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二、生活及文化交流	

近年來越來越多台灣學生選擇臺中國大陸求學，這篇我將提出我個人

的看法解釋這個現象的原因。	

當我們已經錯過了來中國讀本科、讀研的申請時機，我個人是非常鼓

勵學弟妹來到中國的第一學府北京清華大學交換，因為在這裡你將身處一

個「匯集才人的平台」。	

我來中國天天翻牆，但我翻牆是為了看到更多、更多元的、我想看到

的東西，並不是為了翻回台灣看台灣的媒體、新聞、消息。事實上翻了牆

之後雖然還是習慣開臉書，但這彷彿變成一個如同開機動作般的習慣，而

我關掉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也就是說，我竟然在「有牆」的地方並沒有因

此更封閉、變成井底之蛙、或是獲取低品質的資訊和知識，我反而有機會

感受到更多。我自己感覺這是因為我在這裡的生活圈是一個「人」的品質

很高的地方。這裡是清華，幾乎是全中國最優秀的人每天都在我身邊晃來

晃去。可能剛剛前一個從超臭女廁走出來的就是明日的創業家還是國企棟

樑。有一次我還因緣際會到習大大之前住過的男宿溜搭，當時看著門口進

進出出的男生，不知道哪一個就是未來的大人物、狠角色，在這樣一個不

平凡的環境下，你即便再平凡，你都比別人更有機會是特別的。巴菲特曾

說過：「限制你發展的往往不是智商和學歷，而是你所處的生活圈和工作

圈，身邊的人很重要。」每個人的體力有限、精力有限、時間有限。透過

和高品質的人交流你才深覺學海無涯；透過和高品質的人交流你才有機會

以很有效率的速度學習對方思考的方式，或是吸收對方花了很多時間弄懂

的知識；透過和高品質的人交流你打開了很多扇門，於是你有了很多出

口，多了很多選擇，你看到的更多更豐富了。	

來到清華的這學期，我同時也在準備我碩士學位的畢業論文，由於寫

論文需要找文獻、搜集資料，我會和身邊的中國同學聊聊我正在寫的論文

內容，才發現中國學子也知道什麼是Google	Scholar，他們不但知道，還會

翻牆，會自己去搜尋想看的文獻、書籍和網站。很多清華的同學也都很有

sense、很 fashionable，他們也知道一些低調的好品牌，對生活品質有一定

的追求，也很有自己的生活態度。事實證明土不土跟國家無關，跟個人有

關。他們知道去哪裡閱讀有品質的信息、吸收有品質的知識。其實知識、

信息、新聞的來源是相當重要的，這些來源深深影響我們的內涵，而內涵

跟噴嚏一樣，無法隱藏。	

你知道嗎？清華裡國際化的程度很高，台灣人對國際化的思考總容易

陷入一個誤區，那就是我要到歐美地區才有機會跟「外國人」交流。但就



我自己個人經驗而言，我也曾到西班牙交換並且環歐 14 個國家，真的不是

到了歐洲美洲就叫國際化，這樣定義下的「國際」未免也太狹隘。我沒有

要探討「國際化」的定義，這三個字已經被濫用到早有成見，其實你真正

需要的是一個「匯聚人才的平台」。各國的烏合之眾聚在一起，但缺乏深

度的思想交流和精準的語言溝通，那只能叫「世界地球村」，但交通運輸

和互聯網已經普及很久了，「世界地球村」this	term	is	so	last-season.	所以

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現在就是那個「匯聚人才的平台」。我在這裡不到兩

個月的時間就有機會和美國、英國、芬蘭、法國、德國、葡萄牙、西班

牙、瑞士、瑞典、波蘭、印度、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韓國、日本等

地區一流大學的同學交流。人才所在之地，可說是非常有效率的學習平

台。我沒想裝逼，我們也不是每天架財務模型還是搞開天闢地的創業想

法，更多時候也只是輕鬆聊天，卻仍覺得獲益良多。說到這裡，不曉得是

否能夠讓大家略懂略懂我所謂「匯聚人才的平台」之意？	

如果有一個地方能冠上這樣的頭銜，你願不願意去？	

如果那地方剛好是中國呢？你的意願仍然一致嗎？	

如果不一致或有所遲疑，你能仔細思考其中的原因嗎？	

以上我所提及的都是有範圍的，安全點說只適用北京清華校園裡的知識與人

才。我知道我所處的生活圈仍是相對自由開放的校園，也許是校園才能讓我感

受到這些，所以請以「校園」的範圍來理解我以上的話，請以「知識」的品質

來解讀我所提到的品質。中國嘛，高深莫測、複雜複雜，身為台灣人又好像怎

麼提都不對，但你越害怕討論它，只會讓你越不了解它。“You	never	know	

what	you	don't	know.”希望成見不要成為你擋住自己的那堵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