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實踐報告:對岸與世界 

參與人員: 社學二 紀芳穎 

緣起: 

在此次中國旅程之前，從未有機會踏出國外，對外國文化一直充滿好奇，生活中

接觸了許多異國文化 （書籍音樂電影），但是沒有實際的與人接觸依舊難以了解

文化思考與生活背景上的差異，因此透過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的海外成長體驗計

畫，期待自己更能主動的去了解對岸與世界。 

 

主旨:  

感受體驗中國，觀察中國東北的民情，並且與中國青年及他國青年有進一步文化

與思考的交流，增廣自己的眼界，對多元文化與多元價值觀有更深的體認。 

 

過程與內容： 

7 月 23 日至 9 月 7 日，共 45 天。 

待在哈爾濱市為主，走訪四所中小學 

與瑞士、波蘭、烏克蘭、澳洲、俄羅斯、義大利、韓國等國青年 

一同向學童分享與介紹國家文化，其中以 homestay 方式 

拜訪兩戶中國家庭,各待上了一個星期。 

並且前往哈爾濱北部一带，於鄉村地區停留二到四天。 

在這之間也以自助旅遊方式前往北京一個星期， 

走訪了古文化北京、老北京、藝術北京與現代北京。  

 

前導 我眼裡的對岸與世界 

  在尚未踏入中國之前,從未與中國青年有過交流,僅有的一次,是與北京大

學的學生交換明信片,而這次前前後後從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發,認識了四十來

位的中國青年,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域,有南方有西方也有哈爾濱的當地人,就讀

於哈工大﹑黑龍江大學﹑東北林業大學、河北經貿大學等．和他們熟識下來，

也有進一步的深入聊天，也感受到大陸的青年不像學姊之前說的堅持己見﹑

難以溝通，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理性的交流，即便我們的價值觀不大一樣。

在四個星期拜訪不同中小學的期間，有許多和學童互動的機會，前後超過一

千多位學童。我們用單車環島的方式，將台灣介紹給孩童。在 Homestay 的家

庭裡則透過阿姨與叔叔的人際網路又認識了與他們同屬於中產階級的中國

人，叔叔與阿姨皆在政府機關工作，待我們和善．透過其他異國青年的

homestay 家庭也認識了些已出社會的青年與正直升學階段的高中生.透過人際

網路的連結,我在中國的故事就這樣用”人”串連了起我的每一天，也許我遇

見的人並無法代表全部的中國，但他們帶我認識了中國。 



※以下報告將以主題性的標題，將所見所聞所感化為文字，加以敘述與分析。 

 

 

內容  我眼裡的對岸與世界 

 

 

一. 青年的中國 與 中國的青年 

   

  在我整體感受到的氛圍裡，青年是認同中國的，認同自己的國家。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中國”黨”的思想並沒有深根到每位中國學生中,學生還

是有許多自我思想與意志.在認識的青年裡有青年已成為黨員，有青年為預備

黨員，也有青年曾經在同學的遊說下試著入黨，但在受訓時因為無法接受黨

的思想，便決定放棄入黨；也有青年表示，他是堅決的反對黨，也有青年提

出愛國不一定要愛黨的想法。而關於入黨的概念，就青年的敘述是因為在往

後社會上較有甜頭可嚐，尤其是在商界．青年們明白的告訴我們，現在很多

東西都已經可以公開討論，只是不要在網路中煽動即可．在大陸的期間有機

會去旁聽了政治思想史之課程，對於標準化與教條化的課本，青年表示他們

也沒有辦法全盤接受。在我感受看來，部分青年可以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某部

分被限制住了，而他們也懂得用私下的管道來突破限制，但是他們也不會選

擇張揚，而是選擇平和． 

  在某次的長談裡，青年表示他很嚮往外國的世界．他說他不認同一些中

國的主流現象，例如：循著權力的關係往上爬、安穩的為政府工作。但他無

法改變，所以他未來會選擇出國，走向世界. 

  

每當青年向我們分享他們的想法時，我總是聽著，聽著他們不同的想法，

因為不大了解中國，所以無法給予太多的回應，但就是聽著. 

  而我也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國家意識＂在中國非常強烈，這點我無法

與其他國家青年相對比，只能和台灣相較，在中國的青年可以對於國家與國

際議題侃侃而談，相較於台灣,台灣青年較顯得不太關心．中國的青年對於＂

中日＂＂美台＂＂中美＂的消息都相當關注.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青年

的對日情緒,中國的青年普遍不喜歡日本,甚至有點一仇視，他們訝於我們對於

日本沒有仇視的情緒．他們向我們解釋了 918 事件與許多中日戰爭日本對於

中國的作為，他們問說：日本不也佔領了台灣嗎 也欺負了台灣人？    

我想到了我說著一口流利日文的爺爺，我們試著解釋，很多東西是歷史背景

所為，而在現今台灣的歷史教育中，我們並沒有去強調這一部分，而日本也

在台灣奠基了許多基本建設． 

  我所遇到的中國青年對於自己的未來有許多打算，許多人都選擇未來要

出國念書，也有許多是準碩士生與準博士生，相較於台灣他們的準備充足許



多。透過遊戲的互動過程，大陸學生卯足了勁，想分出輸贏，讓我感受到他

們的競爭與好勝心。在某部分中國的青年給了我一種叫驕傲之感，一種他們

的世界小了一點的感覺，因為他們把中國看得太大了。無法評斷對錯，只是

我所感受到的． 

   

  

二. 青年眼裡的台灣 

  在中國的咖啡廳裡，公車上、北京的地鐵都能聽到來自台灣的流行; 

在 KTV 裡也能輕易找到台灣歌手的新歌;在書店裡有一系列的九把刀小說創作，

在街頭有許多打著台灣名號的食物店家。當我初遇到大陸青年，有許多人都會主

動告訴我他們喜歡的流行歌手、語流行音樂以及他們喜歡的綜藝節目＂康熙來了

＂與 ＂大學生了沒＂．也有很多人告訴我們他們喜歡台灣的電影＂那些年＂＂

艋舺＂等．許多青年嚮往著台灣:台灣有流行的元素、有許多清新的藝術創作、

與美食。曾有個青年向我敘述了她對台北的想像，她說透過書籍的文字描述，她

覺得台北充滿了自由、閒適、與文化，她覺得台北充滿了驚奇。我說我很喜歡台

北，等著有一天她來體驗。 

 

  在青年的眼中台灣是一個資源較充足較繁榮較現代的地方，有許多青年都很

希望可以來台灣走一遭。部分青年認為台灣相較於中國還保留了較多中國的傳統

文化。不過在某些地方我感受到的是對於青年來說台灣就和香港差不多,有青年

說她覺得台灣很棒,所以他希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有青年告訴我們投票要投

國民黨因為那是黨和黨之間的；有青年說台灣要回歸祖國的擁抱；有青年說自古

以來台灣就和大陸密不可分，所以沒有台語；有的青年說台灣應該是一個獨立的

地區不屬於誰；有的青年說若是用了武力傷害了台灣的人那他不希望強制動武；

有的青年說我們應該聽聽台灣人的聲音。這些對話，都在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發

生，很平和,每個大陸青年也都有自己對於台灣的看法,我們能做的只有把我們的

想法告訴他們，我們沒有憤怒、沒有強硬的態度，只是很真誠地讓他們試著去了

解我們的想法. 我們自己心中明白,我們都沒有權力與勢力去改變現狀,只能堅持

自己所相信的信念。 

 

 

三 學童裡眼中的台灣 

  在介紹台灣時我們都會問學童你們知道台灣嗎？說說看對台灣的印象，小朋

友會說出食物、日月潭、阿里山等答案．也有小朋友會回答出地理課本所教的海

上米倉、東方甜島、水果之鄉等。在課後我們會請小朋友寫下對台灣的印象與想

像。大部分的學童記住了台灣的美食和風景，也有學童記住了台灣有很親切友善

的人．從學童的表現和回答的內容無法了解他們對於台灣的想像，只能感受到他

們覺得台灣是個美麗的寶島．不過有學童主動問了我們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我們說你覺得呢？有學童說：應該不是吧，因為我們有些不一樣；有學童說中間

隔了一到海應該不是；有學童說他希望是，因為他很喜歡台灣。 

  其實後來我們在學童的教材裡發現，在小五的國文課本裡就提到了台灣，課

後練習是要寫一封信介紹自己的家鄉給遠在海上的台灣同胞。 

 

 

 

四.中年人眼裡的中國與台灣 

  我 homestay 裡的叔叔和阿姨，都非常的和善與理性．他們大約四十出頭，

我不太了解它們的成長背景，不過他們的生活方式就像我的父母親一樣，叔叔喜

歡泡茶與聽音樂，也有許多和朋友的交際應酬；阿姨則是喜歡作飯菜與買書看

書。阿姨第一次把我介紹給家裡的小妹妹時稱呼我為台灣來的親屬，阿姨表示她

很希望可以來台灣遊玩，她說她的朋友來過台灣覺得台灣很友善。阿姨問我喜歡

中國嗎？我停頓了一下，我說喜歡，可是我們有些不一樣. 阿姨認知中的台灣比

較富裕,阿姨的解釋是戰後有一批人來到了台灣,帶走了大陸的金錢因此台灣是在

較好的立基上開始發展。阿姨也說大陸這裡的人生活還是比較辛苦，因此許多販

售商為了生計，才會開出很高的價錢或者惡言相向。從阿姨的解釋中我也試著去

從不同角度看中國．叔叔在公事上很忙碌，但也有早上下廚的習慣，叔叔對台灣

有許多好奇，不過大多是生活上的好奇。我和叔叔聊了大陸的房價、服務業、打

工的情況、台商的情況，與大陸的中小企業。因為沒有懂太多東西，因此只能將

我日常中所了解的與此次來大陸看見的和叔叔做分享，叔叔也以經濟面的角度和

我解釋我看見的大陸，我覺得叔叔了解大陸的劣勢與優勢，叔叔不避諱政治議題。  

 

 

 

五.外國青年眼裡的中國與台灣 

  在這次的旅程間認識了烏克蘭、荷蘭、義大利、波蘭、瑞士等國家的青年，

我們沒有很直接地聊政治的話題，只有稍稍的碰觸到。 

  在這之中的義大利青年很喜歡中國文化，他平時會打坐，他也研究老子的道

德經，他未來想當外交官；其中的烏克蘭女生他學習了三年的中文，這是她第二

次去到大陸. 我問她是否知道台灣跟大陸的差別,她說她不太知道。我也問了一位

瑞士青年他喜歡中國嗎？他說喜歡，不過不會在這裡久待，因為文化差異太大

了，在我們工作期間，曾被要求不要在課堂上提到＂國家＂兩個字眼，瑞士人在

我們全部外國與大陸青年聚集的場合提問了 why? 事後和他聊了聊,他說了想法

他覺得台灣是一個國家。在許多玩鬧聊天的時候，可以感受到外國青年不太清楚

台灣和中國的差異，因為我們都說中文、都有中國傳統文化，我想只有親身體驗

過才能體驗這之間的不同。 

  平時我們待在哈爾濱市區的機會較多，因此平時的生活還算便利，有其中一



周到了偏遠小學，外國青年一致用了＂Real China” 來形容我們看到的景象－比

較貧窮的中國。我聽到這個詞時想了許久,外國人到底是怎麼看中國的呢? 是落

後貧窮的嗎?還是崛起中的大國? 用了 real 這個字眼,本身就已經有先入為主的想

法，似乎是他所看見的景象呼應了他預想的中國。 

無法明確了解外國青年眼中的中國，也許充滿了許多 culture shock 和 驚喜吧! 

 

六.我眼裡的中國 

在我眼裡的中國，與台灣不一樣，但又充滿了相似處． 

不一樣的是我們的性情、生活型態、價值觀。 

一樣的是我們有類似的消費型態、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 

當我走在北京的王府錦街頭，看著路上的行人，看來看去和台北一樣， 

百貨公司裡的人正挑著衣服，麥當勞、辛巴克裡面坐滿了人。 

當我走進７８９藝術園區，許多打扮新潮的年輕人， 

逛著一間間的藝術展覽空間，許多地方也賣著文創用品。 

在那當下我明白了，中國自己本身也愈來愈不一樣， 

也許這是一個國家邁向下一個階段，轉換間的過程。 

台灣人和中國人性情上的差別， 

我想友善與親切的台灣人多一些，台灣人也比較溫和和熱情。 

我也愈見許多善良的中國人，但是在人群之中，氣燥、氣粗的人又多了一些。 

在中國也見著許多標語，那些標語看了讓人覺得不實際， 

但那卻是控制了多中國人思想的標誌。 

在我眼裡的中國，是正在轉變中的中國 

他在嘗試褪去一些舊的東西，而迎進新的東西， 

在我眼裡的中國還有很多路要走，還有很大的變化與挑戰。 

 

 

七.我眼裡的世界青年 

在我的感受裡，外國的青年能很確定的知道自己要什麼與不要什麼，不一定會跟

著主流走，他們堅持他們相信的價值。基於文化背景的差異，亞洲人和歐洲人會

表現出不一樣的性情。亞洲人在與人相處下，整理來說比較會注意禮貌的細節，

歐洲人較大而化之。在這次的旅程中的義大利青年他說社會學很有趣，他很喜歡

法律社會學，並推薦了一些書單給我，他問我說我以後想走怎樣的路呢？我說我

喜歡觀察、寫作、也想為 NGO 服務。他很快地回覆我，也許你以後會把它融合？

我笑了。另一位瑞士青年念的是經濟系，他說他的同學都想進大銀行工作，但是

他唸經濟只是想更了這個世界怎麼運作，他以後想去聯合國或綠色和平組織工

作，聽到我的主修是社會學時，他說他欣賞念非主流科目的人。 

 

 



 

感想  我眼裡的對岸與世界 

這一個月半下來的生活,讓我體驗也看見不同的中國, 

這之中有不同思考方式的交流、異國文化的洗禮與自我國家認同的矛盾與衝突， 

這趟旅程的收穫是豐富的，得到了許多衝擊， 

而某些衝擊是需要時間來好好思考與沉澱，用未來的生活經驗來相互印證。 

無疑的，我對中國有了進一步初步的認識， 

我知道在未來還會有許多機會慢慢去了解它背後的變化。 

而這次也有許多和世界青年交流的機會， 

他們的行事作風與觀念想法， 

也讓我對世界有了更多不同的了解。 

 

我知道這趟旅程我成長了，我會變得更謙卑與尊重多元， 

並且帶著一份獨立思考的能力，在未來繼續探索對探索與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