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 2 日，為期兩天的成大文化美食嘉年華圓滿落幕，參與嘉年華的

我真的是感慨萬分。自我第一年踏入成大，美食嘉年華這一個活動就不曾間斷，

也是從第一年開始，我就擔任了僑生聯合會的公關，參與了嘉年華的籌辦，並

且擔任了數次的嘉年華開幕司儀。而這一次的嘉年華會，也是唯一一次我以純

粹觀眾的身份，欣賞學弟妹們一手策劃的活動。

留學這個決定，應該是我學生時期做的最重要的一個決定了。當時候就覺得，我一定要離開

我最熟悉的地方，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堅持，我只知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離開，於是我就

跟著當初也要出國的同學們，填了不同的志願，去了不同的國家。四年後的今天，我雖然不

敢說留學的決定是最好的，但獨自一人生活在異地的經驗，真的很寶貴。

我叫葉乃陽，是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在臺灣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我遇到了很多可愛

的人，當然也遇到了很多令我難過的事，但無論如何你們都是讓我成長最好的滋潤，於是我

想要把這些故事收集起來，告訴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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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覺得僑生是這樣的嗎？
來到這裡四年，每當別人聽到我是馬來西亞僑生，

總會有很多臺灣人問我一些他們好奇的問題。

迷思一：為什麼來臺灣留學？是馬來西亞的大學不
夠好嗎？

在我的印象中，我高三畢業的那年，班上大約有50

個人，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在畢業後都選擇出國留

學，去的地方跨越了五大洲七大洋，不下於十個

國家，如果再將我們那一屆近500個畢業生納入統

計，恐怕得到的數據更加的驚人。在馬來西亞，留

學風氣盛行的程度，恐怕不下於臺灣人對於棒球的

執著。

根據2019 QS Ranking世界大學排名，馬來西亞最好

的大學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擠入世

界百大名校，即便連國外的學者也相當欣賞馬大的

教學環境，據我所知，如果有辦法在馬大深造，我

身邊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同學會留在馬來西亞。臺灣

的教育制度是相對公平的，高中生可以利用學測或

指考來選擇自己希望進入的大學及科系，以成績換

取校系，對馬來西亞的僑生來說，是何其幸運的一

件事！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華人雖然是三大民

族之一，但是因為政治勢力不夠龐大，所以在教育

上也會有一些比較不公平的待遇，再加上大部分的

馬來西亞僑生念的都是獨立中學（獨立中學在早期

與政府多次發生衝突），使得我們要進入由政府資

助的國立大學更是難上加難。於是乎，對於選擇念

獨立中學的華人，留學似乎是約定俗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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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二：既然可以出國留學，所以僑生都很有錢？

說到經濟能力，我身邊倒是有不少讓我驚訝的例子。一般來說，僑生獲取學費及生活費的管

道，不外乎就是父母、獎學金以及打工這三種。雖然有不少僑生的成績都非常優異，但還是有

很多的人是完全靠打工來支付自己在國外的開銷的。我有一個學長，曾獲得數次的書卷獎，大

學四年他靠獎學金及打工，自己支付所有的學費、住宿費及生活費，所有的課餘時間幾乎都被

學習和工作填滿，我不知道如此忙碌的他私底下有多麼狼狽，但至少每次我看到的他都是非常

開朗的。我還有一個學妹，她除了要參加社團，六日還要打工賺錢，有一天我問她「你一天的

餐費是多少？」她回我說「50塊。」整整十秒鐘，我不知道應該要接什麼話，你沒有看錯，是

台幣50塊，一天三餐只有50塊。我問她究竟要怎麼省才能省成這樣？她跟我說「早餐不吃，午

餐吃打工的麵包店剩下的麵包，晚餐吃50元便當，一天就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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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三：你不是外國人嗎？你怎
麼會說中文？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

除了華人以外，還有馬來人及印

度人這兩大種族，以及數十個原

住民族群。現在的馬來西亞華

人，大部分都是早期中國南下的

華人的後代，這當中有廣東人、

福建人、潮州人、閩南人、客家

人等等不同籍貫和地區的人。所

以每當臺灣人問我們這個問題的

時候，我們雖然不會覺得被冒

犯，但還是會愣住不知道給什麼

回答，因為我們當下的第一反應

就是「我們是華人，我們從小就

說中文啊，我們怎麼可能不會說

中文呢？」

但是說實話，這樣的誤解也給我

們帶來了很多的好處，因為對於

臺灣學生而言，不管是哪里人，

只要不是臺灣或中國大陸的外國

學生，會說中文就是一件罕見的

事。於是乎，對於中文講得不太

好的僑生，臺灣同學會給予諒

解；對於中文講得還不錯的僑

生，臺灣同學就會覺得你很厲

害；而中文說得很好，寫作也很

好，而且完全沒有口音的僑生，

就可以跟保育類動物排在同一個

等級了。

留學的路上

不要厭惡競爭，競爭不是貶義詞

我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申請了中研院的暑期

實習生計劃，很幸運的進入了一個規模超大的

實驗室實習。實驗室裡面有三十幾個人，大約

有十來個博士後研究員，當我聽到這個數字的

時候著實嚇了一跳，先不說實驗室每個月需要

支出的薪水有多驚人，單就這個數量而言，在

成大就沒有哪一間實驗室比得上。進實驗室的

第一天，我就明顯的感覺得到與成大大相徑庭

的研究氛圍，說是草木皆兵一點也不為過。

由於實習生們需要在兩個月後進行成果發表，

所以在進實驗室的第一天，大多數的人都開始

拼了命的做實驗。當時實習生大部分會住在中

研院附近的學校宿舍，每天早晚搭公車往返兩

地，我跟室友兩人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洗漱，八

點前到中研院（九點是規定的上班時間），一

直忙錄到晚上七點搭公車回宿舍（六點就可以

下班），然後繼續做文獻回顧，十二點左右上

床睡覺，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了兩個月後成

5 7

○ ○ ○ ○ ○ ○ ○ ●



果發表完才結束。這當中我們倆

都很有默契，除了第一天約好時

間一起搭公車之外，往後的日子

我們再也沒有約定過幾點出門，

但是兩人都會在固定的時間起床

一起上班，我相信除了一顆熱愛

研究和求學問的心，彼此互相督

促的良性競爭多少還是存在的。

學習扛下名為「生活」的重擔

大學前兩年，仰賴我還不錯的學

業成績以及家裡的一些資助，再

加上我偶爾賺取翻譯類和家教的

外快，只要不亂揮霍，還不至於

需要苦惱學費和生活費的來源。

但大三的時候家裡卻遭遇了一些

變故，導致不得不將平日上課剩

餘的時間，都用工作來填滿才能

夠應付生活開銷。其中讓我印象

最深刻的，莫過於我在親子遊樂

場打工的經驗。

每個禮拜六日我都會到親子遊樂場去當工讀生，工作的內容非

常簡單，但卻相當耗體力，除了要跟小朋友解釋遊戲規則、回

答父母們各種問題、打掃園區之外，還要搬運各種小朋友的遊

戲道具。雖然看著小朋友開心的回家是一種療癒，但是身心靈

的疲憊依舊存在。

將背後交給別人，你不需要無時無刻都靠自己

當初進入成大，因為一次巧合我加入了僑生聯合會，開始跟夥

伴們一起辦活動，其中包括僑生春節祭祖、文化美食嘉年華、

迎新宿營、送舊等等不勝枚舉。雖然大三以後大家就卸下了自

己的職務，開始為未來打算，去完成自己的目標。但是當時候

的戰友情結，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在路上巧遇的時候依舊會

聊得熱火朝天，不時會關心對方的近況，我覺得這樣的感情就

夠了。

當初對「離鄉背井還要跟僑生膩在一起」這回事很抗拒，但是

後來才發現，獨自一人生活在外是需要有依靠的。因為面對人

際關係和現實的殘酷，我們常常會力不從心，我們會慢慢變得

堅強，但是不需要一直都堅強，我們都有掉眼淚的權利。感謝

當時僑聯的幹部們，每次想起你們都會讓我在很多個脆弱的夜

晚，重新振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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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謙虛的態度學習，機會來了要
勇敢爭取

不知道是不是從小的教育就教我

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道

理，以至於我到臺灣之後，就始

終保持謙虛的態度去學習每一樣

新的事物。身為一個僑生，既然

以留學作為增長自己見識的方

法，自然希望可以到更多的國家

去看看別人的文化，於是我在一

次的通識講座聽到了我再一次出

國的機緣。當時成大第一屆的國

際基因工程競賽（iGEM）團隊

剛從美國波士頓回來，就舉辦了

一場第二屆團隊招募的說明會，

我有幸聽到了這場講座，於是也

決定參加團隊成員的遴選，也幸

運通過了面試。到了比賽的會

場，我們見識到了全世界300多

所大學的學生團隊，真的讓我吃

驚不已。有很多的實驗設計都讓

我覺得非常的激動，那些想法是

當時的我絕對不會想到的。

接納自己的不一樣

在三十多年前，我父母就已經以

僑生的身份來台深造，而我在馬

來西亞念國高中的時候，學校也

有一群老師都是臺灣畢業歸國的

僑生，據我所知，其他學校的師

資也跟我們學校差不多。可見在

幾十年前，僑生就已經出現在臺

灣這片土地上，而到了21世紀的

今天，僑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甚

至越來越融入本地人的生活，以

我自己為例，幾乎所有跟我對話

的本地同學，在我自我介紹之

前，都以為我是貨真價實的臺

灣人。以至於表面上大家看到的

我，都是在臺灣同學和僑生同學

中穿梭，而且游刃有餘的感覺。

事實上，剛來成大的前兩年，我

對臺灣極其的不適應。因為我跟

同學間有很多的話題都沒有太大

的交集，我沒有考過學測指考、

沒有念過臺灣地理、沒有學過注

音，所以聽臺灣同學講本土笑話

的時候，因為我聽不懂，所以常

常都不知道給什麼回應。而開學

的時候大家都很有默契，會用地

區等容易劃分的方式組成一個小

團體，結果我也只好繼續跟僑生

同學走在一起。那個時候常常懷

疑自己是不是有問題，明明無論

分組報告還是作業都有辦法跟臺

灣同學合作愉快，但為什麼在生

活中卻沒有辦法跟臺灣同學交朋

友。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兩年卻一

直都沒有改善，真的讓我力不從

心，也讓我生活中的情緒波動變

得很大。

但是漸漸地我才發現，這就是那

些曾經留學的學長姐說的「文化

衝擊」，雖然我們都說中文，但

其實在不同的文化和教育底下，

思想上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或

許在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曾

接觸僑生，因為陌生所以疏離，

但是漸漸地大家就會發現其實僑

生除了來自不同的國家之外，也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就這樣慢慢

的開始淡忘身份的不同，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跟臺灣人的

關係變得越來越好，偶爾還會交

流起兩地的差異，相談甚歡。

留學，常常都讓人眼睛一亮，應

該有不少的人覺得自己出去一次

就可以變得很厲害。究竟留學有

沒有這麼神奇的功效，我不知

道，但能夠確定的是，獨自遠行

真的能夠激發一個人的無窮潛

力。至少，當你覺得生活糟得不

能再糟的時候，還能保有那份相

信希望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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