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姊妹校交換計畫心得 

姓名 蔡鈺雯 

系所 企業管理研究所 

前往交換國家 德國 

交換學校 德根多夫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時間 Ex.2021年秋季班 2021秋季/2022夏季 

交換期限(一學期/一學年) 一學年 

推薦課程及原因 

Case Studies in Tourism 

這個老師聽說以前曾經經營一家航空公司，聽到我們來自

來台灣他會特別關照(好像是他有台灣的朋友，所以他對台

灣的事情都不陌生，上課常常會特別問我們的想法)老師上

課方式風趣，有很多經驗及知識分享。這門課報告會比較

多，因為是密集課，所以一次上課時間較長，可能會今天

上課、隔天就要報告的情況，有時候壓力會比較大(做報告

做到懷疑人生)，報告時老師會要大家互相提問、並說出彼

此的優缺點供下次改進或是學習，如果想訓練簡報技巧或

是台風我覺得很值得選這門課。 

 

Art of Negotiation  

這堂課可以學習到一些談判技巧，用生活中的案例來帶入

理論，有時候老師會將班上同學分組，讓大家來針對一個

主題來作探討，雖然有時候同學會吵起來…那個畫面挺有

趣的。 

 

Personal Branding 

這堂課我認為是最好玩的課了，老師一開始會讓我們分組，

每一組都會被要求開一個 IG 帳號及 WordPress 帳號，每個

禮拜都要發文及推廣，這個模式大概為期一個月，老師會

給每組一個期望達成的目標數據(可能是粉絲數、被分享次

數、觸及人數等等)，並定期根小組約開會，他會針對每篇

貼文內容給予意見(像是內文要怎麼打才能吸引瀏覽者目

光)，這堂課可以學習如何經營自媒體，算是一堂較生動的

課程。 

 

Deutsch A 1 

德國的德文課是用德文教德文，對於初學者來說挺辛苦的，

加上那時候因為疫情都採線上上課、班級人數較多、世界

各地的學生都有，雖然事先有程度分班，但還是有程度參

差不齊的狀況，上課常常會聽不太懂或是跟不上，有些老

師也會限制同學在課堂上不能說英文，導致難度提高，我



覺得如果可以，在交換之前就要有一些德文基礎，來到這

裡上德文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Public Economics 

這堂課是線上課程，就是老師已經預錄好上課內容，所以

可以按照自己有空的時間再上去上就好，我覺得挺方便的，

期末考也都是從課後小考連習題出，所以難度不高，只要

有上課基本上都沒問題。 

 

宿舍概況 

宿舍部分我當初一開始是想申請 D3，因為剛好認識的

學姊之前就住在 D3，離市中心也較近，但後來申請時，房

東說 D3 已經沒空房，他給我另一棟宿舍叫做@TOP，他跟

我說這一棟宿舍房間更大更舒適，所以後來我的宿舍就是

@TOP。 

這一年我很慶幸我住在@TOP，因為真的空間很大(可

以在裡面奔跑那種)，有自己的廚房及衛浴，還有地熱式暖

氣，位置就在火車站及市中心中間，所有地方都是走路能

到達的距離，很多交換生也都住這，所以可以到處串門子。 

我當初住在四樓，房間的落地窗望出去視野很好，我

常常沒事就會處在窗外的欄杆上發呆，很舒服，下學期隔

壁來一個帥鄰居(直接變成 Emily in Paris 的劇情 XD)，到

現在我都覺得住這裡真的是最正確的決定(後來很多住其

他方的朋友都搬來@TOP)。 

 

小提醒: 

1. 入住時要跟房東確認所有家具設備是不是完好齊全，

入住時房間的狀態就等於之後交換結束退房時要還給

房東的狀態，如果不合格就會被扣保證金，德國在這

方面檢查還算是蠻嚴格的。 

2. 房間的床單、棉被、枕頭、衣架、檯燈、廚具、路由

器…等等都要自備，可以到了德國再大採購。 

支出金額 

總花費約：50萬 

機票：去 476.8 美元(14000 台幣)/回 427.76 歐 (13,279 台

幣) 

簽證費用：2,720(台幣) 

住宿費用：4,200 歐(350 歐/月) 

住宿保證金：400 歐 

每月餐飲費：300 歐 

每月當地交通費：在德根內去哪走路就可以 

其他支出：預估 300 歐/月 

保險費：396 歐(33 歐/月) 

廣電費：223.2 歐(18.6/月) 

學雜費：一學期 62 歐 

旅遊費：視情況而定 



 

行前準備(申請流程、辦理簽證等) 

事前 

1. 可以提前去聽交換生講座，大概了解交換需要準備的資料等等(我是碩一就決

定碩二後去交換，所以我剛入學就去聽講座) 

2. 提前考相關語言檢定及顧好學業成績(留意語言檢定成績公布時間) 

3. 提前跟教授說自己的交換規劃，請教授寫推薦函 

4. 自傳、讀書計畫、履歷、動機信提前寫好(我那時是 2 月左右寫完) 

5. 注意各個申請時程(我那時學海獎學金申請截止日期 3/12、校際交換 3/17、院

級交換 3/25)，大概半個月後名單會公告(我那時 3/30 公告) 

 

通過中正第一階段申請 

1. 通過第一階段申請後，國外姐妹校會告知我們接下來要繳交的資料，此為第

二階段申請，通常繳完資料沒意外都會通過 

2. 我 5/7 收到 DIT 的入取通知信 

 

通過姊妹校入取申請 

收到入取通知信後對方姊妹校會開始寄信說明相關住宿、銀行開戶、簽證、保險、

機票、課程、迎新等事情，都要留意這些申請的時間跟條件。 

 

⚫ 住宿 

1. 從中正第一階段通過後就可以開始找姊妹校的宿舍了(前幾屆學長姐是這樣

跟我說，他們說宿舍很搶)，但我那時後還沒拿到入學證明、加上疫情，很怕

突然有甚麼萬一去不了，所以我蠻晚才開始找住宿(當時也抱著疫情下很少人

出國，房源應該都夠的心態)，DIT 會寄信說明有關住宿的細節(我大概是 5/7

收到信) 

2. 這段時間我有到處問學長姊怎麼申請宿舍及推薦的住宿，他們有些人會在錄

取通知書還沒下來前就先去申請(有些宿舍會有網站，可以先去填表單登記，

有些則要自己寫信去詢問) 

3. 我一直到 5/17 遞出宿舍申請，很快就受到回信，最終在 5/18 確認住宿地點! 

4. 住宿條約裡有最晚終止合約的期限(我期限是 7/31)，所以就可以暫時緩解這

段期間因為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不過如果超過這個期限才解約就要支付一

個月的房租。 

5. 住宿確定後宿舍負責人會要我們直接付清一整年的房租(€350/月＊12個月)加

上押金€400，前幾屆學長姐有跟我說可以寄信跟負責人說明我們有限制提領

帳戶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錢都存進去了，問他們可不可以改成到時候月付

房租(不然都還沒出國就要先付一大筆錢…)，詢問過後我先付了兩個月房租

及押金，剩下房租都是之後到德國以月付方式繳清。 

6. 確認住宿地點也是辦理簽證過程必要的條件，因為簽證表格上會需要填新地

址。 

 

⚫ 德國銀行開戶—限制提領帳戶 

1. 因為簽證需要所以必須提前開通限制提領帳戶(我 6/7 開通的)，我是用



Expatrio，我跟其他朋友都覺得很好用 

2. 開通完會審核相關個資，審核過後後會有一張匯款單(05 Account Opening 

Confirmation) 

3. 再拿這張匯款單去銀行臨櫃匯款(我 6/9 匯款)，總匯款金額€10,541(月限制提

領€861/月＊12 個月+開戶費€49+服務費€5/月＊12 個月+備用金€100)，備用

金會在我們最後回台灣前退還。 

4. 匯款完拍下匯款證明回傳給 Expatrio，過兩天就會收到另一張證明書(06 

Blocked Account Confirmation) ，我隔天 6/10 收到，這張證明書就可以當作辦

理德國在台協會簽證的財力證明。 

 

⚫ 網路銀行 

我沒有在實體銀行開戶，是辦網銀 N26，這個超級方便，不管是提款或是匯款都

不用手續費，在很多歐洲國家都可以使用，我在歐洲的一年出國幾乎都刷這張卡，

必要的時候才會在當地用這張卡去 ATM 領現金，好用到大家都稱它神卡!(可以到

德國再開戶，然後可以申請實體卡，它會寄到宿舍) 

 

⚫ 簽證 

辦理簽證的過程是最繁複的，除了要備齊相關資料，上網預約簽證時間又是一門

學問，在旺季時通常簽證時間都很難搶，我也是第一次搶不過後、又再搶了兩三

次，甚至還有請身邊的朋友幫我搶，最後我搶到的原因是當天過了幾小時又很突

然的釋出名額，算很幸運，畢竟每次都一大早起來守在電腦前，可是一下子名額

都被秒殺，比搶演唱會門票還難，搶不到的感覺超級心累。 

1. 通常簽證大概出發三個月辦理就好(規定也是說最早可以辦簽證的日期為預

計出發日前三個月)，像我預計 9 月中出發，最早 6 月中才能辦簽證。 

2. 開始可以上網看其他人搶簽證的攻略跟心得，並去德協網站看可以搶簽證的

日期。 

3. 我第一次 6/24 搶，那時搶不到只能再等等，那是我首次感受到疫情下要去德

國的人比我想要中多，有點嚇到。 

4. 我第二次是 6/28 一早搶，本來想要搶 7 月中的，可是搶不到，後來釋出名額，

搶到 6/30 早上的(如果當下搶不到時，不要馬上關電腦，可以再等半小時左

右、然後有名額就搶，不要去思考要甚麼時段…)，所以我隔天馬上衝台北，

還是早點辦完簽證早點完結這個煩人的事情。 

5. 簽證表格上的出入境日期通常要按照入學通知單上的時間填寫，那時候我們

入學通知是 2021/09/23~2022/09/30，但是線上的德文先修課從 09/16 就開始，

如果 23 號才到德國，中間可能有一兩天都在搭飛機沒辦法上到課，所以我們

預計 12 號提早到德國，入境日期希望能給從 12 號開始(可以將這些特殊情況

跟到時候審核簽證申請的人員講，通常合理的理由都能通融，不要等到簽證

下來才想說要改時間，光是來回信件的時間成本就很耗時，到時候簽證一直

沒下來機票也不能買，就會很煩) 

6. 簽證有兩階段，第一階段就是到台北德國在台協會繳交文件，如果順利，過

一陣子就會收到一封要我們回傳機票及保險的資訊的信件(我那時 7/29 收

到)，這就是第二階段，通常這個階段就代表簽證流程快跑完了。 

7. 終於我在 8/10 拿到簽證了!!!(歷經大概 5 個禮拜) 

 

⚫ 保險 



1. 德根會要求學生保公保，但畢竟公保價格較高(100 多歐)，我自己覺得我不會

用到，加上我看身邊朋友去交換只保私保而已(價格 30 多歐)，真的是差蠻多

的，所以後來再跟學校交涉一陣子(要問學校可以接受的私保，不是每一間私

保學校都接受，其實我也不懂其中差別但是好像要滿足一些投保規定)，確定

保私保是可行的後，我就開始物色要保哪一間。 

2. 從詢問學校到後來確定可以保哪間私保，前前後後也花了不少時間，後來終

於在 7/29我才真正辦完購買私保的手續(我買DR-WALTER底下 educare24這

個方案)，其實購買手續蠻快的就上網填一些資料送出就收到確認信，再把確

認信印出來，保險就是辦理簽證過程最後一個會看的文件(簽證審核通過後才

會需要看保險證明，所以時間上比起辦限制提領、住宿那些比較沒有急迫性)。 

 

⚫ 機票 

1. 可以先申請國際學生證，用國際學生證買學生機票(除了票價打折外，行李公

斤數也有增加，我當時來回都買土耳其航空，行李有 40kg，整體搭起來還蠻

滿意的)，去程機票我 7/19 買好，桃園到慕尼黑，中轉伊斯坦堡。 

2. 國際學生證有期限，通常是一年，可以算一下國際學生證的日期有沒有涵蓋

到來回機票日期，沒有的話可以先用入學通知書辦理學生機票資格，就不用

提早先辦國際學生證。 

3. 我去歐洲一年，所以我來回機票是分開買，如果去半年可以考慮同時買，會

比較便宜 

 

簽證完成準備出國 

1. 整理行李: 

我帶了一個 29 吋、一個 24 吋行李箱、兩個行李袋、一個後背包 

2. 看醫生: 

當時看了眼科、皮膚科、牙科、家醫科，有跟醫生說我要出國的事，請他們

開一些旅遊藥包讓我帶去德國以備不時之需(雖然後來很幸運都沒有用到，這

一年我在歐洲都蠻健康的) 

3. 換歐元: 

因為剛到德國銀行帳戶還沒開通，所以可能需要先預留第一個月的生活費在

身上   

4. 辦國際學生證: 

超好用!很多博物館都能打折，也可以買學生機票 

 

交換期間 

我覺得我的交換期間心態上的轉變，上學期及下學期有很大的不同，而這層

轉變是我後來突然回想，才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剛開始來德國 

永遠記得要來德國前一晚，我們的航班因為颱風因素被迫取消，臨時改了機

票後就在台灣多留一兩天，因為這樣 48 小時的快篩又得重作。剛來德國第一天，

光是從機場到學校的交通就讓我們困惑好一陣子，好不容易到了德根，ESN 的同

學來車站接我們，那時我拖著兩箱行李入住宿舍，因為改機票的關係房東將鑰匙

給那位同學，讓他帶我們入住(後來結束交換要退房時才知道我們每間房間應該都



有廚餘桶，可是當初沒有檢查到這塊，因此有朋友被扣保證金，不過這都是題外

話)，那天入住完已經下午，我們趕在超市關門前趕快去採買一些食材，剛進去超

市面對琳琅滿目的食品，我瞬間有點不知所措，這是第一次從採買食材都得自己

來，我不知道要買甚麼，甚至想到我都還沒有鍋子，要怎麼烹煮這些食材都是問

題，後來想到房間有微波爐，說不定可以買披薩回來加熱，結果回到家才發現那

個披薩是完全生的(餅皮還只是麵團那種)，我只好把他冰在冰箱(結果後來再拿出

來吃已經是半年後去朋友家聚餐、順便借用他家烤箱來烤的事了)，那晚我甚至不

會用電，一度把房間弄到跳電，當下嚇得以為我把整棟宿舍弄跳電，馬上打給朋

友問該怎麼辦(還不敢打給台灣的朋友因為那時候台灣時間是半夜)，超怕我是不

是要賠錢了，剛來德國就多災多難，但卻也讓我印象深刻。 

 

新生週 

接下來就開始了德文密集課，幾乎是從下午 2 點上到晚上 7 點的日子，為期

兩個禮拜，我一方面要適應新生活，一方面要跟上上課進度，其實很吃不消，那

時候對德文就產生莫名排斥感，加上因為疫情改成線上授課，班上同學程度參差

不齊，所以很難顧到每一個學生，好不容易熬過密集德文課，我才覺得生活又慢

了下來，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前進，學校開始有一些為交換生舉辦的活動，

我也漸漸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新生週時認識來自馬來西亞的學伴，他說我

們是他們來到這間學校第一個認識的台灣人(德根的亞洲人真的很稀有，我跟學妹

甚至是唯二的台灣代表)那種感覺很奇妙。這段期間 ESN 帶我們去附近的城市旅

行、舉辦迎新活動(第一次參加到很像電視會出現那種國外 party，但我發現自己沒

有很喜歡 XD 因為都要一直喝酒聊天很耗精力)、認識校園、爬山等等，每一天都

很忙，對我來說卻很新奇。當我的房間生活用品採買的差不多、發現我再也不會

每天早上 7 點醒來(我覺得應該是時差作祟)、養成每週去超市的習慣、開始找到

煮飯的樂趣時，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慢慢步上軌道。 

 

迎新週結束到開學 

在開學前朋友提議來一場小旅行，這也是我第一次的歐洲之旅，對我來說別

具意義，兩天一夜的紐倫堡成為我那段時間心中很神聖的地方，我還一度覺得回

憶太美好不敢再去第二次(我怕會破壞美好印象)現在想想都覺得那時的想法很好

笑。開學後密集課讓人喘不過氣，唯一放鬆的時候就是在宿舍煮飯的時光，那段

時間也是我覺得自己廚藝進步最多的日子(我還會瘋狂練習單手打蛋的技能)，常

常看美食節目學做菜。好不容易密集課告一段落，也等到打完第三劑疫苗並生效，

我開始跟著朋友們去鄰近國家旅行(第一次跨國是去奧地利薩爾斯堡)，那種坐火

車就出國的感覺好微妙，後來黑五期間疫情又開始升溫，我就在德國境內旅遊，

第一次自己搭晚上的火車前往距離德根 7 小時的阿亨，因為是我的第一次，我甚

至一度緊張到在 ICE 吐了兩次(那時我還訊息朋友說 ICE 不是德國最好的列車嗎?

怎麼坐起來會那麼晃那麼不舒服…)，不過也是因為那次經驗讓我提前體驗一個人

在歐洲搭車的感覺，也在那個裡拜嘗試每天都去不同城市旅遊(科隆、阿亨、杜塞

道夫、波恩、馬斯垂克)的緊湊行程，滿足了那時想多踩點的慾望。 

 

聖誕節假期到跨年 

年末眼看疫情沒有下降的趨勢，本來跟朋友說好要去荷蘭及比利時過聖誕節

的計畫，也因為荷蘭的封城令而泡湯，但卻讓我去到市容很不德國的城市—德勒



斯登(那時候德勒斯登甚至限制遊客進入，所以走在路上幾乎是空城)，我們在那裡

過了一個很溫馨美好的白色聖誕假期，在聖誕結束後又搭車北上柏林跨年，因為

這趟旅行在彼此心中留下很棒的回憶，後來其中幾個朋友就成為我日後的固定旅

伴。 

 

跨完年到第一學期結束 

在柏林跨年完我又接著搭車去波蘭旅行，波蘭是我一直很想去的國家(來到德

國前我就很想了解二戰的歷史，想去看看奧斯威辛集中營)，那時在英國讀書的朋

友聽到我的想法，二話不說就決定陪我去，我們在波蘭待了 8 天，也是那 8 天讓

我體驗了放慢步調感受這座城市的旅行模式(那時在德勒斯登和柏林，已經算是很

慢步調旅行了)，我開始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旅遊方式，這趟旅行結束回到宿舍，忽

然發現我已經在外面流浪了 19 天，原來我可以忍受長時間的旅行，也因為這段經

歷，開啟我往後半年在歐洲不停旅行的大門。 

 

寒假開始 

很快的第一學期結束，一些交換生朋友陸陸續續回到自己的國家，在這時候

經歷了第一次的離別，也讓我意識到我在歐洲的時間已經過了一半，能探索歐洲

的日子沒有想像那麼多了，那時才開始有一點危機感。記得在台灣的過年期間，

身旁的朋友中了 COVID，我也逃不了，但那時候已經算是輕症，所以很快的就康

復，後來我跟朋友安排了一趟巴黎之旅，那真的是我夢想中的城市，也許是在對

的時間跟對的人出去，巴黎完全符合我心中的期待，也成為我目前心中排名第一

的地方。 

結束巴黎後，我在台灣歐洲交換學生社團裡，偶然看到有人在徵倫敦的旅伴，

裡面提到會去哈利波特片場及白金漢宮，當下我超心動因為倫敦也是我的必去清

單之一，當下又抓緊寒假的尾巴，再衝一波倫敦，倫敦同樣如我心中所想像那樣

紳士性感，雖然跟巴黎一樣物價頗高但我還是覺得一切都太值得，我還獨自去了

一趟我教授的母校—劍橋參觀，體驗一日劍橋人。這個寒假直接把我最想去的英、

法兩國都蒐集到，直接人生無憾。 

從巴黎回來後兩天，我跟朋友又相約衝了一趟國王湖，一瞬間我們從繁華的

都市轉為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感覺很特別，國王湖也如同人間仙境般讓人沉浸其

中。那一陣子我們又一起去爬了德國巴伐利亞第二高峰—Großer Rachel，三月中

Großer Rachel 還是處於積雪狀態，大幅增加攀爬困難度，在台灣不會主動去爬山

的我來到歐洲居然直接挑戰這種山，我自己都快不認識自己，那一天爬到後來已

經在懷疑人生，不過還是咬著牙撐到山頂，也體驗了人生第一次腳被困在雪中拔

不出來的緊張感，最感動的莫過於走下山時、一抬頭就能望見的夕陽餘暉，至今

還深深留在我心底。 

 

寒假結束，下學期開始(瘋狂旅行的時期) 

新的學期很快來到，這學期比較不一樣的是，有些課改回實體課，也算是我

來到歐洲第一次有坐在教室上課的機會。歐洲上課的方式真的跟亞洲好不一樣，

學生都很熱絡跟台上的教授互動，有問題也會提問。而下學期我修的課比上學期

少一些，我打算把時間拿去旅遊。 

在復活節假期時，我跟朋友去了西班牙度假，那時天氣不熱，坐在沙灘享受

地中海的熱情，也吃到好多在德國吃不到的海鮮。 



西班牙結束後兩天，行李都還來不及收，我又衝了一趟捷克(原本以前有計畫

在聖誕節去捷克，可是後來因為疫情只能作罷，就拖到這時候才去)，因為還蠻臨

時的所以就沒有太多計畫，很多景點都是到當地才找，我們甚至去搭訕其他路人

問可不可以加入他們的行程。 

捷克後過一個禮拜我跟朋友們終於實現在德國深山住小木屋、三五好友窩在

沙發上彈吉他聊天、BBQ，很 chill 的一起渡過周末的願望(如果有機會也想要找

那種可以看著滿天星空或是極光的地方)，沒有什麼事做但是就很舒服。 

過了兩天我又緊接著我的布達佩斯及維也納行，在布達佩斯，開始感受到春

天的結束及夏天悄悄來臨，而維也納則讓我感受到一種回到巴黎的錯覺(建築物都

是質感的鵝黃色)，在那裏我跟朋友瘋狂的買了好多紀念品，直接堆滿飯店的床。 

休息兩個禮拜後我又再度出發，這次去了之前沒有去成功的荷蘭、比利時及

盧森堡(在荷蘭發生一個插曲是我在阿姆斯特丹車站掉了手機，那時我人已經在前

往鹿特丹的火車上了，緊急在下一站下車原路返回阿姆斯特丹找手機，想當然找

不到，加上那天已經很晚也沒有末班車去鹿特丹，我們只好在阿姆多留宿一晚，

結果隔天我去失物招領碰碰運氣，結果居然就讓我找回手機，真的是又驚又喜(這

種在歐洲遺失東西又能失而復得的機率多高?)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也很感謝當

晚幫助我的所有人，讓我對阿姆的回憶忽然變得特別。在比利時時天氣沒有很好，

但在盧森堡卻是晴空萬里，那時我們就在討論一個話題是要怎樣才能不被天氣影

響旅遊的心情，我們也承認即使旅遊了這麼多次，這一點還是很難克服。 

 

第一次嘗試獨旅 

時間來到 6 月中，在結束荷比盧之旅後我暫時沒有旅遊計畫，但是我很想把

握每一天在歐洲的時光，那時心中還有一些想去的國家，但是一時之間找不到人

陪我去，此時朋友跟我分享他一個人去葡萄牙及愛爾蘭的經驗，我內心忽然冒出

一個想法是:不如我自己獨旅吧!  

當下有這個想法時，我內心是很平靜的，完全沒有半年前聽到要”獨旅”時，

對於這兩個字的抗拒感(這一點我蠻意外的)，也許獨旅這個想法早在半年前朋友

開始執行它時，就淺移默化在我的腦海裡，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然而在這幾

個月不停旅行下，我對於自助的經驗算是有一定程度的累積，歐洲對我來說已經

不單單是別人口中治安不好的地方，我看過它的優缺點，更多時候反而是好的那

一面。 

在我決定下個旅行是獨旅後，我就開始找要去哪一個國家，後來實在是太多

人推薦去葡萄牙(這個當初我去西班牙時沒有排在一起去的國家，我以為我不會有

機會去了，沒想到突然又出現在名單上)加上朋友有去過有行程表，我就跟她要來

參考，在機票跟旅館訂下的那刻，屬於我在歐洲第一次真正的獨旅正式展開。 

憑著我那份不知道哪來的勇氣及冒險精神，那次獨旅可以說非常成功，我幾

乎直接愛上一個人的旅行，也愛上一個人旅行時的自己，才發現獨旅其實沒有想

像這麼可怕，會阻礙我們前進的往往都是我們腦海裡想像的畫面，以及旁人勸退

的話語。 

也因為這次獨旅的成功，我對於旅行有跟以前不同的想法，我變得更懂得去

問自己想要的是甚麼、想去哪裡、怎樣才能讓我真正感到快樂，而不是不停的遷

就他人，或者沒有想法、甚至不帶腦袋的出門(雖然說這樣的旅行有時候挺輕鬆的，

但往往結束後會讓我感到空虛)，也許我找到對我來說旅行的意義。 

 



下學期期末週、在歐洲最後一個旅遊的國家 

葡萄牙後我又回到學校準備期末考，這段時間我開始在計畫 7 月份的旅程，

義大利一直以來都在我的清單上，也是屬於現在不去、未來我會心心念念的地方，

但義大利我還沒有準備好要獨旅(畢竟南歐還是比較危險一點)，在朋友的鼓勵下

我第一次在交換學生社團發文徵旅伴(我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也需要勇氣，我不是

一個喜歡這樣在公開地方發聲的類型，那時還因為要不要上網發文徵旅伴搞得心

情有一點焦慮)，結果意外收到不少人的留言及私訊，可是光是時間上或是想去的

地方很難找到能符合我理想的旅伴，後來經過幾天的等待下我幾乎放棄，開始想

著還是獨旅好了，正當我開始規劃時，之前跟我去英國的旅伴問我要不要一起行

動，一時之間我的煩惱就解決了，我們一路從北義玩到南義，最後到了羅馬，託

朋友的福，我體驗了人生中第一個沙發衝浪，也因此結交許多朋友，省下幾天的

住宿費(結果我們把這些錢全拿去買紀念品)，在義大利待了 13 天，成為我旅行時

間最長的國家。 

 

在歐洲最後一個月 

回到德國後時間已經來到 7 月底，我的歐洲必去國家清單已經完成差不多了，

也算是心滿意足，本想說還有時間看要不要再衝丹麥，可是權衡之下我還是決定

將這個國家留到未來完成。 

距離回台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我決定趁這個時候好好利用 9 歐票探索德國，

同時把一些之前想去但沒有去的城市走過一次，剩下時間就拿來跟德根的朋友們

相處，那時去了羅騰堡、漢堡、不萊梅、紐倫堡、班堡等等，其中班堡跟羅騰堡

算是我剛來德國就在計畫探訪的城市，只是那時候想說還有很多時間，沒想到真

正實行已經是一年後的事情(真的是未來有甚麼想法就應該要趕緊去實踐，因為時

間是不等人的)在這之中，有幾個城市我選擇再次獨旅，我也格外珍惜可以獨旅的

時光，一個人的旅行不知不覺已經從我害怕的事情中消失，成為一件我可以輕鬆

完成的項目。 

最後的最後，我回到紐倫堡，這個曾經是我第一個來到歐洲探索的城市，再

次跟我的德國朋友碰面，以前的我是看到外國人會緊張、害怕自己會尷尬或是不

知道能不能順利聊天的類型，沒想到現在我可以獨自跟他坐下來侃侃而談(他也跟

我說真正認識我後，他很意外我們的 vibe 有對到頻)，這層轉變我也是到要離開前

才發現。 

 

正式結束歐洲假期 

回台前的最後兩個禮拜我都留在德根，慢慢收拾這一年的回憶，我仿佛好久

沒有這麼長時間待在這間宿舍(感覺我的房租都白繳了)，但看著牆上滿滿的明信

片、小白板上都是我從各國帶回來的冰箱貼、櫃子上擺滿的戰利品，一瞬間成就

感爆棚，沒想到在台灣不常出門的我，來到歐洲會這麼熱血，也許這就是歐洲的

魅力。 

當這次要離開的是自己時，內心確實五味雜陳，每去一次學校、市中心，每

見一位朋友，都會覺得在倒數，也不知道會不會是最後一次看見他/她/它。我都笑

稱在歐洲的這一年像在度假，而現在假期結束、是時候準備要回去面對現實了。

不得不說我很慶幸在 20 幾歲的年紀，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麼遙遠的國度闖蕩，讓我

的視野開闊起來，享受著不同文化之間的衝擊及薰陶，雖然當初是冒著疫情下的

種種不確定因素前來，但也是因為疫情，讓我看到旅遊品質最好的歐洲，各大旅



遊勝地少了以往的排隊潮，也少了許多亞洲面孔，讓我真正體驗歐洲的閒暇寧靜，

也因觀光客減少，許多飯店或需要門票的地方都更容易訂到，讓我更容易來趟說

走就走的旅程。在歐洲這一年，我仿佛得到全宇宙的祝福般，不管是旅遊、生活、

交友方面都很順利，幾乎沒有遇到太挫折的事情。 

在這裡我也遇到一群很包容及照顧我的朋友，德根這個小鎮帶給我的歸屬感，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在這裡有他們，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在地球另外一端交到頻率這

麼合拍的一群人，他們讓我感受到滿滿被愛著的感覺，不得不說擁有這一群朋友

是我來歐洲除了遊歷各國外，帶給我心靈成長上最大的收穫 (恨不得留下來再讀

一個雙碩士)。也許這就是為甚麼人家問我在歐洲時會想念台灣嗎?我都會搖頭，

因為我都覺得在歐洲的日子快樂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台灣(樂不思台

灣)最後還是要感謝家人及教授的無條件支持，讓我的環歐夢順利完成。 

在歐洲這一年的回憶太過美好，只要一想起，就會不禁讓人幸福得紅了眼眶。 

  

 

 



⚫ 一些學校及宿舍照片 

學校 

 
學校正門，校園不大但就是很粉橘 

 
走進來大概就看完整個校園了 

 

新生週，那時候疫情還是採梅花座  
平常上課的樣子 

學校附近的多瑙河(堪稱德根最值得拿來炫耀的地方) 

 
春夏時我喜歡根朋友來多腦吃冰淇淋+曬太陽，超愜意 

 
夕陽西下的多瑙河很美 



市中心 

 
從宿舍走去市中心的路上，路邊的方子都

很繽紛可愛 

 
市中心不大，但是還是有超市、服飾店、餐

廳、藥妝店、麵包店等等 

宿舍附近的照片 

 

宿舍往市中心的方向 

 

宿舍大門走出來 

 

宿舍大門走出來 

 

我房間落地窗望出去的景(春夏) 



冬天的宿舍附近(白茫茫超夢幻!) 

 

宿舍往市中心的方向 

 

宿舍旁邊的長椅 

 

宿舍樓上望出去馬路 

 

我房間落地窗望出去的景(冬天) 

我的宿舍 

 

走進來左手邊是小廚房、浴室、

右邊是櫃子，牆上貼滿我各國蒐

集回來的磁鐵及明信片 

 

裡面就是我的書桌(超大)、床

(單人床有附床墊)、衣櫃(內

門有全身鏡)及落地窗 

 

小廚房配有兩個電磁爐、微波

爐、冰箱等等，我一個人使用非

常剛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