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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 3：交流活動 

 

  Universität Mannheim 是所綜合型大學，學生人數不少，社團也多，最主要

替交換生舉辦活動的是 Visum，有點類似政大的學生大使（SA）。他們負責

Stammtisch、Party、International Dinner、Running Dinner、Social Cooking、City Trip

以及 Buddy Program。 

 

 Stammtisch：禮拜一晚上在 Café L3，雖說每個禮拜有不同主題，但主要就是

大家喝喝小酒、放鬆聊天的場合，是認識新朋友的好機會。 

 

 Visum Party：禮拜二晚上在夜店 Soho，離我住的 G7 非常近，走路五分鐘就

到了。有時候會有 Dress Code，例如 Black&White 或復古趴。因為夜店的酒

比較貴，所以朋友們通常會從超市買酒到我宿舍 Pre-drink，然後再一起去

Soho。歐洲的飲酒和夜店文化興盛，普遍認為是很正常的社交活動，但還是

要知道自己的酒量和肢體接觸的容忍度，千萬不要沒拿捏好分寸讓自己敗興

而歸。禮拜四則是各學在學校舉辦 Party，一般要提前買票入場。商學院的

Party 是最熱門的，門票非常搶手。 

 

 International Dinner：交換生和當地生各自準備家鄉料理，最後端上桌以自助

餐的形式品嘗各式菜餚。非常推薦這個活動，不僅能吃到各國餐點，還能和

大家聊天聊文化，最重要的是將台灣美食發揚光大。我是準備炒麵，加了香

菇、高麗菜、紅蘿蔔、洋蔥、油蔥酥、大蒜、蔥花、芝麻和麻油，還蠻受外

國同學歡迎的，一大鍋都被吃光光。 

 

 Running Dinner：兩人組隊參加，我跟我 Buddy 一起報名。每組可能被分配

到前菜、主餐或甜點。每道菜都在不同的地方享用，一個晚上下來可認識 12

個新朋友，十分有趣，也能品嘗到各國料理。我們這組是準備甜點，我煮了

珍珠奶茶，我 Buddy 做了黑森林蛋糕。基本上大家都很喜歡，但有個土耳其

女生覺得珍珠的口感很奇怪，只能說喜好因人而異。 

 

 Social Cooking：這個活動是煮飯與難民們一起用餐，是我認為非常有意義的

活動，且是近距離接觸難民的難得機會。一開始對難民難免會有許多想像，



甚至有點擔心害怕。但在志工們的帶領之下，我發現難民們大多很友善，雖

然英文不太好，卻很願意試著跟我們聊天、彼此交流。他們來自非洲肯亞、

中東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從世界各地前來德國尋求庇護。從他們身上，

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努力學著德文，想要找到可以自力更生、貢

獻心力的工作，希望能在德國安生立命。卻也有人不願融入，只想待在難民

營中享受資源。大批湧入的難民，正考驗著德國的智慧。 

 

 City Trip：當學期 Visum 帶大家去 Cologne、Stuttgart、Hamburg、Vienna 和

Strasbourg，我沒參加過，但朋友蠻推薦的，可以認識許多其他交換生。 

 

 Buddy Program：Mannheim 的交換申請表上就可以加入 Buddy Program，通

常 Buddy 都很熱心，抵達時我的學伴 Viki 還到 Mannheim ZOB 接我。初來乍

到時會需要跑很多行政流程，但有些辦事員不太願意說英文，若德文不好可

以請 Buddy 陪同，可是也不要把學伴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與學伴合不合得

來很看運氣跟緣分，以及平時友誼的經營。一開始 Viki 幫我處理很多行政手

續，我也常邀她來我宿舍喝下午茶、吃晚餐，去各國旅遊時也不忘帶當地名

產跟她分享。慢慢地我跟 Viki 變得很要好，我們不僅一起參加很多活動，也

跟主修法文的她去了法國 Strasbourg 旅行，學期結束時還去了她的家鄉

Mainz 玩了兩天一夜，能跟當地學生變成好朋友真的很幸運！ 

↑我與學伴 Viki 和她的家人（攝於 Strasbourg、Mainz 和 Rüdeshe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