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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亞洲共同體這堂課，經過一個學期我只有滿滿的收穫，不同於傳統的
上課方式，也不是近年來力推的翻轉教育，而是請來各領域的專家來講述平常
不會接觸到的議題及領域，而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兩場講座分別是蔡鴻賢執
行長的『台灣消費與社會的未來式』，以及陳順益老師的『日本語言探索‧由
東亞到歐亞』。	
	 蔡執行長以精細的數據及圖表，帶我們看到台灣近年消費型態轉變，隨著
科技進步和各平台的串接，每筆消費都逐漸在顛覆傳統的消費價值結構，然而
也因為數位轉型加速了世代間的矛盾。	
	 除此之外，台灣雖然在COVID-19的疫情下比起全球相對不嚴重，但還是因
為疫情的關係，在社群、家庭和消費方式等等出現了變化，像Podcast的崛起，
不但可以讓人選擇自己想接收的資訊內容，也不需要盯著文字或影片看，讓人
們可以邊處理其他的事邊收聽。在家庭方面，許多人因為在家的時間增加，開
始擔心收入問題，甚至對生活感到無趣、沒有目標。在消費模式的部分，因為
壓力而宣洩出追求小確幸的渴望，在美食及娛樂方面增加了，也因為疫情的緣
故，越來越多人開始注重自身健康，在健身、運動方面也變成一股新的商機和
潮流；而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在支付及購物方式上人們也有了更多的選擇。	
	 這場講座帶給我的除了執行長精彩的講解和內容，更多的是對東方線上這
間公司的興趣和好奇，用數據的方式讓廠商、政府和人民更加了解這個社會的
走向，讓我很想參與其中，想共同研究和探討，經過蔡執行長的講座，更證明
了這間公司的成功。	
	 而陳順益老師講座中所提及日語和希伯來語的相似性，其實之前在上老師
的課時就有聽老師小小提起過，當時就對這個部分很有興趣，非常開心這次透
過亞洲共同體這堂課能聽到完整版的內容。	
	 雖然日猶同祖論因為DNA鑑定結果發現日本人和猶太人無相同的基因標記
而被否定，但我認為兩個民族間一定有什麼關聯才會有這麼多的「巧合」。從
天皇家的御紋和古代歐亞文明的相似性、神社中石碑上的六芒星和京都祇園祭
就已經有許多證據顯示兩者間有著不可思議的連結，更不用說日語和希伯來語
的偶然類似，雖說日語和中文的相似性更加明顯，可明白毫無疑問是從中國傳
來的，但和希伯來語間能夠對照和直譯這點也確實是不可忽視和值得研究的。
其中「京都祇園祭」和「君が代」讓我最感到訝異，兩個相距9000公里遠的民
族、語言，為何會有如此多的共通之處？	
	 本身本來對猶太人的歷史就很有興趣，因為念了日文系，修了亞洲共同體
這堂課才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平常不會出現在課本和大眾檯面上議題，歷史是勝
利者寫的，真正的事實只有親歷者才知道，所以我們這些現代人只能站在客觀
的角度繼續研究，很高興能夠有機會聽到這場講座，獲得了許多新知和思考的
機會。	
	 透過這一個學期的課程，每一個禮拜的這兩節課像是日文系的世外桃源，
從文化、藝術、歷史到經濟層面，我們全接觸到了，且是透過國內外活躍於東
亞學的學者和專家來替我們授課解惑，以不死板的教學方式帶給我們平時接觸
不到的知識，最好的是在結束後總會提供提問時間，不但讓同學們有辦法解
惑，也使我們多了思考的機會，讓我們在平時除了日文相關課程，還有機會大
量接觸到別的領域範圍，使我們增廣見聞，也拓展我們的視野，思考更多屬於
自己的興趣和可能性。	
	 我們這個世代資訊發達、流動率快，不管未來社會發展如何，若想成為第
一線的人才、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人，我認為除了自己勇於挑戰之外，國際觀
和自身的資訊量也是相當重要的，只有語言、只會日文是不夠的，大量閱讀、
累積各式經驗和擴展國際視野十分重要，不要把自己侷限於小小的框架中，走
出框架、走出台灣。	
	 而『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這堂課是非常前衛的，除了喚起
學術研究的國際化和亞洲共同體的可能性，用跨領域的方式擴展我們的視野，
日文系不該只接觸「日文」，各國家的民族性、歷史、文化，或者是經濟層面
我們應該也都要有所涉略和有一定的理解，而這也就是這堂課所帶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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