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報告 
⼀、 浙江⼤學介紹 

浙江⼤學(Zhejiang University)簡稱浙⼤，是⼀所具有悠久歷史的全國重點⼤學，前

身求是書院成⽴於 1897 年，為中國⼈創辦最早的⾼等學府之⼀。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在

全國⾼等院校調整時，曾被分為多所單科性學校，其中在杭的四所學校，即浙江⼤學、

杭州⼤學、浙江農業⼤學、浙江醫科⼤學於 1998 年 9 ⽉重新合併，組建為今⽇的浙江

⼤學。經過⼀百多年的建設與發展，學校已成為⼀所基礎堅實、實⼒雄厚，特⾊鮮明，

居於國內⼀流⽔平，在國際上有較⼤影響的研究型、綜合型⼤學，是⾸批進入國家“211

⼯程”和“985 計劃”建設的若幹所重點⼤學之⼀。浙江⼤學共六⼤校區： 

1. ⽟泉校區 

浙江⼤學⽟泉校區，是浙江⼤學最主要的校區。在 1998 年四校合併之前，為

原浙江⼤學主校區（另⼀個為浙江⼤學之江校區）。 

進入⼤學正⾨，⾸先將⾯對兩條寬闊的林蔭道與之間的⼤草坪。林蔭道⼀直延伸到

背靠⽼和山的浙江⼤學圖書館本館⼤樓前，林蔭道的兩側是校區內的主要教學樓。

校園內最⼤的塑像是⽑澤東塑像，位於上述兩條林蔭道之間，距離正校⾨約200 ⽶。

⽑澤東塑像右⼿呈揮⼿狀，⽬視遠⽅，前有⽔泥平臺，是⼤學⽣舉⾏英語角和宣傳

活動的中⼼場所。 

位於⽑澤東塑像後⽅，距離 400 ⽶左右的圖書館前，⽴有浙江⼤學前校長•著名教

育家竺可楨銅像。塑像⼈物⼀⼿撐⼿杖，⼀⼿輓著外套，神情⾃然地註視著校園。 

2. 西溪校區 

西溪校區前身是杭州⼤學，以⽂科和理科為主。現在主要有傳媒與國際⽂化學

院、教育學院、法學院和理學院部分學⽣就讀。西溪校區前⾨在天⽬山路，後⾨是

著名的數位⼀條街⽂三路， 

3. 華家池校區 

華家池校區前身是浙江農業⼤學，以農科為主。 

4. 湖濱校區 

5. 之江校區 

浙江⼤學之江校區，又稱“浙⼤三分部”，坐落於浙江杭州錢塘江畔，六和塔

邊，占地 650 畝。2001 年以前為浙江⼤學本科基礎部，⼤部分⼯科⼤⼀新⽣在此

學習，之江校區容納學⽣近 3000 ⼈。2002 年以後由於新校區紫⾦港校區的投入

使⽤，之江校區成為浙江⼤學成⼈教育學院。 

1949 年前之江校區原為之江⼤學，為⼀教會學校，1949 年後被解散，部分併

入浙江⼤學，成為浙江⼤學“三分部”。 

 



6. 紫⾦港校區 

浙江⼤學紫⾦港校區位於杭城西部塘北地塊，於 2001 年 9 ⽉開⼯興建，

2002 年 10 ⽉啟⽤，完全建成後總⾯積將超過 6000 畝，是浙江⼤學最⼤校區。 

 

7. ⽣活及⽂化交流： 

杭州是⼀座歷史悠久的城市，秦初秦始皇建⽴郡縣制，設置錢唐縣與餘杭縣，

至今已有兩千⼆百餘年。在此之前，杭州是約五千年前良渚⽂化的中⼼地域，⽽在

五萬多年前便有古⼈類在此處繁衍⽣息。923 年，吳越國定都杭州，這是後者史上第

⼀次成為⾸都。南宋年間，杭州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化中⼼，此時期是杭州

發展的鼎盛階段。元明清時期，杭州屢遭戰⽕，如收藏四庫全書原本的藏書閣“ ⽂瀾

閣 ”在太平天國與清軍的爭奪中損毀。另⼀⽅⾯，明清時期，杭州的⼿⼯業蓬勃發展，

出現了諸多至今仍在運營的⽼字號。1894 年，隨著《⾺關條約》的簽訂，杭州被闢

為通商⼜岸，開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直到 1911 年 11 ⽉ 5 ⽇新軍起義俘獲

浙江巡撫為⽌。中華民國成⽴後於 1927 年設⽴杭州市，此後杭州⼀度成為軍閥混戰

之地。共產黨的解放軍於 1949 年 5 ⽉ 3 ⽇解放杭州，杭州在經受了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 ⼤躍進 ”、⼈民公社化運動和⼗年⽂⾰帶來的破壞後，又隨著 1978 年的改⾰

開放迅速發展，並成為全國 15 個經濟中⼼城市之⼀，以及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和

國家歷史⽂化名城。 

    在杭州，幾乎只要帶⼀⽀⼿機就能出⾨，除了街邊店家或⼩攤⼦，就連公⾞、

地鐵、共享單⾞等交通⼯具都能掃⽀付寶。 

    到了杭州⼀定要品嚐杭幫菜，著民的餐廳有樓外樓、山外山(主要是吃⼤菜)、平

價餐館有外婆家、新⽩鹿、綠茶，等等都是非常道地⽽且很好吃的杭幫菜，但是杭

幫菜⼜味偏重且偏油，如果平常習慣吃比較清淡的⼈⼀開始可能會不太適應。 

    在浙江⼤學⽟泉校區我住的是三舍，四⼈⼀房，⾨⼜會有阿姨看管，非常安全。

附近有求是商店，不⽤⼤⽼遠跑去買⽇⽤品，也有果汁吧、麵包店和咖啡廳和全家、

也有很多間食堂供應早中晚餐，不⽤離開學校就能夠滿⾜⽣活所需。 

 

⼆、 交換需注意事項 

1. 錢⼀定要代夠：最簡單⽅便的作法就是⼀次把全部的錢帶⾜，然後直接存入銀⾏卡，

若有家⼈要來也能分批帶，雖然有些店家有⽀援 VISA 信⽤卡，但依個⼈經驗，很多

地⽅是刷不過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個⼈認為 VISA 在⼤陸還是沒那麼好⽤，最

⽅便的就是微信和⽀付寶，所以有⾜夠的⼈民幣是必須的！ 

2. 多多融入當地⽣活，拓展⼈脈 

很多交換⽣會只和交換⽣⼀起⾏動，我認為都出去了應該多交點朋友，多認識點不



同的⼈，當時和室友們⼀起參加了許多課外活動，認識了許多在浙江發展的台青，

互相交流意⾒，也透過當地的學⽣，了解到⼤陸的⼯作環境與⼀些機會等等，也認

識到不同產業的前輩，透過分享⾃⼰的經驗也獲益良多。 

3. 避免敏感話題：到了⼤陸不免俗的⼀定會有⼀些敏感話題，最常⾒的⼤概就是坐滴

滴的時候、或是和有⼀點年紀的⼤陸⼈聊天的時候，都會問到⼀些政治議題。個⼈

經驗是對於年紀⼤⼀點的⼈能避就避，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爭吵，他們聊天的⽬的不

在溝通⽽是說服。但是對於相對理性的年輕⼈，可以透過理性溝通來傳達⾃⼰的想

法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