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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期電子報的話題將會清鬆一點，介紹在清華大學裡生活各方面的大小事 

• 吃在清華 

清華大學裡有三萬多名的學生與教職員及

眷屬，還開放給附近上班生活或臨時進修

的人(只問飯卡不問身份)，因此大大小小

各式食堂林立，有分教職員專用、一般食

堂與點菜收現金的餐廳。在教職員餐廳用

餐只能刷教職員工卡，而點菜收現金的餐

廳則像一般飯館一樣，但價格與份量比起

外面餐廳便宜許多，不過學校食堂的食器

很簡單，用的像軍隊裡的鐵盤／鐵碗／鐵

鍋。菜色選擇上有各式的飯/麵/水餃/飲料

可選，價格對比外面餐廳大概是半價，一碗紅燒牛肉麵約 RMB 6 塊錢，二素菜一飯約 5 塊錢，一

般食量的人 10 塊錢就可以吃得很豐盛；另外，開放式的廚房再加上學校監管，食品衛生上也有保

障，所以外面的人也會在清大食堂裡用餐。學生餐廳中規模最大的是宿舍區裡的『桃李園』與

『紫荊園』、還有臨近清大附中的『萬人大食堂』，可以容納上千人同時用餐。不過即使餐廳很

多，用餐的人更多，很多食物在一二個小時內就會賣完，尤其是中午時段，十一點半開始賣，大

概十二點半去就沒什麼菜了。用餐時段人聲鼎沸，常可看到很多人拿著食盤在餐廳裡找位置，秋

天天氣好的時候，有時會索性坐在外面圍牆或地上當野餐。 

(上圖:四層高樓的餐廳之一紫荊園／右圖：在各攤位前排隊等著

點餐的人們) 

基本上北方食物口味重又油膩，台灣學生適應上要一點時

間。麵食類比炒菜米飯類好吃，像蔥油餅／牛肉餅／水餃

等都是便宜餡多又好吃。最近大家流行吃『麻辣香鍋』，

即隨意點想吃的青菜或肉類等食材後，後台廚師會加上麻

辣口味的湯底大火快炒一番，香氣逼人又很下飯，常會看

到一桌三四個人圍著一個比臉大的鐵鍋，端著一碗白飯吃

得很香。冬天的時候，我最愛到紫荊 21 號樓外的芝蘭園點

個人小火鍋，約二三個同學一起點幾份火鍋料，不到二十

塊就可以吃得很開心，熱騰騰的火鍋吃在嘴裡暖在心裡，是寒冷冬天最佳的活動之一。  



國立政治大學９９學年度上學期   交換電子報 3/4 －生活在清華  

IMBA 碩三 97933029 李慈瑩 

 

• 行在清華 

之前提到清華校地廣大教室分散，因此

同學們幾乎完全靠腳踏車代步。腳踏車

店多全聚集在北門外，校內也有多家腳

踏車維修販賣的店。新學期開始大家都

急著買腳踏車，所以價格也水漲船高，

店家只賣新車不賣二手車，最便宜的至

少要 RMB 160，很不好騎而且沒幾個月

就壞了。建議同學可以事先上校園網

『水木清華』去看看有沒有人要賣二手

車；或者是買台好一點的，但要先和店

家說好幾個月後要折價購回。 

另外一種買車的方式就是電信業者的促銷活動，

像中國聯通在學期剛開始時，會有一次充值 500

塊就送上面印著清大校名的專用自行車(如右圖)，

因為在中國辦預付卡很方便，若是當地的手機號

碼，通話費就很便宜，幾乎每個交換生都會辦一

個門號。不過除非拿手機打回台灣或是打算在中

國待一陣子，不然 500 塊錢要打完到也不容易。 

有些同學還會騎『電動機車』，外型看起來像台

灣的 50cc 摩托車，但靠電力推動不用汽油，裡面

有一個充電池，可拿起來帶回屋裡充電。時速可以達到 30~40 公里，還可以載人，不過行進間沒

聲音時速又快，我常會被騎過身旁的車子嚇到。

這種車一台至少要 1500 塊才買得到，不過日後

賣掉時折價也會少一點，若想買的同學可以試試

找二手車。不過常發生有人電池被偷，新電池動

輒五六百塊，所以回宿舍停車後最好把電池帶走。 

校園裡也有定時定點的交通車可以搭(見左圖)，

清大人憑證件單程１塊錢，不過由於只是繞教學

區外圍行進，對於學生來講不是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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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清華 

清華大學是綜合性大學，除了強項理

工科和經管學院外，還有文學、哲學、

藝術等科系，雖然不比北大有名，但

學校裡藝文風氣也很鼎盛，不時會有

藝術展覽和講座。最近校園裡正在大

興土木，為了慶祝 2011 年的百年校慶，

正在興建一個綜合性的音樂廳和校史

館。預計在落成後會像北大的百年講

堂一樣，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各式藝文

活動演出。              （上圖：MBA 各班在新年慶祝晚會的表演） 

• Party~  Party~ Party~ 

清華大學所在的區域－五道口，是附近幾所大學裡的外國學生最常聚集的地方。在我所住的華清

嘉園社區，更有『韓國城』之稱，這裡除了可以吃到道地的韓國食物，還有許多酒吧和 KTV 等娛

樂場所，所以愈到晚上人潮愈多。連帶也吸引了不少中國人周末晚間在此尋歡作樂。 

留學生晚上聚會常去的地方，除了華清嘉園 12 樓裡各種餐廳(如 La Bamba)和酒吧(如 Papraganda)之

外，大概就是十幾公尺之外的 Helen’s。很多人會覺得外國留學生在外交換都在喝酒玩樂，其實

這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對比東方人他們比較會享受當下：玩得時候很瘋，但讀書工作時態度又很

認真。參加 party 是社交活動的一種，主要是和人聊天拉近距離，不代表一定要喝到爛醉。他們喝

酒大多很節制，有很多人是幾瓶啤酒撐

幾個小時，也不會勉強別人一定要陪著

喝。不像台灣或中國的聚會場合多是在

拼酒，有時會喝到不醒人事。 

相對西方學生聚會愛約在酒吧或迪吧

(迪斯可酒吧)，中國學生聚會多愛約在

餐廳吃飯。由於大家都是成年上班族，

餐桌上免不了要喝上幾杯助興，不過大

家多很節制不會相互勸酒。口味重的北

方菜或火鍋，配上淡啤酒其實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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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應注意事項 

1. 北京市內公共交通可以用『一卡通』IC 卡付款，可以節省不少排隊等賣單程票的時間；而且

搭公車打六折，搭地鐵則沒有優惠。建議同學可以買一張。各地鐵站都有在賣／儲值，但只

有固定幾個站可以退卡。 

2. 在中國買手機預付 SIM 卡很方便，只需出示台胞證。打手機費用比台灣便宜，但跨省／直轄

市則會以漫遊計費。現在電信業者在大力推動 3G，有時候買智慧手機搭門號很便宜，各家零

售點優惠不同，買的時候要先貨比三家再決定。不過山寨版手機很多，買的時候也要看清楚。 

3. 清華大學裡還有醫學院及附屬醫院，若不幸生病的同學可以先找校醫報到（我剛好是那不幸

的人之一）。醫院雖然不小，也有各科門診，但感覺起來比較像家庭醫學科，傷風感冒拉肚

子等不嚴重的疾病，可以在這裡看診，至少比起到校外看病安心。看病的價格不貴（掛號幾

塊錢，抽血 20 塊），但醫生護士對病人的態度不像台灣，要先做好心理準備。而且這裡醫院

給的多是外面買的到的成藥，價格不低動輒幾十塊錢，感官上也對於療效有所懷疑。這學期

許多同學得了重感冒，有人病得一二個星期出不了門；還有人得了肺炎，立即坐飛機回國去

看病，病好了才回來。所以建議同學出門前先把身體保養好，在交換期間也要多注意自己的

健康，若有習慣使用的藥物，像感冒熱飲或腸胃藥等等，不妨多帶一些備用。 

4. 中國的啤酒品種多，價格相對西方國家而言便宜，因此同學們約攤多會約在五道口附近的酒

吧。雖然北京屬政治中心，治安相對其他城市較好，不過壞人還是有的，所以歡樂之餘也要

注意自身安全。清大是半開放性的校園，因此即使在校園裡，也不要半夜單獨在路上行走。 

5. 冬天的北京很冷，躁熱的九月在十月起會急速轉冷，十月底會冷到需要穿羽絨衣的地步。北

京市採集體供暖，清華校內大概十一月初會開始供暖，但校外大概要等到十一月中。北方是

乾冷氣候，有時不覺得冷但氣溫已經很低了，故一定要特別注意身體末端保暖，毛帽／手套

／圍巾／毛襪等保暖物品不可或缺，但這些外面的小攤販到處都在賣，可留到要用時再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