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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姓名職稱：林丁丙 教授/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主任 

派赴國家：中國成都電子科技大學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26 日至 8 月 2 日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98 年 9 月 9 日 
 



摘要： 

這次與中國武漢理工大學就科技與文化交流之旅，於文化方面本心得報告將

從語言、飲食、社會服務、氣候、大中國思想、生活習慣、交通工具比較兩岸之

差異。就科技方面，中國的學生普遍認為中國人口多，各方面都該設計出屬於自

己的系統才不會受制於人，因此積極開發各種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軟硬體，這種想

法在十幾億人口的國家頗為驚人，只要設計的夠好，十億的用戶就是全球五分之

一的市場。 

 

一、目的：第二屆海峽兩岸大學生“科技與文化＂交流營。 

二、出國名單： 

教授: 林丁丙 

學生: 洪國強、蔡邦均、張國興、張恩造、柳文勝、吳其恩。 

三、時程：2009 年 7 月 26 日至 8 月 2 日 

四、心得： 

很榮幸有機會能夠代表學校參加第二屆海峽兩岸大學生科技與文化交流

營，以前了解大陸除了透過課本才能稍微一窺風貌之外，其餘僅是透過網路、電

視得到的片面知識，所以能夠有這個機會到對岸瞧瞧是否如我們所想像，在那片

蘊含著中國四千年的廣闊土地之下，是否相較於台灣更有一番不同的風味呢?畢

竟，海峽兩岸語言相通、文化相近，就算處在這個政局敵對、經濟合作的時代下，

兩岸學子密切的交流有其必要性。 

 

這次與中國的交流之旅，可以從許多方面下去探討: 



一、文化方面 

語言： 

台灣的國語是大陸的普通話，而台語就是他們的閩南話。這次到了成都電子

科技大學，國語是我們溝通的橋樑，其他不論是他們的四川話或是我們的台語，

對於彼此都是非常陌生。然而大陸來自不同省份學生說得普通話卻又有不太一樣

的腔調，主要是因為大陸拼音並沒有聲調的表示，所以在學習中文的時候音調只

能口耳相傳，久而久之就導致各地區的差異了，加上各省份都有自己的地方方言

音調，所以大陸各省的普通話都有腔調上的差異存在。 

 

飲食： 

四川菜在台灣相當有名，就是“辣＂，然而到了成都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川菜擅長在烹調食物的時候搭配辣椒、辣油等辛辣香氣的佐料，可是所烹調出來

的食物卻不會辣到嘴巴、舌頭，只保留了辣的香氣，所以在飲食上並不會受到太

大的影響。 

另外當地人也提到些許大陸關於辣的吃法，“四川不怕辣、貴州辣不怕、湖

南怕不辣＂，四川因為許多佳餚名產都是相關於辣，所以對於辣自然並不畏懼，

然而真正會吃辣的卻是湖南，因為聽說湖南地方就算是個家常小菜，也必須要加

些許的辣，或許到湖南才會真正的水土不服吧！ 

最後就是四川的小吃喜歡在菜名的前面加上姓氏，如鐘水餃、龍抄手之類的。 

 

社會服務： 

大陸學子在求學過程大量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因此學生對於社會服務、貢獻

相當自豪，而且老一輩的人對於大學生已經成年卻沒有謀生能力稍有微詞，因此

大學生也積極從事社會服務、公益活動來扭轉自己的社會形象。 

而學校也會要求學生必須利用寒暑假下鄉服務，主要原因是城鄉發展差距過

大，使得都市小孩難以想像鄉村生活。 

 

氣候： 



在台灣只有氣溫濕涼的山區才可看見樹上長出青苔，一到電子科大就發現大

馬路上的行道樹居然都長出青苔，在座談會上林文詢老師解開了我的疑惑，四川

的成都平原雖然海拔不高、靠近內陸，但其溼氣卻重、氣溫涼爽，一年的日照時

間不超過一千小時，這次到成都鮮少看見完整的太陽。 

 

 

另外中國與台灣雖然沒有時差，然而成都的緯度較高，因此夏天日照時間

較長，吃完晚餐天空卻都還亮著，真讓人頗不習慣。 

 

大中國思想： 

在座談會上也感受到林文詢老師的大中國思想，不斷的強調成都位於大陸地

理位置的中心，以及在文化、經濟、交通上對於大陸重要性。是好是壞就見仁見

智，判斷全憑個人。 

 

生活習慣： 

很多成都人在晚餐過後會到公園跳土風舞，老一輩的成都人喜歡喝茶、打麻



將消磨時間，他們稱為『老成都』，老成都還有一個習慣就是在喝茶的時候請人

掏耳朵，因此在一些茶館、河邊都會看到幫人掏耳朵的職業人員。 

 

交通工具： 

成都為了鼓勵綠色環保利用稅收壓制汽車，因此成都很多電動車。大眾交通

運輸工具有公車、計程車和電動三輪車，目前地鐵還在建設中。 

 

 



二、科技方面 

這次跟我們交流的學生大都是大學部的學生，只有一個學生是研究所一年

級。電子科大派出的學生都是在各個領域有特殊表現的優秀學生。那位研究所一

年級的學生的專業在電子科大歸類在通訊組的計算機網路組，北科大前往交流均

為研究生，且研究專長均為電磁領域，由於專業部份的專長差異過大，所以此一

方面互相交流學習心得的部份較為不足。 

另外，大陸的學生普遍認為中國人口多，各方面都該設計出屬於自己的系統

才不會受制於人，因此積極開發各種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軟硬體，這種想法在十幾

億人口的國家頗為驚人，只要設計的夠好，十億的用戶就是全球五分之一的市場。 

 

五、建議： 

 

(1) 此次交流目的動機良好，可以拓展老師與學生的國際觀，且可有效地聯結兩

校之間的情誼，應可以持續辦理。 

(2) 如前文所說，由於兩校交流的學生，於專業部分的領域差異過大，因此於科

技知識的交流較為受限，如果可以事先協調，讓兩校交流的學生於專業領域

相近，並且可透過參觀專業實驗室，領略台灣跟大陸間對於研究上的不同，

則所謂科技交流的部分，應可更加強化其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