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華語獎學金生及新可倫坡計畫臺灣學人 Cherish Tay 分

享留臺經驗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 

前言：2020 年鄭勝利 (Cherish Tay) 是世界各地眾多因疫情而徹

底改變計畫的交換生和國際生之一。兩年以來的疫情影響一直在線上

學習的環境下，如今她在到了臺灣，在高雄西子灣的國立中山大學華

語中心學華語，每日在有海景的宿舍裏起床時仍覺得十分不可思議！ 

本文摘譯 2022 年 3 月 28 日澳洲華語獎學金受奬生及澳洲政府

新可倫坡計畫獎學金臺灣學人 Cherish Tay 在澳洲國家大學法律學院

網站分享的留臺學習經驗，鼓勵澳洲學子在疫情後勇敢重啟海外留學

夢。 

儘管存在邊境管制、檢疫要求、航空旅行不確定以及種種跨國相

關的謹慎緊張情緒，但我還是決定休學延畢，於 2021 年 11 月啟程

飛往臺灣，足見這不是我個人對臺灣一時興起的決定。 

我的計畫是在臺灣教育部提供的華語獎學金支持下在國立中山

大學學習華語六個月，之後再北上國立臺灣大學開始澳洲政府新可倫

坡計畫獎學金的交換學習，主要研究法律響應與改革。 

計畫的第一步就是先解決語言障礙。 

雖然來臺之前，我曾在澳洲國家大學學習華語，但幾乎沒有練習

的機會，導致剛抵臺灣時，我真的是詞窮了。 

從桃園機場到高雄的隔離計程車中，我笨拙的試圖與計程車司機

交談，這位好心的司機盡了最大的努力理解我的中文。令人困惑的是，

雖說國立中山大學是臺灣的主要大學之一，但他卻似乎有聽沒懂。 

之後的四小時車程就這樣安靜地度過了，這是我在臺灣第一次用

中文交流的現場，不算大失敗、但也不是我夢寐以求流利跨文化交流

的畫面。 

原本在澳洲國家大學學習的華語，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用簡體字

書寫。我在臺灣學習的則是國語，使用繁體字書寫，這讓我進入了一

個全新的華語學習歷程。 

我在高雄已住了三個月，是一個語言和文化的大熔爐。使用臺語



 

 

的人比在臺北多，而且在口音上也與臺灣中部和北部略有不同。 

高雄是臺灣客家語人口最多的地區，在市場買菜或與家人在一起

時，特別是老一輩的人說臺語。幾週前，我在市場的一個水果攤前買

香蕉。老闆用臺語告訴我價格，連我自己都吃驚，居然聽懂了，趕緊

付了錢。 

雖然我無法用臺語回應，但我給了她一個燦爛的微笑，用國語說

句最誠摯的〝謝謝〞。不僅僅是因為買了香蕉，高雄向我展現複雜多

樣的語言和文化，還有讓我意識到自己的語言能力正在迅速成長，這

些都是幾個月前的我所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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