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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此山中 

 

張峭朋 

 交換留学生 中国 

 

从关西国际机场出来后乘坐南海线，在泉佐野站转车后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和歌山。与

近畿地区其他名气响亮的城市相比，这座纪州半岛上的小小城市也别有一番闹中取静的情趣，

在感受着这座山城的独特中，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换生活。和歌山三面环绕着太平洋，背

靠不高却连绵的山脉。而我住的地方就在城市边缘的山上，晴天时远眺海边会看到远处小而

可爱的岛屿，而若是下起了雨，就只能看到海和山的模糊边缘。 

对于第三次来日交流的我来说，能感受到和歌山独特的魅力，正是此次交换的乐趣所在。

回想起在名古屋的交流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乘坐地铁到学校时，严肃的上班族和昏昏

欲睡的学生拥挤在身边，我也不由得陷入了紧张的状态。而这，是在和歌山从未有过的体验

——即使是最近的便利店也要花 20 分钟走下山或者翻到另一座山上，这也使得电梯里“注意

野猪”的告示和上学路上遇到的强壮昆虫合情合理了起来。 

与自然风景相比，在和歌山遇到的人们与他们给予我的温暖是更值得珍惜的事。在学校

前十字路口守护着学生们安全的学校职员、总是亲切地给予我指导的日方、一起在教室里努

力的异国友人、街边小水果店的店主奶奶……正是这些给予我温暖的人们，闪耀成暗夜的星

光，也支撑起了每天的艳阳。不知从何时起，“和歌山”对我来说，不再是点在地图上的小

小名词，而是承载我的记忆，予我安身之处的原点。 

而在宿舍和学校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我来日本之后的数次旅行。骑着自行车，在和歌

山县内随意探索的时候，即使在晴空下汗流浃背，但在风吹过脸庞时也会被瞬间治愈。除此

之外，从自然风光旖旎优美的和歌山出发，到无论何时都有着各国游客的大阪难波，连接这

条路线的南海线有着意外奇妙的平衡感。与大一时在广岛大学参加的两周的短期交流相比，

那时第一次来日本的我虽非常开心，但由于交通不便，每天只是往返于学校和宿舍，属实是

有些无趣。但在和歌山却是截然不同了，我感觉到无限的可能性从和歌山开始延伸出来，终

点是日本、或者说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想更深入地探索日本，想接触更多的日本人，是我在和歌山生活过才产生的想法。在逐渐

能用更流畅的日语阐述观点的同时，也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观点能用日语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