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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以学生的身份去到一个遥远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以英国为代表之一

的老牌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和文化与近代深受苦难，崛起不久的新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可以

说，在英国学习和游历的两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会不经意的被一些在当地可以说是很

平常的事物震惊。而这些不同，或许也应该成为我们自己为国家尽力时的发展方向。 

     

    牛津的蓝天：没有去过森林，几乎不相信真正的空气有多么好吸的我，也真的被牛津的

蓝天白云所深深震撼。天是真正的蓝，而云看着也是那么的舒适，虽说是附近片区的中心

城市，却处处可见树林和绿地。在微风刮过的时候，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傍晚，走在泰

晤士河边深吸空气都着实是一种享受。这的河远远不会有我们的长江宽，这里的树也不会

也不回比我们国家的更为高大，但对比上海每年秋冬的雾霾，我们真的该思考是什么造成

了这种差距并将之付诸实际行动。 

 

    人与动物：在中国，小动物们是怕人的，猫咪看见你了会溜走，鸽子甚至在你还没看见

它的时候就以飞翔。还记得自己的小时候，想摸摸小动物的毛发，只能自己养着小鸡小

狗，孩子总是那么的天真可爱，但过度的“城市化”和保护的缺失，却让现在我们中国的孩

子体会不了这种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小如牛津，大到伦敦，河边总有成群自在的鸭子，广

场总有悠闲散步的白鸽。开始的自己还只敢在远处观望，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广场上一个

喂鸽的老者友善的给了我一把谷粒，让我也试一下，当一大群鸽子真的围着自己飞，停靠

在自己伸出的指尖上时，获得的感动也是从未有过。 

 

    街头文化：任何地方都会有穷人，英国也不会例外。牛津的步行街上，也有大量的乞丐

在求着生存，他们在白天卖艺唱歌，在夜晚找一个避风的店门口卷着被子入睡。但唯一让

我好奇的是，他们并没有像中国最常见的流浪汉一样刻意表现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无

论是真实的可怜还是故意伪装。他们唱着轻快或乡俗的歌，纵使拿的只是一把破木吉他，

他们用彩笔认真画着看上去真的不是很好看的画，他们在你路过观看时问你早安和晚安而

不是张口可怜。虽然这里也有小偷和窃贼，但是怎样的社会保障和个人素质才让流浪汉过

的也有尊严？我不禁为之思考。 

 



    牛津大学：宿舍是单人间，每楼有三个防火门，四个灭火器甚至没被柜子锁着，和随处

可见的烟雾警报器和洒水器。这是内部的现代化和安全居住的保障。同时，学院楼又是古

香古色，每年都在花钱重建，却又都是刻意做旧维持原来的相貌，不是风格。暑期的交流

活动也不光是吸引国内高校，乃至早稻田和东京大学的学生也是组队来访。这里的学生每

天课很少，但是每周都有和导师 1 对 2 或 3 的交流指导，分享自己一周内的成就。我

想，一个学校从过去成名并一直维持世界前列，人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风格，国际化的

视野和因材施教激发思考的教学制度都是必不可缺的。现在的我们以交大为荣，但将来的

我们，也应该思考与努力建成更好的交大。 

 

    教会和椅子：也许地广人稀是一部分原因，英国并没有太多高大的建筑，伦敦也是一

样，圣保罗大教堂的高度，这座 400 多年前用石头搭起来的宏伟，也可以排上全英国的

前十。而且不光是它，牛津、巴斯、布里斯托，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教堂，不止一座，

并保持着整个城市最高建筑的地位。甚至不像中国的大部分寺庙过分的商业化，包括圣保

罗在内的绝大多数教堂，仍然保持着晚颂，祈祷，和教化居民救济难民的功能。总是著名

如西敏寺，对所有前来祷告和接受教说的民众来说也都是免费的。有幸参加了一次西敏寺

的晚祷，虽然对内容不太理解却仍然被美妙的音乐打动，现场更是有人留下了泪水。我

想，宗教若能保持初心，给教徒以为人处事的道德和生活的信仰，给非教徒以宽容和艺术

的欣赏，宗教又何尝不是利于社会和人类的存在？此外，在登顶圣保罗教堂俯瞰伦敦之

时，有幸看到了观景台上的一把把木质扶椅，坚固且舒适，惊奇的只是上面刻着的捐献人

的时间，甚至追溯到五十年前，历经风雨日晒而依旧坚固，联想到一些国内公园的长椅，

铁杆刷漆而不禁几年便破烂，也不知那些家具厂商作何感想。 

 

    十四天的生活是短暂的，但带给自己的思考却不只是十四天便能讲完，乃至更深入的体

会和其他方面的区别，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获知，等待下次的机会。总之，发达西

方国家如英国的确有很多我们国家尚存差距的地方。但是作为学生的我们有了更多接触外

界的机会，也就有了更多改善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不应停留在赞叹他人的好处，作为

时代的顶肩人，我们的祖国也会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更加科学，富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