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步算⼀步的歐洲交換之旅 
⼆〇⼆⼆年的⼆⽉⼗九號，我踏上了瑞⼠的領⼟，準備進⾏我在巴塞爾瑞⼠⻄北應⽤⼤學的

交換學期。

出國交換是我上⼤學的優先⽬標。除了覺得藝術在台灣是也不夠寬闊，想去⻄洋藝術重鎮看

看，也是認為到國外可以幫助我尋找我未來的⽅向。恰巧受疫情影響，很多⼤學應得到的體

驗也受到很⼤的衝擊，所以毅然決然在學業中途、疫情中途申請了出國交換。

⽂化衝擊 
剛開始抵達，所有事物都很新奇，但隨之⽽來的現實問題立刻把我從觀光客的⾓⾊叫醒。

尋找住處對於外地⼈來說很難估算合理價格，也⾯臨語⾔不通、沒有熟路介紹，因此沒有很

多選擇的窘境。因為是基督教與農⺠⽂化的國家，也不像台灣幾乎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多種

店家開著，不僅週⽇幾乎休息，五、六點關⾨的超市、餐廳也佔多數。

除了⽣活⽅⾯，在學校的體驗也給了我⼀陣衝擊。與過往經歷不同，課程內容上非常著中議

題探討、理論閱歷分享以及交流個⼈想法，這讓我⾯臨必須同時越過語⾔不通順、⽂化觀念

差距、表達習慣不同等各種隔閡，在最開始的時候很難完整參與。

學習適應 
從結論上來說，突破這種困境的⽅法就是增加資料（多溝通）與鎖定重要資料。

住處⼀開始只有網路這個通路，寫信聯絡很多間都沒有回應，但如果不想⼀直住過於昂貴的

旅館，就再繼續聯絡，最後也有幸得到⼀間很好的合住空間的回應。對於營業時間與⽣活習

慣的不同，就得練習列出各個地⽅的限制與⾃律的去遵守時間。

因為課堂上所討論到的範圍幾乎是無限⼤，就得先從老師預先給的教材下⼿，預習並查清楚

不懂或不完全清楚的關鍵字，如果課堂上有同學或老師有提到什麼資料也先記起來當作延伸

學習，如此⼀來再以交流為重的課程中或與同學思辨、聊天也能越來越順⼿。

除此之外，也練習有問題就不吝嗇的去問。因是⼀個來到完全陌⽣環境的⼈，我反倒不會去

計算問⼀些問題合不合他們的⽂化、會不會被認為不知道常識等問題，結果除了原本有疑問

的事得到解答，還得到令⼈驚喜的額外資訊。再來，⻄⽅的⽂化風氣也傾向於⾃⼰去爭取⾃

⼰所想要的，因此也可以說讓我對於「爭取」更沒有負擔。

所得所獲 
從這趟交換之旅回到台灣，我發現我像是⼀個重新找回了原本學習熱情、但⼜不是無知狀態

的⼈。

當我開始培養⾃主的去尋找出路的習慣，同時也培養了「事情是有可能發⽣」的⼼境，⾃然

也會比較不消極，抗壓⼒、適應⼒等等也不會再是問題。雖然持續的維持這個狀態還不是我

能得⼼應⼿的事，還需要多加練習，但跟本上還是有相當多的成長，對⽣活的態度也較為不

嚴肅緊張，⼼境已⾃由了不少。本來預想「增加視野」這個⽬標也因為有了深入交流所以順

路獲得。




除了⼼靈層⾯與學習層⾯，我也獲得了很多朋友以及⼀些歐洲藝術圈的⼈脈。更因為體驗很

好，覺得成長了許多所以選擇延長⼀學期的交換學⽣，甚⾄打算讓整個體驗更完整，在今年

申請到同所學校的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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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雖然可能不是所有⼈都適合去歐洲進修，但對於各⽅⾯資源有限的台灣來說，「將⾃⼰擴展

到國際規模」的議題是在所難免的。交換的價值在於讓學⽣更容易有個平台深入異地，走到



⼀個不⼀樣的地⽅，從全然不同的⾓度看事物。因此我會推薦所有想尋求突破的同學，勇敢

嘗試走出台灣的舒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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