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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之前，我由衷地感謝院長、鄒老師、河海大學、蘇州大學的老師、

同學們、司機大哥以及同行的旅伴們，為我創造了此生難忘的珍貴回憶。 

就以這次與河海大學交流的狀況作為本章的主軸，河海大學的同學們讓我

見識到何謂天賦搭配努力的威力。就以這次與我深聊的學妹來說，今年大一的

她，以安徽省地 1000 名之姿就讀河海，要知道安徽省那年有 60 萬名考生，不

論如何她都是當今社會最頂尖的存在。尤其看到他們那令人窒息的大一課表，

我蠻遺憾自己當下的第一個念頭是「好險我生在台灣」，我想這就是萌生這樣念

頭的我與他們的差距所在。 

鏡頭拉到與河海大學學術交流的那天，習慣在手機中備著講稿的我將手機

遺落在飯店，不得不說這件事情給了我極大的衝擊以及莫大的緊張感。慶幸的

是，在報告開始前有事先認識，與對岸的教授、同學們，聊了好一會才進入到

報告階段。雖然報告、台風等獲得教授、同學們莫大的讚賞，但我對於當天的

沒帶講稿，導致許多有趣的補充內容未顯完善感到自責，於是我打算在研討進

入尾聲時給大家來個不一樣的 QA 環節。 

要知道，在學術交流前幾天與河海大學的學弟妹們暢談中，我隱約感受到

以下兩點，也就是他們對於台灣的想法，其一是他們對於台灣人、事、物抱有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例如來台灣旅遊、與我們聊天等都是；其二為:有非常

多中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思想下，他們也迫切的

想了解我們是否認同此一想法。話題回到 QA 環節，我們也感受到他們除了報

告內容外，還是有許多問題諸如我先前所提的，於是乎我們決定跳脫「學術研

討」這個框架，直接切進精彩刺激的「兩岸話題」。 

來自對岸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我認為最具代表性且激烈的問題，一位女學

生問道:「請問你們台灣地區的人會認為離開台灣是{出國}嗎?」這個問題嚇的季

樺姊跟河海大學的教授都坐不住了，但我們也是有備而來的，而我的回應是:

「我懂妳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什麼，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台灣好了，台灣是跟大

陸最大的區別我認為是自由度。在台灣，不觸法的情況下每個人擁有無限的自

由，你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好比說許多大陸人認為台灣是大陸的一部

份，或許有些台灣人不贊同你的說法，但這些人會尊重你的想法，因為對我們



來說，思想、言論自由，你值得擁有。同樣的，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也不容

許別人擺弄或左右。套用一句曾經一位偉人說過的名言: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

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第二個問題也是個很不錯的問題: 「去台灣有什麼需要注意的?」而我的回

答是:「我大致上能理解你擔憂的地方是不是來台灣被排斥，但要知道台灣是一

個包容、友善各個地區、國家、民族的地方，我敢保證這種事情發生率極低，

就算有，我也認為這是每個地方普遍存在的”低素質”民眾，不具代表性所以無

須理會。就我對於台灣的認識，不論你是哪裡人，我們都很歡迎你來台灣。」 

第三位同學聽完前面的對談後，她說：「她印象中的台灣人其實都不太好

相處。」我問她：「你有沒有來過台灣？」她回答沒有，那我很篤定地跟她說

她肯定是從網路上接觸到的台灣人的吧！她也承認此事。我相信你我都是文

明、正常、理性的人。真正的文明人們會在網路上與他人和善交流、腦力激

盪、切磋等，但是不會謾罵、攻擊、誹謗他人。而會利用網路來攻擊你們的人

我相信絕對是佔台灣極少數，所以切勿用盲人摸象的方式來斷定台灣人的真實

性格、情況。有機會來台灣走一遭，體驗我們的在地風情，台灣是個很熱情的

地方，我相信來了之後一定會讓妳有所改觀，畢竟在台灣，普遍是我們這樣的

人，具有攻擊性、低俗之人反而佔極少數。 

本段做個總結，在這次需要「謹慎應對」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他們對於台

灣的憧憬，卻又很怕受到受傷害，本次的對談中，我們組員都非常努力拉近雙

方關係、也化開了許多他們對於台灣的誤解，最後也成功的加到許多人的聯絡

方式，期待未來能激發更多良性的思想碰撞。未來也希望碩二能夠再次參與這

樣的研習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