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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歐洲人做朋友 

 

來交換之前，我的生活中很少出現歐洲人，對他們充滿各式各樣的想像，也多少會擔心種

族歧視、能不能融入歐洲人圈子。來了一個月後，除了有一群感情緊密的台灣朋友們在生

活中互相照顧，也漸漸和歐洲交換生打成一片、交到幾個會單獨約出來吃飯的歐洲朋友。

所以歐洲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群人呢？去哪裏認識他們？多認識歐洲人會不會犧牲和台灣

朋友相處的時間？反之呢？我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個人經驗。 

首先，我覺得台灣朋友、歐洲朋友圈的確不一樣，多花時間在其中一個相對就犧牲另一個

朋友圈的相處時間。也有人會說，出國念書不要總是跟華人朋友待在一起，這樣跟在台灣

有甚麼差別？但我認為兩者對我來說都很重要，也不會互相衝突，例如吃飯、逛街、旅遊

都還是跟台灣朋友為主，畢竟台灣人相處起來最自在，有他們在國外一起分享生活真的很

幸運。但晚上 pre-drink、出去 clubbing、課業與報告就都是歐洲朋友為主，當然部分台灣

朋友也會一起。 

至於去哪裏認識人，住宿舍的朋友們比較不用擔心，只要帶著樂意認識朋友的熱情，到處

都是機會。先認識室友、再認識室友的朋友，就像一大串粽子一個接一個會看到許多新面

孔。如果外宿，可以從課堂上認識人，或先認識住宿的台灣朋友再一起出去玩。學校也會

舉辦 orientation day，我們這屆傍晚到海邊沙灘玩大地遊戲、烤肉，認識許多交換的朋友，

有幾個到後期也還保持連絡。如果上大一的課，也容易認識附近的人，因為多數大一新生



抱持開放心胸，也和你一樣想認識新朋友。如果上大三的課，把握上課時間或課後小組討

論，主動釋出善意，例如問對方課後有沒有計畫，可以一起去學校的 bar喝一杯？也可以

辦 Asian Dinner，邀請剛認識的歐洲朋友來宿舍吃你煮的道地亞洲菜(當然前提是要先練習

幾道厲害的拿手菜)，下次搞不好就換他們請你到宿舍吃異國料理，我的經驗就是一開始

被請，後來回請亞洲菜，陸陸續續有阿爾卑尼亞的點心、南歐人做的 Burritos、Pizza等後

續飯局。另外，想認識歐洲人最容易的地方就是有酒精的地方，舉凡 Hatta宿舍樓下的

bar、晚上隨便一間寢室的 pre-drink、朋友的生日派對、學校 ESN辦的學生夜店、學校辦

的校園派對、萬聖節派對等等。在這裡，一起喝酒聊天跳舞是再正常不過的社交方式，類

似我們會約吃飯、逛街，在這裡大家認識彼此的方式就是參加這種社交活動。 

在人多的場合，外向的、敢講英文的、有自信和氣場的人較容易脫離舒適圈，和各國人大

家打成一片。剛到荷蘭時，我們幾個台灣人在歐洲人多的場子都很安靜，也對於無法融入

感到氣餒。但自從發現歐洲人也和我們一樣，聊著差多的話題、有著差不多的感情煩惱、

對差不多的事情感到憤怒，就放心的跟他們一起到處玩樂，甚至發掘自己玩樂的潛力。在

台灣，大家的個性普遍較收斂、圓融，但歐洲人欣賞有想法、散發自信光芒的人，所以可

以試著放下矜持，以開闊的心胸去認識和我們文化很不一樣的人，相信大家都能在各國聚

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說到種族歧視，其實歐洲這麼大，每個國家的文化差異使各國的各型迥然不同，每個人的

個性也很不一樣，總會遇到有些人歧視亞洲人。交換生之間比較少遇到歧視問題，畢竟大

家都選擇出來交換，屬於該國家比較心胸開放的人，大多數都非常友善。但歧視依然存在，

例如當一個人在 party中比較外向，他們會說，你很不像典型亞洲人。這樣的話乍聽之下

像是稱讚，卻也隱含了亞洲人很沉悶、只讀書不會玩這樣的歧視意味，但既然對方是稱讚

的意味，當下也很難說什麼。 

交換是難得的機會，生活中被大量的歐洲人包圍，會認識形形色色的、來自各國的同齡人。

把握機會多認識人，從他們的眼中看世界，也許會看到很不一樣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