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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說在中國整體的居住品質並不⾼，空氣品質不穩、電動機⾞跟⾏⼈搶路、
街上吐痰聲四起、插隊並不稀奇等，但軟體科技⽅⾯卻⾮常發達，⽀付寶的便
捷、電⼦商場的無奇不有和物流的快捷、外賣的⽅便，當然還有繁華的上海市
景。兩者形成兩個極端，好像再次驗證有著利益推動的科技商業發展的速度，
是需要無數個光陰細細琢磨的⽂化資產和⽂明底蘊很難趕得上的。 
 
中國若撇除與台灣的政治關係，在⽂化上是與台灣最有共鳴的地⽅，但卻很少
⼈願意去了解除了宮廷劇、綜藝或電商之外的中國。即使中、台在演藝媒體上
的交流如此頻繁，還是有很多⼈對中國有所排斥。因為在出國前我遭受親朋好
友各種質疑，所以對此感觸頗深。我選擇到中國交換便是希望透過⻑時間在當
地⽣活、與當地⼈交流，更縱向的了解那些相似與相異。 

  
這次交流我看到在網路發⾔被限制的中國，⼈們⽤區塊鏈技術保留中國 me too
案件的內容以防被官⽅“河蟹”，我看到復旦的學⽣們⼩聲的熱烈討論對中國⼈
權現況的疑慮。即使新疆⼈權迫害、⾮洲豬瘟等事還是被掩蓋的很徹底，我還是
看到了許多⼈們努⼒為不同價值觀和聲⾳保留呼吸空間⽽努⼒。 

 
總⽽⾔之，我不想單純美化這趟交換之⾏，那只會顯得拙劣，也不想任由失望的
⾔論橫⾏，畢竟很多失望都是源於對當地不公平的期望和標準，這些標準則是源
⾃缺乏對當地歷史發展的認識。只能捫⼼⾃問是否此⾏有回應當初選擇到交換、
選擇中國的初⼼，答案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