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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為止已經聽了不少報告，雖然因為疫情緣故，沒辦法邀請到其他

國外的學者，確實讓人覺得有點可惜，但每次的講者也給予我們許多不一

樣的內容。每次都能從中得到不少新的知識、新的觀點，讓人的視野變得

更加的寬闊。演講的內容核心就如同課程名稱一般，『亞洲共同體 東亞學

的構築與變容』，圍繞在亞洲太平洋的國家，側重於日本、台灣、中國，以

及位於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對於亞洲共同體，自己是有一點想法。現在國

際之間最重視的便是區域間的整合，這個方面也在演講中不斷地被講者老

師們提到。在現行的國際社會中已經沒有所謂的單打獨鬥，就如同美洲國

家所建立的美洲國家組織、歐洲國家所建立歐盟、東南亞國家所建立的東

南亞國協，諸如此類等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一個接著一個的成立，成員一

個個增加，又或是退出，都可以使我們察覺，如此的區域性報團之行為，

儼然已成為現今國際社會的趨勢。然而即便如此，在亞洲地區能稱得上是

區域組織的恐怕只有東南亞國協。為什麼我們亞洲國家沒辦法凝聚起來成

立一個亞洲共同體呢？歐洲國家做到了！美洲國家也做到了！甚至是身為

亞洲一員的東南亞國家都成功了！或許原因正如同演講中也曾提到過的

(蔡東杰教授所述)，亞洲地區實在是太大，其中又超過了一千個種族，甚

至四大文明，即有三大是在亞洲。如此思量的話，或許正因為擁有太多，

有太多複雜的因素產生，讓亞洲共同體成行似乎仍是有點困難。但如果不

要參雜一些利益關係，單純地從一些文化、教育，站在一個欣賞、學習的

角度的話，或許，這便不是一件難事。這一點，我跟創辦這個講座的創辦

人一樣，並且我是對此也是抱持著肯定的態度。即便我們台灣自己，光是

和中國就現今階段來說，仍沒辦法和平共存。但是我認為，學術這東西是

無國界的，不應該因為有其他外在的因素，例如，政治、經濟等而有所改

變。人們對於世界各式各樣的事物進行探索推敲，這是探索世界之大的過

程，在這世界之中，或是說在這地球廣大的土地中，我們人類實在是太過

於渺小。在這時間的長流裡面，或許我們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的存在。何必

又在這短暫的時間裡，花費在爭奪利益上呢？ 

  演講的內容包容萬象，不僅包含了文化、語言學、藝術、政治經濟⋯⋯等，

但若要從其中挑出印象深刻的話，果然最吸引我的還是政治經濟方面的演

講。不光是因為自己家裡是做製造業的，也有外銷到中國，所以耳濡目染

之下對這方面也有一點理解，在接觸到這方面的事物時也會比較敏感，更

因為台灣在國際上的尷尬位置，使我更加的關注於此。其實在演講中有很

多教授都有提到關於台灣在國際上所面臨的困境，因為中國大陸的緣故，

使台灣在國際社會上，不僅沒辦法以正式的國名加入世界個組織，甚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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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加入亦或是簽訂貿易條約等，亦或是總要有所付出才能拿到一點點的

回報（如同林冠汝教授所言的，近來台灣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萊豬事件），

或許對於台灣而言，真的必須比其他國家付出更多的東西才能夠有所收

穫。我自己是這麼認為的，在現實社會中，拳頭硬的才是老大，或許也正

因如此，所以現在台灣可以說是被中國壓制的狀況。台灣想尋求其他國家

的幫忙，可能便像剛剛上述所說必須付出點東西，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

餐，除了慈善家，沒有誰會做沒辦法得到報酬的事情，尤其是一國的領袖。

或許是我的想法比較悲觀一點，其實在講到由簽萊豬來換貿易協定的談判

這件事情，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也許也有很多人跟我抱持一樣的態度吧，

進口萊豬這件事已經是板上釘釘，身為台灣人民又還能做什麼呢?然而真的

能由此換回貿易協定嗎？我們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我們跟美國進口萊豬和

簽訂貿易協定這兩件事，利益關係是否對等。從根本上，我認為我們一直

處於被動的一方，從來都不是我們台灣說得算，而是要看對方是否接受我

們拋的這份籌碼，而且當時恰逢美國總統大選，即便現在美國選舉結果出

來，在我看來，一切都還有變數。反正不管結果是好是壞，目前也只能且

走邊且看，而這也僅僅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過，講者老師是做學術研究的，或許看得比我還要長遠。只是總會有

些，和講者不太一樣的想法。正反兩面總是會有支持者以及反對者，兩者

既是對立亦是相生般的存在。從某方面來說，這應該算思想的碰撞，而我

們也能夠從這碰撞之中得到新的啟發吧。學術本不正是如此，不斷地懷疑，

重新的審思，再反覆地驗證，最後再將此交付給後代，如此一代一代，不

正是傳承嗎?就像創辦此講座的創辦人一樣，將亞洲共同體這個概念，不由

政治經濟，而從教育文化方面著手，由贊同這個理念的人，傳播知識，再

藉由此傳遞這個理念，慢慢地，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響應以後，這個想法或

許就不再是空談。也不再只是亞洲地區人民的期許，而是得到具象化，實

現亞洲共同體。或許身為一個聽講者，沒辦法發揮多少力量，但是在聽取

講座的過程中，我也不斷地充實了自我。不僅僅只是了解自身，更延伸到

了整個國際社會；也不僅僅只是自己的大學專業，更囊括了各方面的題材。

就像校長一開始所言，在現今的社會，我們不能只依靠自身的專業，必須

以此為根，像四周發散，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形成一棵能獨當一面的大樹。

在不斷學習之時，也闊寬自己的眼界，思考的方向也不再單單只是自身，

而是整個社會，或許未來那一天，也能夠為社會盡一份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