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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臺灣留學美國之風潮，蔚為主流

　　　，曾幾何時，留學中國大陸，成為臺

灣學子的重要選項之一，尤其近五年來，有

加溫的趨勢。這些滿懷雄心逐鹿中原的學

子，熱情可愛，對未來充滿憧憬，與拼命唱

衰中國的部分人士，前一陣子有《中國即將

崩潰》一書出版，引起議論紛紛，彷彿是兩

條迥然不同的道路，箇中消息有足堪玩味

者；儘管官方仍蒙住眼睛，不願承認大陸清

華、北大等名校的學歷，但大家心知肚明，

能夠在大陸的「名牌大學」深造，與大陸菁

英份子同班同學，未嘗不是人生的一段特別

歷程？在連續保持經濟成長一枝獨秀榮景，

目前「一片大好形勢」之下，沒有人否定中

國大陸崛起的事實，也沒有人敢忽視其廣大

的經濟市場，於是，有遠見的青年追趕全球

商業投資中國，是繼經商之後，又一波留學

熱潮已沛然莫之能禦！

　到坊間尋書，關於留學大陸的書刊雜誌，

琳瑯滿目橫陳書架，已在數量上追近留學歐

美、日本的書刊，預料還會持續增加，這說

明留學中國市場潛力非可忽視。筆者 8年前
曾經負笈對岸就讀博士， 5年前順利取得學
位，也關注兩岸關係，手邊有幾本較具代表

性的留學大陸書刊，可以略為一談。

　坊間可見的留學大陸書刊，一般可分為三

類，第一類是以雜誌方式，每期（月刊）介

紹一所大學，如以《中國通》、《投資中國》

較具系統，其他的雜誌或報紙當然也有不少

零星報導，都能反映社會的需求現況。

　第二類是長期在大陸實地就學，以一己經

驗為中心寫出心得，最大特色是表達自然坦

誠，真實性強，沒有深入其中，無法寫出如

此感人的篇章。儘管大陸與臺灣同文同種，

但大陸許多與臺灣不同的地方特色的習俗，

就分外引起這些「臺灣留學生」的注意。我

每喜愛讀他們描寫北京人的生活，如逛公

園、品嘗京味小吃、冬季到結冰湖面上滑

冰、使用辭彙的不同、「順口溜」反映社會

百態的縮影、胡同特有的文化魅力、海淀書

城的人山人海、校園豐富多彩的學術講座

等，他們是如此真實，何況也是自己親身經

歷過，讀來親切有味，不少回憶與聯想，隨

著一頁又一頁篇章而起伏。把這些不同時期

的著作留下來，我想，就是將來研究大陸社

會發展變遷的絕好材料之一。

　如蕭弘德《台灣學生在北大》（臺北：生智

出版公司， 1999年 2月）一書，提到與大陸
學生思想交流的種種，敏感的統獨問題論爭

等，最特別的是附了 5 篇日記，每一篇日記
都有主題，其中引人注意是作者與外國人交

往的經驗，包括有日本、韓國、俄羅斯、泰

國、德國、美國、以色列、加拿大、非洲克

麥隆等國家，北大留學生餐廳簡直就像一個

小聯合國，從前早就有這樣的感覺，但可惜

當時沒有記錄下來，現在看到的日記體文

字，不由會心領悟其中的臨場感。

　又如張佑如《留學北大》（臺北：希代書版

公司， 2001年 9月）一書，表現一位擁有臺
灣、美國、英國、日本四地學歷的青年，向

由留學大陸風潮看中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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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觀察學習的熱情，「唯有正確瞭解

中國大陸，才能真正看清我們臺灣的處境，

這就是我決定前去大陸的原因」，「臺灣和

大陸必須進一步交流時，如果我們對大陸的

情況不瞭解的話，不只會有誤會發生，還可

能發生不必要的隔閡與對立」（原書自序），

這些話的氣象多麼開闊與自信！我對於她紀

錄入木三分的「順口溜」，有極深刻的印

象，如〈辦事之歌〉說「送上美女主動辦，

送上錢財推著辦，無錢無女靠邊站」，〈機

關之歌〉說「八點上班九點來，品茶看報好

自在，好菸見抽不見買，革命水酒把胃

壞」、「樓堂管所爭者蓋，小車牌子認老

外，成天文山加會海，哪裡熱鬧哪裡在」，

字句活潑生動，很形象地反映大陸時下幹部

眾生相。作者說：

　北京人的幽默，是一種大徹大悟，就某個

角度而言，這種大徹大悟可以看作是對社會

的失望，另一方面，能夠以如此調侃的口吻

詼諧地講著這些笑話，也表現了一種成熟，

但是這種成熟如果是出自青年時，似乎也預

示了社會的希望。（原書頁 106至 107）
　這種成熟而入微的觀察角度，不親臨其境

探索，無以感受與瞭解！其他殿末三章〈歷

史與現實〉、〈唯物主義和三位一體〉、〈臺

灣的角色〉，見解之敏銳與犀利之分析，均

可圈可點，很有一讀的價值。

　再者如陳正騰、劉岱　、何依庭合著《輕

鬆進北大：考取北大完全手冊》（臺北：時

報文化公司， 2001年 7月），可別被書名所
矇蔽，過來人都知道，進北大並不是輕輕鬆

鬆，反倒是辛辛苦苦，不是好玩的。他們不

過告訴我們如何有效率準備考取北大的方

法，但沒有相當的程度與毅力，還是不行

的。此書最大特色是收集入學資料的來源與

準備方法，非常完備，有此一冊在手，到大

陸就學與生活的所有疑慮，差不多可以迎刃

而解了。其次，本書也告訴我們在大陸可以

有各種不同生活經驗的體會，且看下一段極

為真實的描寫：

　誰都知道四季分明是怎麼個分明法，但不

親自體驗，你不會明白站在零下二十五度哈

爾濱刺骨寒風街道中，會像長針一樣痛；不

到新疆，你體會不出「朝穿皮襖午穿紗，抱

著火爐吃西瓜」的暢快感覺；沒有當過留學

生，你不會真正明白小型聯合國的精髓，也

不會那麼快就學會用八國語言說「我愛

你」；不騎著自行車到街上溜達，你不會痛

恨自己騎車技術如此低落，以致於在下雪天

裡騎車時，不能像別人一樣把雙手放在口袋

中取暖。（原書頁 21）
　臺灣一年四季如春的氣候，有機會去見識

大陸南北東西各不相同的地理景觀與人文氣

息，也是人生一大樂事，作者的感受，深得

我心。其次，北大學生與臺灣的學生有何不

同呢？有三位曾經到北大洗禮過的過來人，

寫下三段文字就是一個縮影，值得深思：

　他們或許比較窮，讀書方法比較死，但是

勤勉的學習，卻使他們的實力更加地紮實。

臺灣的學生到圖書館找資料就是影印；大陸

的同學卻是一筆一劃將所需資料抄下來，再

寫下自己的心得感想。這樣的方法雖慢，可

是在抄錄的時候，便無形中留下了印

象。⋯⋯ （原書頁 191）
　那時是晚上十點多，我們走到一棟教學大

樓，每個教室裡幾乎坐滿了學生，低著頭埋

首書堆之中，這是他們所謂的「上自習」。

不只在晚上，白天圖書館裡晚到的同學是沒

有位子可以坐的；更有甚者，經過未名湖都

會看到有學生坐在柳樹下看書或大聲朗誦英

文讀本。⋯⋯（原書頁 193）
　記得第一次到一個本地學生的宿舍拜訪

時，一進門就看到「經世濟民」這四個工整

的正楷字掛在書桌前的牆上。小小的書桌

上，則堆滿各種經濟學的專書、期刊和論

文。這一切，彷彿在悄悄地訴說著主人的自

我期許和做學問的專心程度。而這樣的情

景，我在好多同學的房裡都看到過。⋯⋯

（原書頁 197）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任何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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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名牌大學」的人都不會否認他們奮發

精進的拼勁，這對於讀書風氣向來不是挺理

想的臺灣各大學校園，但願能有一絲警醒激

勵的作用。

　黃台英《西行取經 ─ 如何赴大陸求學》
（臺北：邱比特國際文化公司， 2001年 11月）
一書，與前 3本有一點最大的不同，作者不
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分析的角度與看法較為

全面周全，如第四章〈如何選擇最適合你的

學校與科系〉與第五章〈大陸的一流名校〉，

就比較客觀提出選擇系校的考量，以及大陸

名校各學院的發展背景與特點、侷限，很值

得有志到大陸留學的臺灣同學參考。

　第三類是專題採訪，寫成一本專著，如

郭燕如等著《留學大陸搶先報》（臺北：墨

刻出版公司， 2001年 9月），採取親赴大陸
南北名校實地勘查，並訪問曾經到過大陸

就學的畢業生與在學生，由於是眾人集體

合作的報導，又有新聞專業的訓練與編

輯，絕大多是最新一手資料的整理，可讀

性高，不會有過時之虞，很有參考的價

值。另一本值得介紹的專著，是周祝瑛

《留學大陸Must Know》（臺北：正中書局，
2 0 0 2 年 3 月），這是一本專題計畫案的研
究，代表學術單位研究留學大陸的利弊得

失，它的意義是臺灣學術界已經正視這個

現象，毋寧是件可喜之事。此書對兩岸高

等教育有多方面的比較，作者以為透過比

較，可以真正瞭解大陸的現況。不過對於

想去大陸留學的學子而言，此書太多的數

據與理論，可讀性遠不如前幾本來得有吸

引力，也許是學術研究性質使然，不能太

隨興書寫。再者，本書對於臺灣學生赴大

陸就學的背景、入學管道、生活適應與學

習評量等研究，由於抽樣的數量與地區受

限，人數無法有完整的統計呈現（迄今為

止，臺灣學生在大陸的人數有多少，沒有

一個可靠的數字），因此筆者並不認為是

可以完全列入必以為據的參考。比較值得

注意者，本書第五章〈大陸學歷認證問題〉

才是受人關注的重點，作者對大陸學歷是

否該承認的問題，提出較為全面的分析，

其中以應否承認大陸學歷的爭議，提出有

五點，分別是對於私校學生招生來源的衝

擊問題、對臺灣就業市場的影響、中醫藥

界的反彈、大陸高校教育水準參差不齊、

國家忠誠的問題，其複雜層面與糾葛關

係，有了客觀的陳述，對於利弊得失，也

以國家層次、組織層次、個人層次來考

量，可以說是最平實而全面的研究。

　除上述三類之外，由大陸官方單位中國

招辦聯合委員會編的《如何到大陸拿學位》

（臺北，靈活文化公司， 2002年 4月），厚
達 350頁，共分〈報考指南〉、〈人才需求
與專業介紹〉、〈普通高等學校資訊〉、〈全

國重點大學招生資訊〉四大部分，則不言而

喻，中共官方積極向臺灣招生的動作，已浮

上檯面。

　至此，大略已勾勒出到大陸留學有關書

刊的情況，讀者是否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呢？事實上，大陸發展的軌跡顯示，先是

貧窮落後，國民素質低落，到現在的持續

成長，尤其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沿海大城

市的生活水準已不比臺灣差，晚近上海以

新興的崛起態勢，甚或有亞洲商業執牛耳

地位的雄心。

　可是，耐人尋味的，儘管教育部仍然不

承認大陸學歷，何以臺灣學子依舊奔向中

國大陸就學呢？周祝瑛的研究指出，其原

因是「升學環境不足、傳統文憑至上觀

念、自我生涯規劃、同儕壓力、家庭因

素、嚮往對岸名校、求學費用較歐美便

宜、無語言障礙，到看好兩岸未來發展前

景等因素」，「再加上大陸優惠港、澳、臺

學生入學的政策，赴大陸就學自然成為臺

灣學生的另一項選擇。」（《留學大陸Must
Know》頁 4）
　筆者對此現象，略有所知，願在此花點時

間深談。臺灣本與大陸同文同種，沒有語文

學習的困難，也沒有文化隔閡的問題，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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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選擇留學大陸的原因之一。其次，大

陸有廣大豐沛的人力與價廉物美的資源，已

是具備 21世紀「世界工廠」的條件，年輕人
規劃未來在大陸發展事業的雄心，以早點融

入當地社會為優先考量，自然地，到當地就

學，是瞭解大陸最好的方法，何況學費也

比較便宜，選擇的科系又多樣化，有時候

真能發展自己的興趣。另一個附帶誘人的

條件，大陸風光秀麗，文化底蘊深厚，歷

史名城到處皆是，在課餘閒暇，有計畫的

好好到大江南北各地看看，非但有益身

心，增廣見聞，尤其是研究歷史、文學、

中醫、藝術、考古、民族、地理、社會等

學門最佳的實地印證處所與靈感泉源，這

些具有濃厚中國本土特色，打破長久以來

西方至上學術壟斷的格局。再者，大陸與

「世界接軌」的旺盛企圖心，方興未艾，大

陸較有實力的近 30 所大學向國際化目標開
放，近十年與世界級大學交流合作日趨活

絡，尤其是北大、清華、南開、復旦、武

漢、南京、浙江等名校，已是未來國際上

較具有競爭力的大學，普受矚目，選擇上

述其中之一就學，非但是擠身大陸發展的

跳板，也是活躍國際舞臺的捷徑。

　「有次我問讀法律系的同學，大陸的法律

學並沒有比臺灣進步，為什麼這麼多人來

讀呢？」「他告訴我，以後兩岸法律案件會

愈來愈多，臺商在大陸法律事務，當然要

用大陸的法律，所以必須瞭解大陸的法律

體系，這樣講我就恍然大悟了。」（《臺灣

學生在北大》頁 191）由此可見，到大陸留
學，不少人是由未來現實利益的考量。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兩岸接觸既不

可避免，政府對中共到底有多少認識？如

果不深入瞭解，如何與之周旋交鋒？大陸

社會在激烈改變之中，對世界開放的腳步既

不可能停止，任何演變皆有可能，知識菁英

階層勢力抬頭，漸漸興起扮演改革的重要角

色，政府應在這個時刻有大氣魄的作為，拋

開意識型態的制限，西進大陸逐鹿中原，締

造兩岸新局。這是值得大家共同關心兩岸未

來發展的課題，也必須是理性面對的時候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