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生活

2009.09.15

转眼间在大手前已经呆上了一周的时间，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校园生活。也许一堂课六十五分钟在我看来也不觉得长，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了。理科倒是不难，就算老师说话很快而
听不懂，内容也能大致明白。文科一般时间在背单词，偶尔也会抄抄笔记。前几天古典国文中汉文部分还讲了《捕蛇者说》，百感交集。看来当初在国内学好语文还是有好处的。

張 含露的日记



第一次考试

2009.09.24

刚来到班级两周，就要与同学们一同参加高二前期期末考试。今天是考试第一天，考数学B和化学。时间比国内的要短，题量也相对小了些，但是基本上没有选择题令人感觉很不
爽。好在都是理科题，回答起来不是很费力气。只不过化学的填空题终究还是不知不觉写下了几笔汉字……明天开始有文科的考试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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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1/4

2009.10.06

很幸运能与高二年级同学一起参加去仙台的修学旅行。四天过的很快，但也很充实快乐。——题记 第一天 清晨的大阪还飘着小雨，天空微微泛蓝之时，我们已经背着大包小裹上路
了。 来到大阪空港集合，发现日常严肃的衣着白衬衫的各位老师也都换上了便装，有种很滑稽的感觉。大家都到齐后，开始发机票，过安检。也许是学生集体的活动吧，安检手续
简单的很多，就算是手提行李里装了水杯，水杯中有装着茶水之类的都没什么，托运行李时也只是问了一句“是大手前高的吗”就通过了，登机。9时（注，东京时间，下同）
JAL2203飞机起飞。飞机不大，似乎只坐着我们3个班（后发队）的学生。又一次坐飞机，却是没有任何感觉。班级同学好多都是第一次乘坐，因此在飞机离地前的加速时尖叫声四
起，感觉比飞机起飞本身要恐怖的很多。机程不长，只需要75分钟，途中和旁边也不知道那个班的同学聊了一会。虽然起初都是陌生的，但知道我是那个留学生因此都很热情。很
快，飞机着陆，各班级清点人数，搭车去吃午饭。 第一次纯粹坐在榻榻米上，吃着包括味曾汤，日本豆腐，天妇罗之类各种各样日式料理。总是有种古色古香的感受。感觉很好。
下午的目的地是致道博物馆。分七个展厅，有展示历史石器的，有的展示渔具，还有展示古典家具的。（此处应该有图片,没传） 晚上每四五个人一组分到当地一个家庭
Homestay。我去的一家老两口都七十多岁了，但是很有精神。他们说的东北方言我同学都听不懂，只是和我一样经常嗯嗯啊啊的，令我很惊讶（有点兴奋？）。家人很盛情地款待
了我们，但是每人分得的凉拌菊花却真的十分令我汗颜。强忍着没有吐出来，吃过之后眼中充满了苦涩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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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2/4

2009.10.06

第二天 所谓修学旅行，它与远足不同。后者是专门去玩的，而前者还在于类似学农之类的“修学”。果然，第二天，我们开始了在山形县的学农。 上午的安排就是拔草，或者说见
草就拔。我们穿着统一的运动服，雨靴，带着麻布手套，10个人一组开工。尽管有几个镰刀，提升了一下割草速度，但是抬眼望去才发现割过草的部分真的小的可怜。大家在干了
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也都没有了任何兴致。带队的大爷便拿着割草专用的什么什么工具，在十分钟之内就割完了我们割的几倍... 中午还是十几二十几个人在榻榻米上吃饭。很无奈的
是，菊花，从前一天紫色的换成常见点的黄色的小花瓣，但是那个沁人心脾却渗人胃肠的口感依旧令我不安。倒是山芋汤非常美味。 下午依旧是小组活动，但是相对安排宽松了很
多。大家坐在卡车车厢上，开始了一路的欢歌。先是去看山上熊的足迹，更多是看山上可爱的栗子树和满地的栗子。之后坐着卡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爬山。领队大叔（实际上
就是我们Homestay的大叔）顺便采摘了一些蘑菇，（果然第三天早餐在汤里看到了蘑菇的身影）。之后基本上也都是自由活动的时间，有说有笑过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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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7

第三天好艰苦 唯一一个任务：爬山。 海拔1984m的月山，位于山形县的中央，与湯殿山（1500m）羽黒山（418m）并称为出羽三山。我们的任务是从1403m的月山8合目开始，
沿着各种各样的石级爬上山顶。久违的登山，一直喜欢的感觉。论语里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因为相对万变的水，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矗立不变，包容万物，是最可
靠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山小山，总会有可以征服的，当登临高峰俯瞰大地时，心中总会澎湃激昂。 于是，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征程。别看我们纵向位移只有581m，但是所需的路
程却要几千米。开始的路线是由长木板搭成的，坡度很缓。但是好景不长，没走多远，道路变成了大石块堆成的路。坡度也开始陡了起来，恨不得手脚并用“爬”山。由于是和集体
走，很难有自己想休息的时间，并且害怕真正掉队。但是体力着实在渐渐耗尽，很失败地想起自己早上把发的三瓶水都背在了背包中……很希望能够休息一会，试着说了一声“停一
会好吗”，没想到前面的同学欣然同意。一路上，与她走走停停（全是我叫的），不时后面的同学也会问我没事吧，真的很感动。当身旁有下山的游客经过，我们总会问上一句你
好，他们则会告诉我们加油，注意脚下等等。不过爬山时，实在是没有了什么可欣赏的风景，所看到的只有石头、石头、石头。有时，秋风袭来，让我愈加体会到了什么叫每上升
100m气温下降约0.65°C的道理。走了好久，总算看到前方一个路标，告诉我们还有约1400m。也许很远，但至少有了一个尽头。不知不觉，想到了那句经典的歌词“敢问路在何
方，路在脚下”……经历了130分钟，总算到达了山顶。有些失望的是山上就有一座不大的庙，四周高高地围着墙，使远眺都很困难。冷风瑟瑟。几位同学吃了便当，合了张相，便
径直开始下山。 下山比上山容易得多，除了因为走得快而感到脚疼之外没有过激的反映。在比较空旷的道路上，总算感觉不到累，只是很冷，有些时候被风吹得想挪步都难。加速
前行。甚至一次也没有停歇。总算从石级走向了木板，总算从木板走向了平地。我们欢呼。班级女生最先到达山脚的，非我们莫属！ 累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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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7

最后一天 集合后，来到了日本三景之一——松山。先是坐船，远眺了伊势岛，钟岛，长命岛，桂岛等各式岛屿。在船上的更多时间，则是看海鸥。刚看到好多海鸥随船飞行，我以
为真的像书中所述的，它们借着船的气流，更省力地飞行，但后来在船的开放平台上看到同学们在喂海鸥，才恍然大悟…… 之后的时间是自由散策。可以逛逛寺庙，聚聚餐，买买土
特产之类的。我“随大溜”，但是一顿人均1515日元的午餐确实令人心疼呀，其中一口一个的饭团，就是一勺饭上面盖着一片什么生鱼，在放点芥末酱油就315日元，确实很好吃，
哦，我的生活费。 再后来到叫做Beligium Orgel Museum的地方，很奢华的感觉。各种首饰，化妆盒，音乐盒等摆设应有尽有，金黄银白地发着流光溢彩的光芒。悦耳动听的音乐
响起，有种贵族生活的气息。楼上是乐器表演，每一个盒子上有各种乐器的组合，在写好了程序之后只需手摇转盘，各种乐器就会自动演奏出美妙的音乐。欣赏了音乐过后，买了些
土特产，开始了返程。 坐在返程的飞机上，写下修学旅行的感想，和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快乐。马上要文理分班，老师一声"さようなら"，班级解散，留下的只有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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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

2009.10.15

从接到通知，到如今来到新的班级，同时来到新的家庭，加起来不到一周的时间。还记得老师曾经说过，“失去的一切总令人怀想，住惯的地方永远是天堂”，一个月中，确实学到
了很多。在此感谢接待我的第一个家庭，虽然有时少了些言语，但真的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新的家庭也很不错，但是适应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我会努力，希望我们相处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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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高校生理科教育电视会议

2009.11.21

很荣幸能和其余19名同学代表学校参加“日美高校生理科教育电视会议”。日本的主会场设在东京，在大阪、福冈、冲绳等地分别设有分会场；美国的会场在华盛顿。因为是电视
会议，所以一般的讲演均在主会场举行，分会场转播；轮到提问环节时，再一一切换至其余会场。日本时间早八点，准时开幕，在东京与华盛顿两方切换着不断致辞。接下来由两方
分别做各自关于理科教育的介绍，日本方主要是涉及两个实验报告，而美方则更多地介绍了学校。介绍之后，由对方关于上述内容进行提问，各分会场回答。我们会场接到的问题
是，学校如何节能。在一阵很大的骚动后，我们校一同学答曰，教室空调固定在26-27°C。个人不认为这与节能有什么关系，但真正的报道确实给了这里一个镜头。上图为截屏。 全
部会议过程配有日英同声传译，真的很羡慕。自己在这边也算做过一次小小的汉日翻译，感觉好不错，或许曾经儿时有过幼稚的梦想，但怎能不承认它如今也不仅仅存在我的记忆中
呢？ 值得一提的是，与会的冲绳的学校是“开邦高等学校”，是我们亲爱的kasi同学的学校。好长时间没有音信，不知孤岛生活是否顺利。我迫切地直视着转播屏幕，试图寻找到她
的影子。尽管无谓。但真的希望，像是通过这种“会面”，告诉我们，你那边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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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聚餐

2009.12.20

今天全班女生聚到同学家里举行圣诞Party。最主要的内容是做章鱼烧。 上午11点半在JR的一个小站集合，没想到在上JR之前同学就凑了10人。人数凑齐之后，来到同学家中。聚
会一共14人，其中我班的13位女生有一位没来，剩下两人是隔壁班级的，但关系都好的很。一共摆了三桌，两桌章鱼烧，一桌普通的烧烤的锅。人确实好多，于是决定按学号顺序
坐，我与另外4个人负责章鱼烧。 我倒不是第一次做章鱼烧，但是却有同学家中没有那种设备（锅上一个球一个球、和外面卖的一样的）而是第一次做。不过全班同学聚一起做它，
大家还都感到很新鲜。有些人显得很专业，有些人逐渐变得上手起来，本人也被说成“实际上是大阪人”。这次的配料比较丰盛，并且是喜欢的就多加、不喜欢的不加。于是导致后
面的几锅奶酪四溢，在吃饱了之后对于剩下配料的处理更是随意，比如说直接烧章鱼，还有的烧上了棉花糖（结果很像拔丝地瓜的感觉）。隔壁桌不时与我们交换食物，他们有时烧
肉有时烧荞麦面，也很好吃。 吃饱了，收拾收拾开始吃点心。基本上是各式各样的糖，夹心饼干，巧克力豆，还喝了ale，算我第一次喝吧。这时候大家已经围坐成一桌，互相谈着
笑着。不知谁提议，开始到了都很兴奋与期待的发礼物的时刻。每人拿出自己带的约500日元的精心包装的礼品，先放到桌子底下并随机摸出来一份，再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始轮着传
给身边的人。我们唱的竟然是校歌...音乐止，每个人手里兴奋地拿着一件礼物，在告知自己得到谁的礼物的同时也向她表示感谢、祝福。 总之，在这个班级，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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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技大会

2009.12.23

昨天，球技大会。我们班男生kickbaseball，女生dotchball，全员参加。 早上第一堂课上过之后，球技大会就在操场上举行。对于淘汰的赛制之类的个人一概不清楚，连dotchball
的规则都不算很明白，只知道类似于打口袋——只不过换成了球、两方队员都有被打的可能。我们班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比赛。个人唯一目标就是不被第一个打下场就好，果然每次
都坚持到场上班级最后三个队员中有我一个。班级没有事先练习过，不为了赢，只为了享受这场比赛。于是两场比赛在欢快的气氛中惨败。也好，都玩得不错。 现在想来，日本学
校这种活动好多，并且许多都是全体参与的。能让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比起那国内有些只有有才才有展示的机会，也许公平了许多，活泼了许多。

張 含露的日记



新年（上）

2010.01.04

31日晚11时半，与家庭来到家旁边的盛泉寺，以古朴的方式迎接2010年的到来。 寺庙中人还少，大家都坐在堂中静静等待。在11点50左右，两位僧人开始念诵经文。想到对于汉
语的“南无阿弥陀佛”我都一概不知，何况还换成日语。接下来来客一个接一个上前烧香合掌求福。快到12点时，住持开始致辞，在简短的讲话之后，期待已久的撞钟开始了。这
应该是我第一次在新年现场撞钟，有些异样的新鲜感觉，但依旧同样地祈福所有人新年中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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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中）

2010.01.04

1日晨，第一次与全家人共进早餐。这是一顿精心准备的饭菜，筷子也都是新的。 上午与家人一起参加“初詣”，来到家旁边的另一座寺庙。摇铃铛，祈福，之后在家人的介绍下，
抽了一次签。这种算命的东西确实从没弄过，23号签，吉。还有就是将旧年的护身符扔到火里，顺便取回新的护身符，挂在家中墙上保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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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下）

2010.01.04

中午来到家庭父亲的老人家。大人聚一块儿，小孩儿聚一堆。午饭也是这么吃的，不过可以随意夹自己喜欢的菜真是件难得的事情。饭后继续先聊，活动，晚饭是火锅。应该是第二
次吃すき焼き，就是火锅里面加上比较甜的调料，涮过的肉蘸着生鸡蛋吃。还好，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感觉，但能吃下去哈哈。很喜欢其中欢聚高谈的气氛，这才或多或少有点像国内
的“年”样。 总是不知不觉比较这边与国内的异同，似乎在每一细节上寻找家的影子。在异地迎来新的一年，这是第一次。短短的四个月，确实成长了。经历了好多未曾想象过的
事情，从中学到了许多，磨练了许多。果然，走出去，才知道世界很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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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2010.02.07

上午与同学和一位瑞士留学生一起看了个电影，讲的是南非新上任总统通过改善橄榄球队质量使之夺得世界杯冠军，从而激起国家各方面机制协调工作的热情。第二次看电影，又是
这种英文原版配日语字幕的。好在那位南非总统英语讲的很慢，尽管发音并不标准，但是很容易听懂。 晚上包饺子。总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尽管在国内也不怎么做菜，但
是最起码的饺子咱还是会捏出型的。这边都是机器压的现成的饺子皮，粘度很低，需要蘸水才能粘牢。好在都是煎饺，露馅不严重也没事儿，所以放心地只重视饺子型好看就好。于
是，理所当然地，家人都说不愧是俺呀，包的就是好~同时也教了同学和那位瑞士同学，使他们包的不是长条的带出了点弧度。与家人融融恰恰地吃了饺子。果然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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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2010.03.11

真的好久没写日记了，研修回来就准备考试，好不容易考完试，结果说是放假一周还要有4/5的时间去学校，好忙好充实。下面补记一次见学。 在学校选择的是政治经济学科，老师
为了让课堂更加充实，找了一次去裁判所见学的机会。报了名之后，在上周五（3月5日）来到了离学校一站地的大阪地方裁判所见学。 我们去的大阪裁判所有十几层楼，无论是地
方裁判所还是高级裁判所都在其中。集合时，在一楼正厅的桌子上放着几个本子，分别是民事、刑事，地方、高级审判案件的审判时间。刑事案件相对比较多，高级审判的像是杀人
一类的案子，只需要地方审判的多是什么小偷小摸的案件等等。 我们先被带到一间空着的审判庭，听审判员叔叔介绍案子的审理过程，法庭的坐席安排。专有名词好多，顺着语义
基本上还都能听明白，倒是“ボウチョウ”这一词费了我好大力气才想出来是指我们的“旁听”。接下来我们分成三组，分别去三个审判庭旁听。 我去的405号审判庭，先听的是一
起兴奋剂违法取缔的案子。（当年风靡一时的酒井法子就被指控违反了兴奋剂取缔法）。被告人的律师（在我看来）很厉害，帮助确认案件事实时向被告提问题，一个接一个中间基
本上没有停顿。然后努力地从被告的答语中听出一些可变的转机，继续提问。然后检察官将上述细节结合原案总结起来读一遍，法官再就案情很精辟地提几个问题，就商讨宣布判决
时间、闭庭。接下来是一起盗窃案，程序和上一个大致相同，40分钟后我们的旁听结束。 确实如此的见学很有感觉。想想这种地方好多人可能一辈子去不了一次，如今有这样的机
会也真是难得。

張 含露的日记



发表

2010.03.31

半年的调查，凝聚成下午3个小时的国际会议，最后占用了NHK2分钟新闻——高校生国际科学会议成功召开。 与会的有中国韩国泰国日本4地5所学校，各校就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我们小组五名同学代表日本主办方，发表了关于化肥中含氮物质对土壤和水质的影响的研究。发表过后是非常有创意的环节：伴随着《We are the world》音乐，各国用自己的语
言说出“共同宣言”（大屏幕上滚动着英文翻译），号召每一个人从每一点小事开始保护我们的地球。会议整体进行得很顺利，老师们都说这是一个“大成功”。 会后小组成员去
Mc简单庆祝。回忆这段日子，很充实也很值得珍惜。记得曾经冒着冰雹采集土样，曾经喝着咖啡谈论着英语翻译；还记得多少次我们在倒计时，再过多少多少天我们就可以放下重
担恢复到平常的生活，而真正走到这步时才发现宁愿自己还在准备、还在发表，才感到过去的日子是多么值得回忆。 于3月25日记

張 含露的日记



好快

2010.05.30

昨天第一次意识到剩下五十多天是什么概念。从学弟学妹那里了解到现在已经开始了下一期长期交流生的选拔——恍然间一年都过去了。心情很复杂，知道现在还不是怀念的时候，
还剩下一个多月值得去珍惜。

張 含露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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