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津生活四 

● 牛津交通 

牛津的交通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因為是古老小城的緣故，整個城鎮並沒有做太多的都市更新，

主要幹道都是雙線道而已，加上英國人非常喜歡騎腳踏車還有雙層巴士的緣故，馬路整體感覺

都變得非常擁擠，但大家都知道，英國人就是講求要有紳士感，不疾不徐，因此即便道路非常

擁塞，也幾乎不會聽到汽車的喇叭聲，就因為如此，假如你住在 google map 顯示車程 30 分

鐘的地方，建議你搭車都提早一小時出門，不然萬一遇上塞車，真的是叫天不靈，叫地不應。 

 

牛津的公車系統說實在挺不親民的，當初查了好久結果最後也不是買到最方便的方案，這部份

真的要做好功課。牛津公車系統共分為兩大體系，一個為 Stagecoach、另一個是 Oxford 

bus company，兩家的路線都差不多，但班次間距不太固定，運氣好 5 分鐘來一班，運氣不

好等了 20 分鐘兩班一起來也是有可能的，像我們這樣會短期間頻繁待在牛津的，如果住的地

方需要搭公車通勤，建議購買月片或是 14 周的周票，票種最好是兩間公司都能夠使用，購買

後有實體卡跟電子票券 APP 可以選擇，因為我是要頻繁使用又怕公車卡會用不見，所以我是

使用 APP 來搭車。 

 



 

● 牛津住宿 

要在牛津找到適合的租處前，需要了解哪些地區是算是牛津的市中心，哪些地區是生活、交通

便利的鬧區，就我自己居住三個月的經驗，大致可以用一個圓圈、一條線來形容牛津的活躍區

域。黃色圈圈代表的是牛津市中心的涵蓋區域，而我們的學校就位於黃色圓圈的左下角，至於

紅色的線我認為是由市中心延伸出去的鬧區，這條路稱為 Cowley Road，路上各式各樣的商

店、餐廳都非常的多，生活機能非常好，沿路上也大概有 2、3 間的夜店酒吧，那附近晚上會

比較吵，個人認為比較不適合作為租處，僅供參考，而我們住的地方就位於藍色的圈圈，算是

Cowley Road 的盡頭，與其他同學比較後算是離市中心最遠的地方，可以作為搜尋租處的極

限範圍。大部分的同學因為是來牛津一整年，通常都會直接找自營的學生宿舍來住，如

Student Castle、West way 等，但因為我們租期只有三個月，連他們的最短租期都不到，所

以只能自己在外面找租處，在通勤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整條 Cowley Road 上住著蠻多同學

的，算是選擇租屋處的熱門選擇。 

 

 

● 牛津居家生活 

牛津的居家生活中，有幾樣設備是家家都有，對台灣人來說卻是非常新奇的，其中一個是電暖

器，另一個則是電熱毛巾架，因為英國夜晚大部分都是非常冷的，所以家裡都一定會裝電暖器，

形狀看起來大概就是一整條彎彎曲曲的白色管子，使用上沒有視覺上困難，如果有中央控制器，

只要在控制器設定好溫度，一旦室內溫度低於預設溫度，電暖器就會自動開啟，有時一回家就



感受到滿滿的溫暖，在異國寒冬裡也確實是個小確幸。另外一個則是電熱毛巾架，它的原理其

實跟電暖器差不多，就是透過管線裡熱空氣的流通，來使管子發熱，因此在淋浴後只要把毛巾

掛在架上，大約一小時的時間毛巾就會乾了，不過老實說這樣的設計，我覺得若是在台灣使用

也是相當地合適，不知為何沒有盛行就是了。 

除了新奇的設備以外，在居家生活中最不一樣的就是飲用水了，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自稱自家

的水龍頭打開就能喝，但事實上即便是能喝的水也是有區分的。英國的飲用水就水質來講我們

稱為「硬水」，雖然可以喝，但對不習慣喝自來說的我們來說，長期飲用硬水可能會有落髮的

情形，加上其實要直接開水龍頭喝水，是需要先突破心理的門檻的。所以雖然我們一開始是抱

著入境隨俗的心態嘗試，但後來也就默默地去買了濾水壺來用了。 

 

● 牛津生活資訊 

不論是出國前，或甚至是在英國生活的過程，有一個資訊管道幫助我們獲取各種重要的台英資

訊，就是 FB 的「台灣人在英國」社團，妳可以把它想像成英國版的「政大交流版」，除了能

夠獲取有效的防疫資訊、英國近況，最重要的是它也同時具有「二手販賣」的功能，舉例來說

大同電鍋這類的台灣傳統電器，在英國可是被視為寶物在看待，因此如果有人不需要了，通常

都會進行二手販賣繼續讓它在台灣人間流通，除此之外，包括車票、門票等活動展演相關的資

訊，也都能在這個社團裡看到，總而言之，若你選擇要來牛津或是英國交換，這絕對是你必須

加入的社團。 

 

以上是我在牛津的種種生活體驗以及所見所聞，有些生活細節在紀錄中稍有疏漏，如果未來有

交換相關問題歡迎與我聯絡:) 

 

聯絡資訊 

FB:黃耀德 

IG:mark88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