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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底，我有幸從重慶來到台灣華梵大學進行了為期一學期的交流學習。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

交換生學習經歷，同時也成為了我此生難忘的記憶。 

 

猶記第一次見到華梵的模樣。經過2個多小時的車程，在盤旋蜿蜒的盤山公路盡頭，校園中溫暖的

燈光將夜色打亮。一下車，濕潤的霧夾雜深居城市而久違的清新空氣撲面而來，讓人忍不住深深呼吸，

我頓時明白了學校選址蘊含的禪意。正是在這樣遠離塵囂、純淨自然的環境中，我們才能更好地“覺之”

吧。 

 

來到學校的第二天便到了我所屬的中國文學系報導，說實話真真是一走上薈萃樓三樓，就被“中國

文學系”的氣氛所包圍了。傳統雅緻的裝潢，連辦公室門上都用木製牌匾毛筆精心手書教師姓名，會議

室更是需要脫鞋進入席地而坐的古雅舍間。這一切，都是我在此前學習生活中從未感受過的。而主任老

師的溫柔軟語和親藹笑容，更是寬慰了我初入校園略微不安的心境，距離感順時消融殆盡。 

 

在華梵的學習間，我一共修學了五門課程，分別是塔羅與心理諮商、國學導讀、女性主義小說哲學

導讀、通俗文學和篆刻研究。非常慶幸華梵的老師給予了交換生充分的自由進行選課，讓我得以學習此

前從未接觸的新鮮課程，而劃分細緻的專業課也讓我收益頗多。 

 

原本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態選了通識課程塔羅，不料裡面蘊含的知識也是十足廣泛深邃，全然不像牌

面上看著那樣簡單，而將其與心理諮商進行聯繫，讓我認識到原來塔羅也蘊含了真實的智慧與科學，塔

羅占卜，亦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有效手段；國學導讀課上，介紹了荀子、禮記、尚書、莊子、老子的成書

及作者作品相關的學問知識，相比在大陸母校四川外學習的古代文學課，國學導讀雖在跨度上稍短，但

研究各書的縱深卻比我以往的學習要深入不少，有針對性的導讀學習也讓我更加了解了這幾本國學經典

的內涵所在；女性主義小說哲學導讀原是哲學系的課程，雖然沒有什麼哲學底子，我還是憑著濃厚的求

知興趣選擇了這一門課，哲學課果然有別於其他課程，在課堂上大多時間都是師生之間針對文本進行的

深入探討和延伸，在思維碰撞中尋找哲理和對問題的解決辦法，對我來說，每一節課上課前，我都需要

數次閱讀文本以在字裡行間捕捉信息並進行思考，所選的小說多是意識流作品，讀來不算輕鬆，可是我

卻很珍惜這樣的必須花費精力用心思考的機會，通過一學期的哲學課的學習，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自

己知識面和思考面的拓寬；通俗文學課總是氣氛活潑、生動有趣，老師的授課方式輕鬆活躍卻又蘊藏豐

富，一個個專業的知識藉由趣向橫生、妙語連珠的文本導出，讓人感受直觀、易於理解卻又斷然不會覺

得枯燥乏味，而小組學習展示的任務更鍛鍊了我們合作學習的能力；篆刻研究是中國文學系的專業課，



篆刻作為中國文化，中文系人修學當屬自然，可是在大陸時卻苦於缺少良師教導，華梵的交流學習正給

了我這樣一個絕好的機會，吳大仁老師在書法、篆刻、國畫等方面都深有造詣，得以拜他為師實在是我

的幸運，而老師細心親切的教導也讓我從一開始連刻刀都不會握的外行成為了在期末時已可以掌握陰陽

刻技法，甚至還學習到了繪瓷技術的“匠人”，端詳自己親手刻繪的作品，多少有自豪喜悅之情油然而

生。 

 

在華梵的學習生活雖然短暫，卻並不空乏，我對這一學期的學習生活充滿了感激，它們實在讓我收

穫了太多，無論是學識上還是技藝上，我想自己都取得了新的進步。而華梵師生的善良與熱情、親切與

睿智亦會是藏於我記憶中最美的人情。離別在即，我卻並不傷感，只要記憶不滅，那麼華梵大學，便也

是我會永遠深愛的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