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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主要談論亞洲的貿易與合作關係，相互之

間的影響，以亞洲、日本、中國、台灣、東南亞之間國與國的聯盟，而這

門課請來了許多教授，如印象最深的有小林友彥教授的國際貿易，講述的

是國際貿易之間的關係，國際貿易之間的措施與規範，與黎立仁教授日本

商社的角色探討，還有許建隆教授的網路科技發展趨勢。 
 
        二、小林教授的國際貿易，提到了，國際經濟貿易法是指：針對加諸

在私人國際經濟 活動上的國家貿易措施， 進行國際規範之規則，課程中

教授玩了關稅的小遊戲，在貿易中，進出口所課關稅，讓我們了解到了: 
１：貿易流程的重要性與貨物從賣方到買方之間的路徑特徵。 
２：各階段關係者其利害攸關 之多樣性。 
３：涉及貿易之關稅和國內規 範的功能 。 
因為這是屬於影響眾人的事情，在我們進口與出口的同時，國家與國家法

律的規範，可謂重要，也影響了我國的整體產業結構形成，課程中提到了

重要的概念，例如ＷＴＯ的基本原則: 
１不歧視．最惠國待遇、禁止在進出口階段不同國家產品間有差別待遇 
國民待遇：禁止在進出口後的國內階段，國產品 和輸入品有差別待遇 
２自由化．禁止數量限制、禁止對貿易的數量設定上限 
關稅的規範：禁止徵收超出原先承諾基準之關稅 
以上是最基本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規範，也是對於學生們來說，了解基本

商業概念的雛型。 
 
        三、許建隆教授的科技發展趨勢 
１．在這一堂課，教授講述的資訊時代的爆炸，新人類的生活與科技，取

代了我們這一代的工作，因此我們必須發展出更不可被替代的技能，人類

除了享有科技的發展，是否也要省思科技對我們的衝擊與影響？而如教授

所說，在資訊化、平台跟ＡＩ人工智慧、大數據的時代來臨。 



２．們應選擇提升何種技能？學生在早前開始學習 python，寫電腦程式與

研究大數據，從行政管理的專業跳至各領域學習，如法律，我認為在學習

的過程，面對時代的衝擊，也應找尋自己熱忱所愛的興趣與專業，正如教

授所說，當你擁有技能時，面臨時代也可以創造出更多的需求，學習不斷

更新自己的知識，這是每個學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我們的時代面臨斜

槓化，也就是一個人需要學習更多的領域，拓展自己的才能與創造能力，

在這樣的時代，尤其大數據的時代，我們是否也要檢討，每一天，我們是

否都在自己的同溫層中呢？ 
３．而以資訊爆炸的角度來看，我們每天接受的資訊是否有用或著正確

呢？因此在這樣的時代，篩選知識，選擇如何充實智慧，選擇學習的技

能，都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學生在看過許多科技的書籍、或有關人文歷史

的書籍，如人類大命運、基因、槍菌與鋼鐵，可以明白，任何領域的知

識，都藏有我們所能得到最豐富的智慧，在面臨孤獨死、生命提升，資訊

爆炸，人工ＡＩ的取代的時代，我們只能竭盡所能地提升自己，並且找出

自己一套的生存方式，這正是這一堂課授予我寶貴的智慧。 
 整合: 
 1.AI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的衝擊 
 2.最大的國家為網路 
 3.網路社群的整合 
 4.槓斜學習的必要性 
 5.專業領域的培養 
 6.平台的廣泛使用 
 7.跨領域的深層學習 
 8.豐富的通識知識 
 
        四、鄭吉雄教授所帶來的東亞與易學，這門課跟上述所提的國際貿

易、人工ＡＩ網路科技應用，又有所不同，貿易與網路講究的是快速便捷

的時代，取代與淘汰的生存應用範圍，而鄭教授所帶來的易學，則是提升

了傳統、心靈與哲學類，兩者截然不同，但在現代社會的應用上，亦是不

可或缺，如哲學中老子道德經，無與有，上與下，天地萬物相生相隨，陰

陽相合、中庸，與無為有為，認為人太過執著於有與功用，而不擅於從低

處或，無的角度來看待人生，而莊子的逍遙遊更把這門道的哲學，從有

有、有無、無有、無無，在齊物論中架構的一套完整的哲學，而這些觀點



正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寶貴知識，也就是我們在提升自己的時候，是否忘

記了省視與心靈的淨化？ 
 
        在不斷的學習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一定的哲學作為支撐，以前人們

常說，哲學為科學之母，而時代進步至此，科學的發展大大的超過了想

像，有了矛盾之爭，是科學會淘汰這學嗎？學生認為不是，正如科學與哲

學討論的應然與實然面的不同 
 
        如果說科學討論的是如何建構一個國家，國家的整體實際行政，又或

著科技與自然的驗證 
那麼哲學就是討論為何要有一個國家？國家帶來的功用與利弊為何？人文

的選擇與檢驗 
        因此我認為現代生活中，哲學與科學矛盾之間的討論，其實不影響我

們去學習各方面領域的東西，而在進步快速的科技時代中，我們也應當學

習哲學、邏輯與人文的概念，正如人類是社會化的動物，如果全然的理性

沒有感性，這樣的理性並非為理性，正如全方面的討論感性而無理性，也

不能稱之為感性，兩者缺一不可，正如科技與哲學，人文與自然之間的討

論。 
 
        五、學生修了這門東亞學，得到了許多寶貴的演講，各大學教授所提

出不同的概念，不管是在科技方面，亦或人文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而這

些演講中，教授不辭辛勞從各地來演講，可謂做到了，師者、傳道、授

業、解惑，非常感激，而在這些課程中，除了提升哲學，也更大的對網路

科技與ＡＩ做了比較基礎的概念，更有如韓國來的漢學，藝術，也有東亞

貿易中對亞洲帶來的利益關係，國際之間的貿易規範，在這些課程中，獲

益良多，感激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