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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次離開台灣，遠赴美國上課，許多的想法不斷的浮現，無庸置疑的，美國的環境很不賴，但最後走出來的還是我愛台灣。 

  

出國準備 

一開始我很害怕，光是搭飛機就讓我趕到不安，我是一個習慣分析最糟情況的人，遇到事情總是會有一堆條列風險，因此在出去前我可是常常心不在焉，也常常想

有沒有可以說服自己打退堂鼓的理由，不過很幸運地，最後我還是厭倦跟大家做一樣的事情，大家往西走我偏愛往東走，我很不甘心跟大家一樣，也許這就是我從

小昰問題學生的原因。 

         

於是我參加了系上的面試，表現不佳，我還真是不知道該鬆一口氣還是感到沮喪。但無論如何，我拿到門票了，因此我勉勵自己別坐著等雞同鴨講的窘境，國家地

理頻道成為我練習英文聽力的工具，而到了美國我還真的覺得這個決定是對的，這樣的練習讓我多少聽得懂對話語課程內容，但也讓我看到信心不足以及能力不夠

的問題。 

         

美簽是出名的麻煩，很感謝幫忙的人，資料的準備以及說明會都讓大家順利的到達美國也沒遇到什麼問題，也讓我想頂撞父母常常說做辦公室涼涼的很輕鬆的觀

念。回國後我常常盤算，第一次出國，又有這麼多助力，有體驗有學習，很推薦下屆的學弟妹能比這次更踴躍的參加。 

  

初次來到美國 

在台灣還看過阿婆過美關的廣告，當然多少有點壓力，美國入關後心情可是豁然開朗，提著重重的行禮，心情卻是很輕鬆，而美國人的調調似乎比我想像中得更輕

鬆，在機場來來往往的人潮，拖鞋短褲的影子相隨，真是愉悅的氣氛，這也我令我想到，台灣人不都也是這麼穿的，為什麼會讓我覺得這景像奇特? 

         

接送我們的公車開開停停的，從美國的門市與住宅讓我體會到這個國家的土地有多大，在台灣房子往上蓋才不浪費，建築物相連而有長長的騎樓；在這裡的房子可

是蓋得禮貌，房子之間保持的距離是讓人覺得住起來沒那麼容易受鄰居影響，家家戶戶常有自己的小庭園，門市也常常只蓋一層，簡潔有力的風格，而在這些建築

之前的就是寬敞的人行道，好處多多但可想像下起雨來沒帶傘是多麼無奈。 

         

晚上分配到了自己的房間，我住單人房，我很高興，因為我習慣放一整天的音樂，自己的空間、自己的作息。飛行的疲憊還有緊張，看到這乾淨又精緻的住處，安

心的就寢期待著接下來三個星期的體驗。 

  

食衣住行在美國 

美國的起司就像他門的萬能調味，餐餐起司奶油，在台灣想吃到濃濃的起司大餐可是不容易的，這點實在讓我有種人生對起司的憧憬實現了，大碗的義大利麵，伴

著起司醬在灑上兩種起司絲，雖然吃到後面很反胃，但就是直接的表達美式濃厚口味，唯一的遺憾是我不能吃牛，吃過牛排的同學都在回鍋品嚐且讚不絕口。 

         

感謝馬里蘭大學的廣闊，我們天天必須走上二十分鐘才能到達上課的教室，如果想到體育館或者學生活動中心可能得走上快一小時，這為我們的高熱量飲食帶來安

慰。我深深的體會到美國人對可樂的愛好，太陽如此得火熱，常常曬得大家滿頭大汗，走不完的路，但一路上又是如此寧靜，這實來杯可樂真的會讓人提起精神且

涼快許多，我一直在想在美國喝可樂的心情真的比在台灣喝差很多，那氣泡真的很逗趣，無聊的步行也因此變得活潑。 

         

在台灣我就是一個對價格與品牌感興趣的人，因此來到美國我也特地的體驗一下同一牌子不同國家的差異。有些品牌在台灣是算高價為的，但其實在美國是稀鬆平

常的，例如星巴克，相較於其他美國的餐飲價位差距不大，但在台灣天天一杯星巴克可是如此地奢華，美國的錢比較貴，相對的也影響了飲食的水準，在這裡就我

個人而言，天天都要花上五百塊台是很平常的。 

         

美國有些服飾品牌價格卻沒有台灣的高，或許是外國的商品來到台灣又得再做一次行銷，所以會造成價格偏高且讓人覺得品牌的高貴，其實在美國，有些知名品牌

可能還得走低價路線來抵抗同行競爭，在學校上過行銷的課程，我還記得老師說台灣沒有屬於自己的品牌，裕隆集團的嚴凱泰把創造台灣品牌視為自己的使命，到

這裡我才覺得有自己的品牌是很棒的，不必接受國外的品牌行銷而造成國人得花相對高價購買外來商品。但無論如何來到美國，位自己添添行頭也是不錯，比價、

挑選、試穿真是常常讓我忘了是來修學分的。 

  

美國教育 

名義上我們是來學習食品生物科技，但是剛好我們生物科技系上的課程與這些多有重複，因此對我們系上同學而言是複習以前所學的，但羅教授(負責我們的授課

教授)的想法也挑戰我故有的價值觀，我愛接受挑戰我也愛挑戰我父母的想法，很幸運的我能生於比較開放的家庭，能來到這裡接受不一樣的想法我覺得更幸運。 

         

常常我在想以後能有豐功偉業、名利雙收的人生，因此常常在升學都跟錢途發展扯上關係，但羅教授表示對他來說前途就是茫茫的才好，茫茫的代表你還有選擇的

空間，羅教授也分享了他如何拒絕眼前的財富，做好自己心安理得好事情自然會發生，他年輕的時候很辛苦，但這過程替他做了許多準備，所以在未來他可以把握

機會甚至在這之中做選擇，沒有人保證明天會發生什麼事情，但羅教授相信做好自己，充分準備，讓周遭的人都開心，好的事情自然會發生。 

         

除了哲學，我們也觀摩了許多美國的科學，參觀了美國製造抗體的生技公司，規模實在龐大，但做的事情跟學校所學的大同小異，這點讓我趕到有點衝突，大家都

說美國的科技發達，常常聽到什麼技術我們還差人家幾十年的進度。參觀了馬里蘭大學的生技實驗室更讓我趕到訝異，中國醫的實驗設備還比他門高檔，做的事情

有實後還比他門一間實驗室的多，這與科技大國的想像有所出入，後來羅教授也跟我們解釋，科學是用來解決問題，技術只是工具不一定這麼重要，想法根點子或

許才是關鍵，而羅教授也對學術界論文的發表感到不夠精緻，他表示愛因斯坦這輩子只發表過兩篇論文，只是解決的人類的大問題而成名，相較於現代論文發表的

量與實用程度是很大的對比，或許為了生存所以常常讓真正的問題備遮蔽，人們可能得先解決自己生活三餐溫飽的問題而得照著制度走，有實後很難做自己，俗語

說身在江湖身不由己，是那麼的無奈… 

  

月是故鄉圓 



雖然美國的好處優點與求學環境很優渥，對我而言台灣才是最適合我的，雖然我一直期待我能有機會出去國外求學或是生活個幾十年，但台灣的文化與生活型態是

我的出生背景，不忘本是我的原則，這點讓我覺得美國是個文化的大熔爐說得很對，在怎麼如何，離鄉背井的人還是會思念自己的家鄉、料理與文化，所以在美國

一條路上就可以品嘗到許多國家的料理，種族多所以需求也是很多元化的，但不變的是，家鄉菜還是台灣來的道地，在美國的東方菜還是偶爾緩和美式的飲食就

好，或許是口味的差距，但身為台灣人我真的想說台灣的料理是全美第一。 

 

替未來做準備     

在馬里蘭大學的教授很歡迎我們申請他們的學叫就讀，他們對教育的品質與出路都很有信心，只是回到現實面歡迎歸歡迎，門檻還是得靠實力，現在班上也有同學

以出國念出為目標，馬不停蹄地準備托福以及GRE的考試。 

         

當然我也想未來能有一段時間能在國外學習或生活，不過反觀自己的英文是很不足的，再加上我對國內的研究所還是滿感興趣的，羅教授常常跟我們說要清楚自己

想要的，因此我決定秉持不為學歷而出國。 

         

一趟的暑期實習能喚起對英文的重視我覺得很直得，不管將來如何我得先做好準備，即便不出國念書，英文是可以幫助我們吸收世界知識的大門，系主任也呼籲過

我們如果都以賴中文的國際新聞速度是很慢的，在加上翻譯的失真我們很難吸收完整的知識。 

         

因此我已開始保持學習英文的習慣，但我也覺得制式的學習對於使用幫助不大，或許該以較輕鬆的方式來面對這個語言，多接觸或許比起苦背單字文法來的有趣以

即實用，我也很鼓勵系上的學弟妹能夠多多接觸個這出國的管道，至少這個暑假我過得很快樂也很不一樣。 

(English Version) 

【相關圖片】 

  

資料來源：http://www.cmu.edu.tw/news_detail.php?id=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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