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報告 
學校介紹： 
商學院所簽訂交流的學校為 Louvain School of Management，簡稱LSM，而 LSM 又 
為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ouvain, UCL)的其中一個學院，LSM就像
是政大商院，在比利時算不錯的商學院，據當地學生跟我說，從大一新生到畢業，真的會有
一半的同學被退學。比利時滿特別的，有三種官方語言，北方為荷蘭語區，南方為法語區，
還有一小塊是德語區。魯汶大學歷史悠久，本來在荷語魯汶大學（KULeuven）的位置，但
後來法語跟荷語區的教授與學生有紛爭，分裂成兩個大學，法語的學生及教授就到了目前的
新魯汶的位址創立了另一個大學以及建造一個新的大學城。 

行前準備： 

簽證：簽證的部分我覺得邱煒婷學姐寫的非常仔細，照她的網站做即可，建議六月就要開始
辦！ 

行李（藥與衣服）：成藥跟胃藥帶多一點，因為剛到的時候真的很容易感冒，買成藥還蠻實
用的（看醫生很貴），胃藥是避免到處旅遊時胃怪怪的，吃點胃藥心安又快活。 我是上學
期去交換，個人認為不需要帶什麼衣服去，帶太多衣服去沒什麼穿到之後還要花錢寄回來，
帶一些在台灣冬天的衣服去去撐個9 .10月，之後再看天氣狀況買適合的衣服，12月時建議
買個超級發熱衣，另外歐洲人下雨不撐傘，雖然很帥但有風的時候會超冷，建議要買一件防
風防雨的保暖外套，轉接頭帶多點，我帶兩個，一個在11月壞掉，之後剩一個都用的很緊
張，台灣轉歐洲的很難買。 

保險： 
我是選擇在台灣辦好，然後祈禱自己不用看病，以及帶一堆成藥跟胃藥。 

台灣信用卡與戶頭：我有先去銀行開通網路銀行，並且使用手機ＡＰＰ，方便看戶頭的錢以
及轉帳給台灣朋友（有時候可能會請台灣朋友幫忙)，並建議關掉手機號碼簡訊認證功能，
不然刷個卡或轉帳時要簡訊認證，會很崩潰。記得要去設置PIN 碼 （4碼），歐洲全部都是
用pin碼在領錢跟刷卡。也建議在台灣時先把PayPal設定好 （有時還是會有手機號碼簡訊認
證問題），因為我覺得比利時的銀行線上刷卡有點麻煩，只好常用Paypal 。 
  
拍大頭貼：我覺得在申請文件時用到大頭照的機會很多，我在桃園機場快拍機照的，很有
用。 

Sim卡：在台灣先買一張歐洲通用的sim卡 （我買12GB)，有一個比較便宜的sim卡是只有
英國有4G，其他都是3G，3G有點慢喔要想好。 



宿舍; 
這很重要！四月的時候要待命，UCL 會email請你登記宿舍，看到時第一時間一定要登記，
我手速太慢沒搶到，只好九月中到新魯汶後可憐的在現場排候補，在開學當天的凌晨去排隊，
又冷又黑又累還很緊張，宿舍大約一個月300~350歐，相對很便宜的！ 

如果提早抵達新魯汶，除了可以詢問宿服中心是否能夠提早一天入住外，也可詢問 Kot 
Eramus 還有沒有床位，通常可以住3天，會遇到一堆交換生，雖然房間不太好，但價位低
就只好將就一點。 

宿舍入住後： 
在宿服中心辦好手續後，他們會請你到你所住的宿舍區域的宿服中心分部報到，然後會給你
一張檢查房間的 Check list， 上面是寫法文，等等到房間後要進行檢查的動作，再將那張
單子7-10 天內繳回社區宿服中心，就快點認真看房間多缺陷並詳細寫上去，免得時候退房
時他們可能會找缺陷說要扣你押金。 

宿舍交流： 
建議大家可以在台灣先學煮飯，歐洲人對亞洲食物還挺感興趣的（尤其是日本食物）,可以
用亞洲食物做國民外交！因為我是到那邊才慢慢學怎麼煮，而且也挺懶惰的，所以也不是很
常練習，歐洲食材也比較貴，拿來練習很痛心，結果到後期才能煮出像樣的食物呢...我覺得
亞洲食物要做的好真的要有經驗啊！ 

參加交換生聚會： 

剛開學會有很多交換生聚會，建議大家要主動參加，可以認識各國的交換學生，也能在那時
候慢慢適應如何跟歐洲人相處，尤其男生就認命一點要自己積極主動一點，不太會被主動邀
約的。還有可以習慣各國的英文口音，此時大家的聊天就問問從哪裡來，念什麼科系，介紹
自己國家特色跟食物這樣，歐洲人如果對亞洲有興趣，會表現得滿明顯的，會主動跟你聊滿
多亞洲的事，但他們普遍對泰國日韓中國最有印象！歐洲人普遍對日本食物很有興趣，歐洲
的日式料理也是偏貴的！日本的動漫在歐洲很紅，幾乎所有男生都看過七龍珠、火影、海賊
王之類的。有些人會對台灣跟中國的關係特別有興趣，這點就看個人要不要解釋了，如果對
方有興趣的話，我是會稍微講一下台灣的歷史，像是曾經被清朝還有日本統治甚至二戰時台
灣還是日本的，以及日本投降後的台灣歷史（因為納粹所以歐洲人普遍對二戰很了解）。 
他們全部都用 whatsapp。 

語言： 



因為法語課的上課時間不少，但我偏好去體驗各城市風俗民情，所以我只好忍痛沒修法文課，
導致我幾乎不會法文。但好險因為是大學城，大學生們幾乎都會講英文，但就會偶爾遇到商
家的店員完全不會講英文，這時候就拿出 google translate 翻譯，生活上還是會遇到一些
困難，像是從來沒有聽懂火車上即月台的廣播（發現路人們忽然在換月台，只能抱著疑惑跟
著大家）、偶爾得用比手畫腳跟人溝通、看不懂菜單只好跟前面的人吃一樣的、在超市時無
法知道是洗碗精還是清潔劑，但大致上猜一下加上google再不行就煩旁邊的人。算是活得
挺順利的。也因為比利時是多語言國家，會英文的比例也相對高些。但如果要跟比利時當地
學生交流，會法語還是比較好，而修法語的話也可以認識很多交換學生，這部分是我覺得比
較可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