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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和歌山 

 

肖灵修 

教育学部交换留学生中国 

 

我眼中的和歌山是个很亲切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和歌山的人，和歌山的事物

都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 

先来说说和歌山的人。来到和歌山是 3 月底，由于飞机晚点到达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左

右了。负责的老师跟我们说明太晚没有办法派车接。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拖着大小箱子，背着

包，想到要在大晚上，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打车，心里很是没底。我们在车站前面打上了车，

载我们的是一位满脸笑容的大爷。看到我们以后立马下了车，帮我们把箱子一个个抬进后备

箱，硬是把六个箱子还有我们塞进了一辆车后出发了。路上，他操着一口我们听不大懂的关

西腔和我们聊着，很是热情。到了终点国际交流会馆门口，他并没有离开，而是连忙下了车，

跑去确认门是否能打开，这时恰巧经过的一对路人也热心帮忙联系负责人，确保负责人接到

我们才离开。这无疑给初到和歌山的我吃了个定心丸。 

来到和歌山后，总是感觉身边的人都在尽力帮你，从没有原本料想的孤寂和恐惧感。住

在会馆的学姐耐心地给我们介绍说明这里的一切，陪着我们购物，办事情；老师也都温柔又

可爱，无论是帮助我们办理手续，还是上课悉心讲解；超市、银行、市政府等的工作人员都

礼貌和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为邮递员叔叔，他热衷于国际交流，并且去过中国好多次。

我刚来几天的时候，也许因为水土不服晚上发高烧，初来乍到根本不清楚医院或药店在哪里，

心里干着急。他听说后立即把我接到医院陪着我看完病又送回家。那个时候虽然发着烧，可

是心里不知道有多么感激和安心。 

多亏了和歌山的这些亲切的人们，我才能很快适应异国他乡的新生活，才能对未来的学

习生活充满信心。 

再来说说和歌山的事物。和歌山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因为与中国有很多不同。

比如交通方面，首先是方向相反，其次是“车让人”的礼仪很到位。这是我觉得很好的地方。

然而让我很苦恼的一件事是，和歌山的交通基本要靠自行车，不然就要花昂贵的交通费。对

于不会骑车的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我生活的城市青岛骑车的人真的很少，因为自行车车

道是和机动车在一起的，而不是和人行道一起。再加上巴士的费用相当低，大抵都是一块钱，

而且数量多，范围广，十分方便，就没有人愿意骑车了。而且中国的大学基本都是寄宿制，

大家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不存在上学放学的交通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日本大学和中国大学形

态的最大不同之处。不过形势所逼学会骑车，既锻炼身体又添一项技能，也未尝不是一件好

事。学校的课堂氛围比较轻松，课程很丰富。打印机呀，钢琴室呀都是免费使用，给学生提

供了许多便利。但是学生之间的交流略有缺失，选了同一节课的一个班的同学甚至互相不认

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交流。其他生活方面感觉很便利，自动售货机随处可见，还有功能齐

全的便利店也很多，缴纳电费保险费都很方便。 

总而言之，在和歌山这个亲切的城市的生活很快乐，希望在这一年我能更多地了解和歌

山，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