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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缓缓降落在美丽的桃园机场，我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

踏上了台湾这片热土，开始为期 4个多月的交换学习。一下飞机，

我和同行的交换生就深深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好客。中正大学成

员匆匆赶来迎接我们，将我们带到休息区，并积极与我们聊天，

嘘寒问暖。这使我们一到台湾就感觉自己早已和这里融为一体。

初到台北，头顶上，烈焰烁烧着斑驳破碎柏油跑道，伴随隆

隆的发动机轰鸣，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于我印象之中，

台湾，仿佛旧挂历上那泛黄的老相片，还沉睡在那 1949 年背井

离乡的国军寂寥而又伤感的身影中，台北，一个悲情的城市，一



个被正统遗忘的角落，荷兰在这里殖民，日本的太阳旗曾经在这

里飘荡，乃至今日， 50 年的异族统治让这里的空气中，好似还

有那么一缕大和的樱花香气。中正路，忠孝东路，还有那陈旧的

建筑，和民国时代的的南京竟如此相似，仿佛从那街口小巷中，

还可以走出一位婀娜的梳着发髻的旗袍女子。

桃园到嘉义，在地图上不过区区一小指头的距离，却让我们

的大巴车足足绕行了近 4 个钟头，台湾虽小，却是五里不同路，

十里不同天，桃园耀阳烁目，嘉义却阴雨绵绵，此时长途跋涉已

然让我腰酸腿痛，幸好中正大学的热心同学不乏劳苦，一路帮忙，

提拉行李指引道路。辗转回到学校安排的宿舍，放眼望去，可谓

之豪华，角角落落，无不充满着人性的关怀，为方便行动不便的

学生，只要有楼梯，就有斜坡和电梯，更不用说不间断的热水冷

气了。宿管阿姨的眼角，总是流露出母亲的光芒，早晚提醒我们

添减衣物，在她的眼中，我们都只是一群离家的孩子，不会照顾

自己，让人担心。

说到学业，不得不提及台湾的老师，师者，传道授解惑也，

与其说尊为师，不如说同为友，台湾的老师，多留洋海外多年，

会数门外语亦是常见，老师多博文多才，在专业上更是兢兢业业，



造诣颇高，难得的是老师都毫无身架，总是以平等的姿态来启发

学生，尤其外语老师绝对不允许说中文，课堂上的讨论精彩热烈，

师生各执一词，辩论的面红耳赤，真是可以用可爱来形容，颇有

古希腊雅典学堂之风，然隔岸遥望，大陆早已难见此景。

堂后课下，我曾有幸

受邀同 数位老师，系主任共

餐，席 间其乐融融，丝毫不

见 芥 蒂，追根溯源，系主

任点破 天机，乃校长治校之

制，校 长由老师投票选出，

不受行 政单位所掣肘，所以

全校上下平等，共为学生出力。此则学生之大幸。据传中正建校

之初，从地基中挖出白蛇，此乃祥瑞之兆，飞黄腾达之意。有人

建议校长在此地建立办公楼，可校长莞尔一笑，说在此地建图书

馆。其话之意，不言自寓。

台湾地方虽小，可是文化鼎盛，从风靡全球的台湾歌手就可

窥见一斑，日本文化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樱花和九族原住民相遇，

造就了独特的台湾文化。台北故宫，赤坎楼，日本总督府，阿里

山姑娘，这些文化符号融入了台湾的血脉，让她历久弥新，浴火

重生，在今日可以以文化傲视世界，不得不让人动容，让人衷心

敬佩。虽然在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游历台湾本岛数次，参赏

遍在地风物，可是我认为，台湾最美的风景，不是阿里山，不是



日月潭，纵使台北 101 名扬国际，也比不上台湾之光 —— 最

美台湾人。台湾是一个温情社会，其中的台湾人，是如此令人尊

敬。街边卖古早味的阿婆，便利店里的小弟，炸鸡排的蜀黍，都

是一样的温暖人心，“谢谢”声不绝于耳，“慢走偶”带着台湾

特有的调调，总是让人甜到心坎里。在台湾，不必担心把包包放

在身后，不必担心迷路，不必担心丢东西，不必担心太累而走不

动，因为身边的台湾人总是随时准备着帮助你，为你拿东西，为

你带路为你搭便车，甚至请你吃饭！这是怎样一个互相关爱的社

会啊，虽然她的楼没有大陆的高，车没有大陆的豪华，街道没有

大陆的整齐划一，但是台湾的人时时刻刻从心底发出对世人的悲

悯和爱护，这就是伟大的台湾人！

当然，现在，纵使我身在大陆，可我忘不了台湾的同学，老

师，忘不了台湾的大肠包小肠，忘不了垦丁海景，更忘不了曾经

给予我帮助的陌生人。虽然在以后，我的记忆会模糊，可我知道，

那里，就是美丽的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