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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當中能有一兩場對你們產生助益便是好事！」猶記得過去在參與

校內「曉峰學苑」培訓計畫時，曾聽聞這樣一段話，因此，我以相似的心情

，選入了這門同樣是為講座性質的人文通識課程；確實，當中亦有數個領域

的講者特別令我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說，近乎每週的講演內容皆說明精闢；

第五次全國大學生暨研究生研習營「東亞文化圈與日本」，也同樣精彩不冷

場，有機會聽到自己班導師的分享，很是有趣。 
　　第一週是由徐校長開場，除了講述「東亞學」的定義，亦向我們分享他

過去聆聽講座的經驗：即便無法到場，仍會請其同學協助錄音；聽來實在讓

人心生感動與欽佩，未來更想努力看齊。另一方面則是校務發展與東亞學之

間的關係，無論稍早設立的「日本研究中心」，抑或近期甫成立的校級單位

「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皆為拓展國際對話、培育人才邁進了一步；

「華岡大講堂」則邀集國內外學術大師與談，實現創辦人之教育理念，其中

多為東亞地區賢達；而這門講座課程也於今年暑假的One Asia財團年會，取
得十年准辦資格。的確，一門研究的促成，不單僅是開辦課程便能完成，應

是「相輔相成」，更應匯集多方參與，校長很有遠見地將本科目設於做為博

雅教育的「通識」領域，十分合適。 
　　另外，第二、三週，德川真木館長、楊武勳教授的演講也對我產生不小

影響。前者是以專家學者、日本人的角度，進行學術間之交流、分享，當中

有一句話我極為認同：「當我們不瞭解過去所發生的歷史，就無法繼往開來

，開創美好未來。」這大概也是我們學習歷史、社會中希望我們「從歷史中

學到什麼」的原因與背後期待吧！藉由徐校長的主持與館長的分析，讓我連

結過去曾在系上修習過的「日本史」課程，檢視所學，反思自身知識量的不

足之處、未來應努力鑽研的方向，同時也對「戰國」乃至「明治維新」時期

的歷史、德川家統治日本的過程，有更深刻的理解。還有一個觀點我也非常

喜歡：「史書中不應忽略過去發生的史實，因為人們往往都只願意談及對自

己有利的部分。」我們都曾聽聞教科書遭竄改、歷史記載被扭曲的例子，很

敬佩學識豐富、極具智慧的教授，能以水戶德川家後代身分說明這番話的涵

義；德川家擁有許多故事，水戶學是門深奧的學問，也許未來有機會造訪茨

城縣，我會親自前往館長管理的博物館參觀，體會時代巨輪下希望帶給我們

的史觀與文化意境！ 
　　武勳教授的介紹則是關於「日本外國留學生政策與獎學金制度」，他由



頂尖大學的國立「東京大学」與私立「早稲田大学」談起，坦誠進入該兩校

就讀雖相對不易，但也反問我們「為什麼要出國留學？」以日本的角度導入

正題，其實，「留學」一詞已非新興議題，包含過去戰敗的問題、少子化

（目前已有四成私大招生人數不足）、如何積極留住優秀人才等，並隨時代

趨勢演進，當然也遇到諸多課題需要克服與解決。因為自己就讀日文系，同

時，在徐校長的倡導下，短期目標方面我也期許能夠在未來赴日短期交換留

學，或於畢業後累積能力赴日，屆時「奨学金」便是協助完成的重要元素，

不可不知；留學前、中、後的規劃、準備也十分重要，楊老師的提點幫助我

很多，更讓我思考了許多先前未仔細考慮過的問題，「心態」也很重要！ 
　　因我有額外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的緣故，第四週姜允玉教授的上課內

容，不僅與我所學息息相關，更讓我對姜老師精通多國語言的能力深感佩服

，也自許未來能多對跨國文化有所涉獵，甚而成為傳道、授業、解惑的智

者、師者、學者，用生命點亮生命。該日課程以中（臺港繁體文、大陸簡化

字）、日、韓、越等語言中漢字的發展為軸解說，我想，若要實現「亞洲共

同體」，需要由各方面著手研究，各國「國內」的教育等政策亦扮演著重要

角色，例如：韓國政府決議廢除漢字，短時間雖看不出明顯影響，但長遠看

來的確會對日常，甚至理解歷史背景產生一定程度的困難與負擔。漢字教育

的課題則有些部分尚待解決，韓文中的異體字問題，與我學習日文的經驗相

像，皆是未來需共同合作、攜手努力的方向！期待將來有一天，姜教授的願

景——漢字大數據資料庫系統能夠成立，為此方面研究注入新血；凡事起頭
難，我認為研究一門學問確實需從其淵源瞭解起，方能帶來改變的希望與動

力。 
　　而後數週，在校方與財團合作之下，分別請來經濟、人文、自然、文學

等領域的專業人士為我們授課，或許並非自己平時會涉及的專長，惟仍受益

良多。在這個「跨領域」的時代，「斜槓」思維躍升主流，「兀型人才」策

略亦是現今職場的重要趨勢，透過兩項專長間的相互整合，充實並奠定個人

能力基礎，思考自己的優勢並提升價值，方能免於被時代巨輪淘汰的命運；

因此，專精「日語」、「教育」等範疇的同時，我並不排斥藉由任何機會，

讓過去少有接觸的知識成為滋養自身成長的養分，比如這門課第六至八週所

探討，關於商業方面的遠景展望。這是一個脫不了合作關係的社會，如何於

貿易上有效利用互補與競爭性形成的「新黃金三角關係」，「借鏡他國，反

觀自我」便顯得重要；日籍講師甚至以遊戲方式，引領我們瞭解「報關」程

序，並將艱澀的策略名稱化為淺顯易懂的說明，可謂十分重視上課品質與學

生感受。 
　　「亞洲共同體如何成為可能？」做為這門課的主軸、核心思想，以及如

何推廣並被實現，的確是個值得深思的議題。這門課程以多樣化的角度，看

待東亞過去、現今遭遇的問題，正如同第十四週，許建隆董事長的分享，似



乎我們已經跟不上這個瞬息萬變的年代，因此「主動並持續追蹤」的精神成

為關鍵；無論本課程的開辦，抑或有志之士與學生的參與，都能感受到有一

群人正體察脈動，默默地為這個社會可能做出的改變而努力，也意味著「共

同體」的精神或許已經有了雛形。而對本就樂於聆聽講座的我而言，此般授

課形式，更是上大學以來一直所嚮往的，謝謝徐校長的努力爭取，以及日文

系課程承辦單位、口譯老師們的辛勞！倘若未來有此機緣，期許自己也能為

東亞研究貢獻一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