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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課堂上聽過的演講，我最有印象的是「台灣之東亞學研究構築與其發

展」和「アジアにおける漢字語彙の習得」兩個主題。先從東亞學研究來

說，因為中國文化大學才剛成立「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不久，讓我

特別有興趣，也十分好奇研究院的內容，剛好這次透過校長的演講讓我了

解了東亞學研究的意義與其重大性。其實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東亞共同體這

個概念，歐洲國家已經實行歐盟這樣的系統很久了，那亞洲為什麼不行呢?

雖然概念很簡單，就只是想要亞洲國家們能互通有無，彼此能更方便更深

刻的交流，甚至可能推行亞洲國家流通的亞洲貨幣，但實行起來卻不是那

麼的容易，要有對其他文化的充分理解，還要以尊重他人的客觀性為基礎，

這些條件都不是一天兩天能輕易完成的，必須要有一定時間的花費累積，

以及尊重各種文化的包容心，最重要的還是每個亞洲國家都願意百分百配

合才有辦法成功，即使這項任務看似如此複雜，還是有很多人在為了東亞

共同體進行研究。經過這場講座過後，仔細地想了想我們能為這項計畫付

出什麼?雖然不是實質的幫助，但我認為可以由自身開始放下偏見試著慢慢

增加對各個國家文化的尊重和理解，甚至影響身邊的人一起學著友善與包

容，應該是對現在這個充滿敵意的社會最該實行的事，也希望有朝一日能

親眼看見東亞共同體的實現。而校長有提到關於文化大學的就業地圖的一

些願景，正因為文大的傑出校友非常多，如果能夠完成校友地圖的話，除

了會給即將畢業的我們助益以外，也是我們的小小定心丸，藉由時間的推

進肯定能讓整個校友圈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完善，非常期盼這項計畫完成的

那天!而關於漢字的學習，也是我學日文以來算是一種優勢也是困擾的地

方，因為台灣使用的中文和日本使用的漢字幾乎一樣，但又有些微的差異，

所以有時能輕鬆推敲意思，有時語意卻完全不相關，在學習上需要特別注

意。講座中提到了很多平時常看到的，意思特殊的漢字，特別有共鳴，很

難單單看漢字就能聯想到意思，只能靠著理解背後的典故或是日本的文化

才能理解漢字詞語的組成和由來。雖然複雜，不過也很有趣，例如在日本

旅遊時看著路上的招牌或餐廳的菜單也能學到很多，能靠自己摸索發掘一

些有趣的漢字，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有這樣的經驗，反而能成功的記憶，

對我來說是很有效的方法。而平常喜歡看一些動漫或日劇也好，也能學到

很多平時課本上沒有的單字，除了是興趣以外，還能增加自己的單字量，

我認為還是要靠自己有興趣的事物輔助，才不會讓學習這件事變得太刻

意，甚至因為乏味導致很快就失去興致，我很慶幸能找到適合自己學習日

文的方法，也希望自己能夠繼續堅持努力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