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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橙黃的風來的匆匆，將夏日燥熱理的平緩，獨留仍舊歌頌著生命的秋

蟬輕聲歌唱，不覺間，來到日本將近三個月，看慣了炎熱的季節，最近秋霜的

天氣恰逢怡人之時。生活的碎片散落在校園的角落裡，雖說冬季尚未來臨，但

我試將這橘紅時節的經歷添上主題字：「絆」。 

 

  在日文裡「絆」讀作 KITZUNA，有人與人的連結、緣分交織之意，在中文

裡的「絆」，則作絆腳石、羈絆等多絆為束縛之意。我認為兩者雖看似互斥，但

實則像太極一樣互相包容。當人與人形成連結，不論是親情、友情、愛情、憎

意，必定伴隨相互拉扯、相互包容，藉此得以形成社會複雜的人際交織網。回

望今年，年初忙碌準備留學計畫，年中忘我於成果發表，現在年末在日本感受

生活種種，這樣一環扣一環的忙碌在在表現出「絆」字的相連精神。 

 

 

中間考察 

 

  上次我們說到九月日本高中的文化祭，切身體會到高中生們對青春的展

現，但學校例行的下個大型活動將舉辦在明年二月，讓我能有一段時間去好好

體驗校內的社團活動與例行期中考查（也就是期中考）。 

  必須誠實說，我來日本後投注於考試的精力並沒有與在台灣時相同，第一

次的考試，比起考出好成績，我更想知道在日本考試的方式與內容，是否為影

響日本大學在世界排名上佔取亮眼之位的原因。若是單看內容，理科的部分台

灣考試內容更為艱澀複雜，好似將學生培養成解題機器，運用華麗的公式或艱

澀的知識點；而日本更加注重於學生是否有正確釐清此單元在題目上的運用，

只考基礎的題目，讓學生有空間熟練技巧，再加以組織複雜的題目，加強邏輯

思考的訓練。文科方面，台灣選擇題的占比相當高，鮮少有填空或實作題，但

日本是採用大部分為填空，舉歷史為例，主要為歷史文本挖空（歷史新聞或是

學者報導），在大題組的最後闡述推裡的內容，並思考題中的歷史人物是以何種

想法出發再加以抉擇。兩者對我而言都為首次嘗試，我只能試著說服自己不要

像過去一樣糾結於分數的高低。放寬心，再唸書之餘思考我在這裡的所學應該

如何運用在往後的思辨邏輯上。 

 

  想當然爾，初次考試的成績只能說慘不忍睹，但比起考卷上的數字，我更

深入思考了過往從未體驗過的學習思路，希望在接下來的留學期間能夠學以致



用，以不同的視角出發，掌握新的思考模式。 

 

 

劍道部 

 

  「道」是日本傳統文化的象徵之一，我加入茶道部以及劍道部，分別展現

傳統日本文化在靜與動所追求的美感。與我而言，比起茶道部的一絲一毫循規

蹈矩，劍道部在形式上有更多的自由，以不同的姿態展現日本武道之美。 

  劍道，起源於過去日本平安時代武士所使用的日本刀，隨著時代的變遷，

劍道發展成生活的一部份，除了戰場上的實用，在生活心法上的哲學理念也是

不可或缺的。時間再往後推演，約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才奠定了現

今我們看到的日本劍道。我曾對劍道有過許多想像，它動靜兼具，能在道場上

感受莊肅的氣氛。在實際接觸後，我發覺劍道所追求的並不僅止於外在的動

作，現今的劍道更加磨練修心的技術。由於社團其他同學們的起步遠早於我，

最初之時是由社團的經理單獨教導，翩翩少年，符合我對劍道的一切想像，樸

訥誠篤，心虔志誠。初始是從正座以及敬禮開始學起，在我印象的跪拜雖是對

長輩展現孝心與感謝之意的大禮，但在日本「道」中的跪拜承載的卻是對於環

境、對手、文化的敬重，與他的言談之間，我學到的不只是劍道的制式規則，

更多的是了解劍道所蘊含的「誠」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志」。 

 

  在練習開始約莫兩周，劍道老師送給我一個詞：「氣合」從字面上來看，我

猜想是嘗試將自己的動作結合呼吸，藉此練習劍道達成劍我合一。但實際上

「氣合」的運用比我預想的多得多，在許多的武術運動（如空手道、跆拳道）

都有氣合一詞，簡單來說，當我們觀看武術類的比賽時，選手要出招前通常會

大聲吆喝，藉此告訴對方自己現在要準備開始，給對方緩衝的時間減少受傷可

能性，同時抒發自己的氣，讓自己能夠更加有利的面對對手，就好比我們爬山

的時候常常會發出喘氣聲，釋放自己的疲憊感，讓後續的路途能夠繼續下去。

「氣合」是種氣魄，也是種讓自己抒發比賽時心理壓力的好方法。 

 

  因為劍道的一級審查坐落在十一月中，我從九月中旬開始大概練習兩個月

左右就要參加，壓力無疑是大的，時間的緊迫以及自身對於劍道完全是開始的

開始，動作始終無法像我所預期般的順利，身心像陷入泥沼般不得箇中技巧，

在壓力與焦慮的交迫之下越發鑽牛角尖，所幸社團的朋友前輩老師們一直鼓勵

我，讓我意識自己雖仍有不足，卻不至於讓自信心完全崩潰（之前在準備論文

成發恐怕都沒那麼焦慮），決定放寬心接受考驗。 

  總之，在月中時我參加了劍道一級審查，並安全的通過了考驗，也在審查



場認識了一些同為初學者的朋友們，很感謝劍道部不斷鼓勵我的朋友老師們，

讓我嘗試了過去絕對不敢完成的事。 

 

  回到開頭，我認為秋季的主題字為「絆」，在這三個月內，我體會到了獨自

生活在異鄉的苦甜，既然來這裡生活而非旅遊，必定會遇到一些令人疲憊、不

順心的事物，但日常中的快樂總能讓我在異地感受到人情的溫暖，找到屬於自

己的位置。這樣跨國的交流，也讓我一再思考：「若是當初我沒有鼓起勇氣來到

這個國家、這所學校，可能這輩子都無法遇到這些讓我幸福滿溢的人們。同樣

的，若是他們在過去的任何人生岔路選擇不一樣的方向，我也無法遇到他們。

或許冥冥之中將我們連結起來的緣分，就是所謂『絆』。」這樣奇妙而感性的思

考讓我愈發珍惜接下來與大家相處的時間。或許，生命裡所遇到的一個一個巧

合所構成的現在，本身就是一種平凡的奇蹟。 

 

 

馬來西亞國際交流 

 

  在十一月下旬時，我們學校與馬來西亞的高中生有國際交流的活動。我當

初看到報名簡章時十分感興趣，卻自嘆於留學生的身分，覺得馬來西亞的學生

們應該是想和日本學生交流，只能暗自期待之後或許會有我也能參加的國際交

流活動。幸運的是，處理國際交流事務的老師主動詢問我是否願意擔任那天的

交流學伴，我當然意不容辭地答應，希望能接觸更多不同的文化及語言。 

  我非常喜歡與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每當我和外國人交談時，就像跨越了時

間與地區，從對話中直接學習當地文化。但這次的交流在準備階段時我就學習

到了許多知識，像是雖然馬來西亞是多民族的國家，但這次所交流的學生們全

部都信奉伊斯蘭教，遵循穆斯林的規範。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面接觸到穆斯林，

我發覺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任是遠大於課本上所描述，我的學伴雖然在交流過程

中拿到了其他同學給他的小零食，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但因為製作過程中有

接觸到被禁止的成分，所以他將小餅乾送給了我。即使宗教在許多地方皆有限

制，但正是這樣嚴謹的教條，很好的反應了當時人們所遇到的環境與對於擁有

資源的珍惜（好比齋戒月）。在班級活動的時間，他們也十分熱情的和我們介紹

了馬來西亞的傳統節日、文化、學校等等內容，並且以日文發表，我十分感嘆

於他們對日文的熟練，也很佩服他們願意用自己相對不熟悉的語言與大家交

流。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我和我的學伴分享了很多台灣、日本、馬來西亞

高中生之間的差別，很開心能久違的用比較熟悉的英文與他人對話（台灣的母

語是中文但英文是大多數人的第一外語，學習時間多從幼稚園就開始），很開心

這次能被邀請參與這個交流計畫，希望之後也有更多機會與不同國家的人交



流。 

 

 

  來到日本留學的這三個月，不論是社團、學校活動，都是我過去在台灣不

曾體會過的，不只是能力上的提升，這段時間，我學到了過去 17 年間首次感受

到的生活體驗，對於留學生活的解釋有更深層的感觸，人與人的關係也讓我愈

發體會到「一期一會」的精神。接下來的留學生活，我會持續用我的文字記錄

下來，藉由我的所聽、所見、所感，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高中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