濱

的濕地引來白鷺等眾多水鳥棲居，也使得寧波大學有了“白鷺林”的美稱。我剛到

寧波大學時，時值夏末，校園內樹木蔥鬱、芳草如茵，使人心曠神怡。 

不過校園面積巨大、建築分散，卻並未對同學們的學習生活造成太大的不便。

這主要得益于寧大校園投放了大量的共享單車和共享電動車的緣故，同時寧大學

生的自主創業項目丁丁車（類似於校園微型公車）也為同學們提供了出行便利。   

在寧波大學的校園裡面，除了丁丁車，其他許多創業項目也處處可見，從校

園紀念品的製作販售到自助式乾洗服務系統，從針對特定學生群體的穆斯林超市

到提供外景街拍攝影服務等，這裡處處充滿創業氛圍和創造精神，寧大校方也對

學生的自主創新創業報以開放支持的態度，而且還設立專門的學生創業中心和創

業街，為學生創業提供必要的幫助，這讓我很受觸動。 

交換期間我也造訪了不少大陸的其他學校，例如西安交大、西北師大、浙江

財經、浙江理工等，相比其他學校，寧大的創新創業氛圍是相當濃厚的，這一方



面得益于寧大校方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寧波這座商貿城市本身的環境對學生產生

的一種正向的影響。但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並不代表寧大在學習風氣就不及其他

大學，相反在寧大我感受了強烈的競爭壓力，而這樣的壓力有進而轉化成學習努

力的動力。剛到寧大的前兩週，我時常會早起晨跑鍛煉，就會遇到有很多同學在

寧大校園各處晨讀自習，起初我以為這樣的晨讀僅僅是因為近期會有某一場統一

考試而出現的臨時行為，結果經過一個多月觀察，才發現這是他們的一種學習習

慣，已經成為他們校園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學習的刻苦努力，著實讓我感到欽佩。

此外，學校的圖書館在很多時候也是一座難求的狀況，儘管寧大剛剛落成了新建

的真誠圖書館——一座寧大校園內單體最大的建築。寧大的學生生活區主要集中

在校園的東南角，而學校的教學樓則散佈在校園各處，所以每當造成上課前或是

中午下課時，在連接生活區與教學區必經之路上的南門廣場和有思廣場就會人山

人海，每當置身人潮我都會倍感壓力，但又充滿鬥志。 

在寧大交換的四個多月，我也結識了不少良師益友，有些是在課堂中認識的，

有些是在社團活動中認識的，也有一些是在市場營銷比賽中認識的。他們帶給我

很多的幫助，從他們身上我也學到了不少東西，獲益良多。通過輔修日文課，我

認識了來自日本的橫井老師，她曾多次到訪台灣，也對台灣有很深的感情，在她

的課堂上除了能學到課本上的知識，更多的是能夠獲得很多關於日本的資訊，讓

我對日本的許多文化和價值觀的東西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修創業管理課程過

程中也認識了從澳洲回國的徐教授，他的很多觀點都會讓我感到耳目一新，對於

未來如何創業他也為我提供了許多中肯的建議，在課堂之外我們也有許多深入的

交流；在潮粵社社團活動中，認識了幾位同樣對粵語歌或粵港文化感興趣的朋友，

我們結伴出遊、一同探討有關粵語的點滴也讓我印象深刻；在市場營銷比賽中結



識了商學院學生會的同學們，他們既是比賽的籌備方，也在比賽過程中負責賽程

的主持以及賽場秩序的維持，整個比賽他們比參賽者付出了更多的心力，作為參

賽者的我們對此深表感謝也深受感動。相逢就是最大的幸運，遇見就是最美的風

景。我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相約，如果有機會期待在台灣或大陸的某座城市在重

逢，相逢本不易，後會終有期，相信他們不會是我生命中的哈雷彗星吧？ 

對我個人而言，一學期的交換生活，除了是目標達成之行，也是赴約重聚之

行。早在我交換之前，我就結識了許多從大陸來到彰師交換的朋友，臨別是那句

“後會有期”總該是要兌現的吧？於是利用國慶長假，我飛抵蘭州，和曾經的交換

生朋友再聚首。在大陸的網絡社群媒體中，會把很好的朋友稱之為“老鐵”，這次

來到老鐵的主場蘭州，自然是很棒的旅程，從正寧路的牛奶雞蛋醪糟到西關的特

色烤羊腰子，從蘭州必吃的牛肉拉麵到宸溪老鐵大力推薦的開鍋羊肉，從蘭州最

火的放哈甜胚子奶茶到最傳統的“三砲台”……誠如梓易所言，蘭州的美食極為“養

人”，蘭州數日，對於吃貨的我而言，絕對是舌尖上的嘉年華，但比美食更讓我難

忘的，是諸位好友的盛情款待和溫暖擁抱。同樣的感受在之後的蘇杭、京津以及

廣州之行中亦反復出現，“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旅途體驗，讓人更容易去感知一座

城市，了解一方水土的風俗人情，重逢意味著新的期待，期待更多的相遇，期待

更多的重逢。 

這次交換帶給我個人的重要收穫有三個，其一是對大陸的創業創新環境有了

更深的了解，透過學習和參加比賽，積累了一些實務上的技能，對於未來的職涯

規劃和發展方向有了明確的目標；其二是結識了眾多新朋友積累了人脈，也讓我

有機會認識到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英語語文能力也得到了一定

提升；最後一點是赴了曾經許下的約，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心願。現在回首過去



的四個多月，宛若一次偉大的航行，這趟旅途中遇見了好多人，遇上好多意想不

到的狀況，有幸福溫暖的聚首也有突如其來的危機，不過遇見就是最美的風景，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感謝寧大與彰師，也感謝在交換生涯中遇見

的每一個人，每一樁事…… 

 

 

（初到寧大時在工商銀行結識來自辛巴威的留學生 Shamiso） 

 

（與同行的台灣其他學校的交換生在寧大大草坪合影） 

 

（參加市場營銷比賽在展位前與韓國朋友及非洲朋友合影） 



 

（與朋友合影於廣州沙面島） 

 

（廣州塔與珠江新城夜景） 

 

（與朋友合影於蘭州） 



 

（蘭州黃河中山橋夜景） 

 

（在寧波天一閣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