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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這裡的「文」，指的是外國語文；「道」的意思暫且界定為普世的價值觀。

因此，本文之問題意識為外語教學中如何載入價值觀，使得外語學習不只是針對

聽、說、讀、寫、譯等能力的訓練而已。故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透過筆者於淡

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所教授之「高級日語」課程的實施與學生們的學習成效之探

討，嘗試論述「文」以載「道」的可能性。 
「高級日語」課程係銜接大一「初級日語」、大二「中級日語」的骨幹課程

之一，為大三必修科目，各班共同採用『教養の日本語』(1)為教材。該書共有六

課，分別是「都市橫濱之景觀」、「現代社會與精神壓力」、「擬音語․擬態語

的世界」、「圖書館的精神」、「生命倫理」、「言語的選擇與政治」(2)，各課

所包含的學術領域有日本近代史、社會學、地理學、醫學、心理學、日本語學、

言語學、文學、圖書館學、法學、日本戰後史、倫理學、政治學等(3)。由書名、

內容與涵蓋領域之廣博，以及原著作者於卷頭語所述之本書編纂目的亦可得知，

學生們透過本教材的研習，不但可以吸收不少知識，也得到應有的「教養」(4)。 
    究竟，從本教材中學生們可以習得哪些知識與教養？學生們透過此課程是否

提升了日語能力？同時又可兼得知識與其他能力？本文即以此教材作分析，並透

過歷年的問卷調查結果，探究這些問題。 
 
二、「都市橫濱之景觀」中的歷史、景觀與市民社會 
 
    第一課的內容主要在講述江戶時代原本只是一個小漁村的橫濱，如何經歷明

治、大正、昭和乃至於現在的都市發展過程。其中，由於開國‧開港、貿易、關

東大地震、二次大戰後的經濟高度成長等歷史變遷，導致都市景觀也隨著外國人

居留地的形成、工商業的發達、地震與戰後的復興所造成的改變，以及 70 年代以

降的新都市空間再造的氣運所創出的「脫工業化社會」價值觀之新都市景觀(5)。 
    課文首先點出由橫濱市的街道名稱可知其新近開發、快速發跡的歷史因素，

以及與神戶對比之下的山谷交錯的地理特性。於是，從第三段開始，課文進入橫

                                                 
(1) 大野純子原著，講談社出版服務中心出版，台灣致良出版社編輯部編譯，致良出版社出版 
(2) 因教學進度都只進展至第五課，最後一課未曾實施過且學習成效的問卷調查亦不包括，故從略。 
(3)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3～5頁參照 
(4)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頁參照 
(5)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5頁參照 



濱都市發展歷史之敘述，乃至課文完畢為止。因此，老師在講解課文的同時，也

得兼顧開國、明治的產業革命、地震、戰爭、經濟高度成長的介紹。同學們在此

過程中，首先可以習得的是日本近代歷史的知識。 
    其次就是都市景觀如何隨之變遷的知識。例如，伴隨開國與開港、外國商人

聚集的居留地形成，上下水道、交通、建築、公園等都市建設的完成。然後是工

商業與貿易的蓬勃，加上人口大量移入加速都市化的進程，以及隨後的地震、戰

爭所導致的破壞。但是，戰後的重建和經濟高度成長期，胡亂的開發危及橫濱的

景觀，於是在市府的主導下推動了一連串都市空間再造的計畫。 
    尤其針對都市的諸多功能與自然、人文景觀之間的關係，課文中的一段話，

談到都市景觀可謂土木工學、建築工學的產物，然而「『氣候、地形、地質、水、

動植物的存在』之自然環境，其實是構成都市景觀的骨幹」(6)，不但傳達了都市

化、都市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維、價值觀，也提供同學們審視與省思周遭生

活環境的不同角度。 
    第三則是所謂「市民社會」的概念。課文在敘述市府主導的計畫之後，點出

了一個重點： 
 

西洋所謂的市民社會，在日本並未孕育起來。日本人在明治時代以後，突如

其來地變成要生活在市民社會當中了。於是，日本的都市設計，與市民性的育

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7)  
     
    換句話說，老百姓的「市民性」在都市的發展過程中是與「市」俱「進」的。

如同課文中提到的私有土地擁有者權利過大的問題，以及人口集中、選舉區未調

整所導致都市住民的意見很難反映在政治上的問題，市民們如何保有都市景觀的

意識、如何運用土地私有的權利而不破壞景觀、如何反映意見到市政建設上，而

不陷入自私自利(8)，都可以讓同學們瞭解「市民性」，以及和都市發展的關係。 
    課文最後述及「水際前線」（water front）的概念，以及 80 年代展開的「港

都未來 21」構想。從港灣都市蛻變成為國際交流都市的論述，又提供同學們不同

思維的都市景觀、都市設計的概念，意即「脫工業化社會」為核心價值觀之人文

的都市空間與景觀。 
 
三、人與「機器」的相處之道 
 

第二課的「現代社會與精神壓力」，一開始就點出精神壓力與疾病的關係，

然後帶出「精神壓力」的語源、定義的變遷，接著談到精神壓力研究史、精神壓

力的分類、精神壓力與身體疾患的關係以及何種人易有精神壓力。這些部分可以

促進同學們對於醫學的認知。 
    接下來，同學們可以由課文舉出的一首鎌倉時代僧侶一遍上人的詩作：「古

                                                 
(6)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3頁參照 
(7)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4頁參照 
(8)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4頁參照 



時隨心所欲，今日心從我欲」而得知「心」有感性與理性的一面，而理性的「心」—

「腦」很早以前就已經被意識到與感性的「心」是不同的存在。而且，隨著腦科

學的發展，已知感性的「心」其實存於大腦；情感上的快與不快會對於內分泌、

自律神經、免疫力帶來不良影響(9)。 
    課文至此話鋒一轉，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社會的變遷。高度資訊化時

代的來臨，電腦的使用造成兩種「科技精神壓力」—「科技不安症」與「科技依

賴症」。科技的進步雖然有其貢獻，但也造成新的精神壓力。課文最後點出了現

代社會無「機」不「立」的現實，但也拋出一個新議題：如何讓機器可以為現代

社會的人們減輕一些精神壓力(10)。這部分的論述正可以提供現代年輕人對於資訊

器具使用、人「機」關係的反思。 
     
四、「擬音語․擬態語的世界」 
 
    顧名思義，這是一課有關日本語學，特別是針對日文的擬音語‧擬態語為介

紹重點的內容。同學們可以從中習得有關日文擬音語‧擬態語的知識，例如，開

宗明義地就提到兩者的定義以及擬音語可以轉換成擬態語的特性。又如擬音語‧

擬態語的範圍、數量以及擬音語‧擬態語和日文語彙不立「バ」行、「ラ」行原

則相反，還有常用濁音
(11)。 

    接著，課文以「ハ」行為例，說明了擬音語和笑聲氣音的關係，還有加上母

音、濁音或促音的特性。然後再用「サ」音說明了擬音與擬態之異義，又對比了

「サ」表示乾脆、不拘和「ネ」的黏稠、拖拉。然後再以「の」的字型為例，點

出相關擬音語和擬態語的穩定、遲緩的語意(12)。 

    緊接著，課文以「海」為例，說明了各國語言的不同。但是，擬音語和擬態

語卻和這種所謂「言語的恣意性」相反，但也未必就是人類共通。課文指出了外

國人學習日語時對於這些擬音語的「語感」掌握不易(13)。 

    後面的部分則整理出以意義和型態所做的分類，有利於學習者的分辨與理

解。課文最後，相當於結語的部分，除了點出擬音語和擬態語容易產生也容易消

失的特性之外，提出了一個值得深思的題目：擬音語和擬態語也許因為流行而留

存。 

 
五、「圖書館的精神」與「知」的權利 

 

    這一課開頭先談到圖書館功能的多樣化，再帶出不變的核心功能—「通往知

識的窗口」(14)。於是，以此為觀點回溯圖書館的發展歷史，從古代埃及到中國、

                                                 
(9)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38頁參照 
(10)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40頁參照 
(11)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61頁參照 
(12)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62頁參照 
(13)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63頁參照 
(14)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80頁參照 



日本，同學們可以一覽圖書館的功能從學術研究、公文保管、歷史編纂到個人收

藏的變遷，以及日本圖書館的金字塔體系。 

    之後，圖書館歷史的陳述仍然繼續，但是逐漸點到圖書館與時俱進的功能所

要維護的核心價值—做為基本人權之一的「知」的權利
(15)。從戰前軍國主義到戰

後冷戰時期，同學們會瞭解到圖書館維持中立，為捍衛使用者「知」的權利的自

由之重要性。 

    然而，做為新的人權之一的「隱私權」觀念的興起，圖書館更加需要保守使

用者借閱、使用等秘密。但是圖書館「徹底站著使用者這一方，應該站在使用者

這一方」的觀念卻與維護「公序良俗」與「著作權」的觀念互相杆格
(16)。 

    於是，同學們透過課文解讀而得知，對於侵犯人權、隱私以及確定為猥褻刊

物、捐贈或託管資料中捐贈者或託付者不公開的資料，圖書館的資料蒐集是會受

到限制的。而且，遇到館內外人士質疑時，圖書館必須經過討論，說明理由
(17)。

而至於「著作權」方面，同學們可以學到它的定義以及「公正使用」的重要性。 

     

六、「生命倫理」的重大課題—人是什麼？ 

 

    這一課，從「學際的」此一詞彙開始談起，點出生命倫理的問題跨越複數的

不同學術領域，而且其技術還在擴大，需要有某些規範與因應。於是，原本醫師

的一句話，患者家屬只有點頭的份；現在，隨著醫療技術的進步，我們要面對新

問題做出抉擇。 

    在後面的課文中，同學們會知道遺傳基因的解析帶來一些正面的效果，卻也

衍生出遺傳基因的管理問題。其次，墮胎行為由法律觀點而言，是為了保障婦女

的權益、健康、幸福；然而從生命倫理的觀點來看，卻是值得商榷的。還有，夫

妻間與非配偶間的人工受孕、代理孕母、胚胎複製、複製人、器官移植、安樂死‧

尊嚴死所引發的各種問題。 

    課文最後提到，這些問題有些已經超越醫療的範疇。生命倫理的重要性已經

重要到醫師與患者在醫療實施之際必須非思考、學習它不可(18)。甚至還指出，有

關生命倫理的「自我決定權」，其實影響所及不止於個人事物，亦關乎人類今後

的生存、地球環境的保育
(19)。所以，同學們在面臨今後人生中的生與死的問題時，

其思考、判斷、決定，都不能缺乏生命倫理的觀念。至此，他們也許可以瞭解課

文的最後一句話：「生命倫理（中略）必須是為了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20) 。 

    因此，這一課的內容對同學們而言是超齡、不容易理解的。但是，透過老師

的講述，至少可以傳遞生命倫理的觀點、尊重生命的價值觀，以及增進他們深度

思考問題的能力。 

                                                 
(15)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82頁參照 
(16)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83頁參照 
(17)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83頁參照 
(18)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11 頁參照 
(19)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11 頁參照 
(20) 同前書『教養の日本語』111 頁參照 



 
七、「文」以載「道」了嗎？ 

 
    綜上所述，這些課文內容傳遞了很多知識、觀念，應是無庸置疑的。然而，

修習本課程的同學們吸收到這些知識、觀念了嗎？增進了什麼能力嗎？接下來就

透過最近的問卷調查來一窺究竟。 
    筆者在 2009 年度上下兩學期的期末考，分別針對第一課至第三課以及第

四、第五課的授課結果，在試題紙上設計問題、印製問卷，讓同學們在作答完畢

後的空檔裡以無記名的方式填答，並於交卷時與試卷紙一併繳交。 
    以下即為調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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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兩次的調查當中，有關於日語能力的提升，大部分同學傾向於讀、寫、

譯的能力；而在日語語法、句型、表達方面的理解，也是大部分同學持肯定態度。 



另外，問卷中還問了兩個問題：第一，本課程可增進日本歷史、社會、文化

的理解嗎？大約六、七成的同學回答「是」；第二，本課程可以訓練思考判斷能

力？也是大約七、八成的回答「是」。 
由此調查的結果可見，即使是外語教學，只要教材的選取與教師的說明，同

學們在課堂上不只學到外語能力，也可以增益不少知識與觀念，因而增進對於人、

事、物的觀察、理解、思考、判斷等能力。 
今年度，筆者在最後一堂課請全班同學寫下自己在一至五課中學到了什麼；

也設計了更詳細的問卷，將於期末考試中實施。調查的結果如何，敬請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