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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共同體」成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課題以及未來趨勢。而擁有「西太平洋

咽喉」之稱的台灣的也是亞洲不可或缺的國家之一。「亞洲共同體」這門課

程，不僅彙集了國內外活躍於「東亞學」研究第一線知名學者專家，並結合本

校相關領域老師以中日文授課，探討「東亞學」的必要性及可能性，進而培養

學生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以中國漢字為主體，形成的「漢字文化圈」，使用過漢字的國家不僅有韓國、

台灣、越南⋯⋯等等。在不同國家所呈現的「漢字」也不盡相同。漢字的起源於

許慎《說文解字》中可以清晰可見，漢字根據每個國家的民俗風情有不同的表

達方式，像是中國將原有的漢字做簡化進而演變成為現今中國廣為使用的「簡

體字」，其目的在於降低文盲，提高國民識字率。漢字對於亞洲許多國家有深

刻的影響。透過「漢字」的連結，不只能讓各國能夠搭起友誼的橋樑，更可以

使「亞洲共同體」成為未來矚目的焦點。 

 

從歷史角度來看，台灣和日本之間情誼深厚，是不可抹滅的事實。歷經日治時

期長達半世紀的日本式教育之下，不論是時間概念亦或是衛教觀念都是由日本

帶入台灣的。而台灣能在亞洲地區脫穎而出，一部分也是深受日本的影響。不

過，長田教授指出，台灣人民普遍有對日本有「親日」的觀點，但其實不然。

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觀點也會有所不同。以台灣和日本關的係之下，放眼未

來的「亞洲共同體」，即便充斥著艱難險阻，只要各國連心，也能九轉功成。 

 

透過「亞洲共同體」這門課，不僅讓大家能夠將知識滿載而歸之外，也使我對

自己的國家—台灣有更深的認識、懷有宏觀視野，瞭解國際間合作的重要性。

藉由此次機會讓我能夠參與其中，使我感到榮幸至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