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4:長途旅行心得
長途旅行中，觀察到很多有趣小細節，就自己感受到的，義大利人普遍熱情，喜歡跟陌生人
聊天；捷克人的英文很好，猜是因為捷克語只有自己用所以必須學習英文；丹麥人長得跟西
歐東歐很不一樣，臉部線條比較圓潤一點；荷蘭人超級高，大部分女生都超過170（我在荷蘭
超像侏儒）；比利時人比較胖一些，猜可能是跟食物有很多炸物、澱粉有關；瑞士德語較德
國溫柔圓潤，沒有那麼多氣音；還有歐洲人對美國印象好像普遍來說都沒有太好……諸如此類。
能深深感受到，每一個歐洲國家其實都與眾不同。

長途旅行最意想不到的收穫，就是我覺得我也更加認識台灣了。每當走到某個國家某座城市，
就會不免開始思考跟查詢，那我們是怎麼做的？比如說荷蘭自行車道規劃的很不錯，又平又
直又多；又比如說我最喜歡的瑞士、盧森堡、匈牙利隨處可見的垃圾桶，走一條路就能看到3-
4個，因此街道非常乾淨，且都是和燈桿合為一體，所以不碰到地。不碰到地的好處就是不會
因為垃圾漏出的汁液孳生蚊蟲，這點也許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又比如說歐洲交通大多採用查
票員機制，但我覺得台灣設置的閘門及一卡通連結銀行帳戶扣款儲值，其實已經比很多歐洲
國家方便許多。然而我也感受到台灣行動支付的普及率仍有待改善，歐洲幾乎所有店家（包
含路邊賣小吃攤販）都能刷卡。

對於認識自己，我想最大原因來自，身為大四老屁股的我已經很久沒有在短時間需要快速適
應這麼多不同環境了：在新地方建立歸屬圈，去不同國家與城市旅行，遇到各種緊急狀況或
困難，與不同的旅伴們相互依靠信任，在不同的團隊中尋找自己的定位。也嘗試做很多沒做
過的事：第一次獨自搭13小時夜巴、第一次搭臥舖火車...

體悟很多，交換下來我也深感自己對於繁雜散亂資訊的抽絲剝繭與提取能力又更提升（可能
主要來自於我很喜歡研究該怎麼在完成一樣的目的前提下去省更多錢哈哈XD），一直以來最
弱的時間管理能力也因為多次獨自出遠門提升很多。

最想表達的還是感謝，感謝在交換期間遇見的所有人，很喜歡聽每個認識的人說著他們的故
事。認識一個人就像讀一本書，總能看見與自己不一樣的生活模式。感謝政大、感謝聖加侖
大學、感謝所有旅行中遇見的貴人們，沒有你們就沒有現在順利回到台灣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