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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資源人-潘祥偉 文/ 潘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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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長姊弟妹好，我是資源103級畢業生，曾在日本念研究所，目前正在日本工作中。綜觀全
系，或許可以發現檯面上有留日經歷的老師或學長姐不多，但我相信應該有一些學弟妹對在日進修或
發展有興趣。因此，小弟想藉由本期資源人電子報，向各位分享留日經驗以及一些感想，也希望能拋

磚引玉，讓更多留日前輩也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我的留學契機，當時是希望能到日本頂尖大學進修擴展
視野，然後用自己的專業待在日本工作，獲得比較不一樣的
經歷，未來人生的發展也可以有更多更廣的選擇。這個目標
一直伴我左右，也幫助我在整個過程中比較不會受到動搖、
甚至輕言放棄。

因此關於留學，我覺得貫徹始終的動機是非常重要的。

留日契機

強大的動機，才能幫助自己在整個留學生涯中，克服你無法預知的挑戰，慢慢接近你所希望的理想藍
圖。以日本為例，縱使是對台灣人來說相對親近的日本，還是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以及不同的思考方
法、做事方法，再加上語言的差異，日本留學其實可能沒有像網路上說的簡單，或著說「爽」。

仙台著名景觀 - SENDAI光之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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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Stage-1：語言、入學、金錢

春之東北大學（片平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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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時代變化很快，近年來，大部分日本大學院對不會日
文的國際學生的接受度已越來越高，也開拓了很多國際純英授課
程，因此可以說不用怕不會日文而被擋在學門外。但是，「學術
是工作，語言是生活」，你在ゼミ（meeting）能逃得了日文，
但你出了會議室，就別想用英文打天下。現實就是，大部分日本
人還是無法像台灣人一樣愛說英文，甚至教授有時會懶惰而直接
對著外國學生噴一大串日文。在海外打拼，跟當地人拉近距離是
融入的基礎，同樣的，想和日本老師、同僚混熟，我認為日文絕
對是最基本中的基本。

日本大學院的申請一樣也是考試，但如果以為考上可以找
老師表達入門意願，那你就錯了。日本目前還是偏向所謂的師徒
制，一個講座有一位正教授（意義有些不明，請再確認），也就
是所謂的掌門人，他的門下可以有多個副教授與助理教授，並且
收受門下學生。縱使正副教授的研究有些許不同，但所有的權限
都握在正教授手上，他甚至可決定能否讓學生入學。在考試的過

以下是我分享自己在日本東北大學的留學狀況，但日本每個地域或每所大學的作法都不盡相同，請當
作參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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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考試單位會問你找好教授了沒、研究題目訂好了嗎等等。也就是說，正常的順序反而是先找好教授
並取得他的首肯與支持，並規畫好入門後的計畫，再進行大學院的入學申請。那考試就是放好玩的嗎？也
不能這麼說，若是通過教授的測試，教授決定要收，那入學測驗就比較像門檻，主要看你的實力在哪裡。
只要沒有爛到連教授都看不下去，基本上就不用擔心結果。那關鍵的教授測試是什麼呢？這就跟教授的個
性有關，他可能跟你要履歷並測試基礎學識、可能叫你發表你做過的專題，或者懶得測試直接叫你去考試
看成績最快的也有，端看你找上了什麼個性的教授。

另一個也很重要的就是留學經費。難得到國外進修，還把寶貴的時間拿去打工賺錢，豈不是很浪費
嗎？有些教授甚至特別重視這部分，畢竟很怕收到為了打工不顧本業的學生，如果荒廢學業到無法畢業更
令人困擾。我自己的教授就是對這方面比較堅持，一開始先確定我有經濟來源後，才願意表明收我進研究
室。因此在跟教授聯絡的時候，這部分也必須留意。

解決此問題的最簡單方式就是申請獎學金，有了獎學金當靠山，在申請學校的過程中會比較順利一
些，在留學的過程中也能較無後顧之憂。留日獎學金的種類和數量其實非常多，現在網路資訊非常發達，
因此這部分就不特別贅述。但大致上分為台灣採用與日本國內採用兩種，差別在於一個是入學前就確定有
錢領，另一個是確定入學後才能透過學校機關等管道申請。如果有餘裕，當然最推薦出國前就能拿到獎學
金，之後在留學過程中可以輕鬆許多。這種獎學金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台日交流協會獎學金，既然是日本
官方的獎學金，就代表有保障、不差的金額與日本政府的保證，基本上屬於必考的獎學金。小弟也是靠這
個獎學金完成在東北大學的學業，所以非常推薦有餘裕就去考考看，網路上有大量的申請心得和攻略，細
節就不特別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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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Stage-2：在地融入

不管是好是壞，相信大家都能從日劇、漫畫、旅遊當中得到對日本文化的不同認識。但最普遍的認
識，相信大概就是守時、團體和諧、痴漢與SOP文化。當初我也是抱持著同樣的印象去到日本，但後來卻
了解到，一個國家的樣子是無法用單一媒體或狹窄的地域生活去描繪的。日本的面積是台灣的好幾倍大，
有著一億的人口，來到日本會遇到什麼樣的人、遭遇到什麼樣的事物、體驗到什麼樣的感受，真的是誰都
說不準。光是比九州還小的台灣，就出現了連許多台灣人都不懂哪裡來的「庶民文化」，日本當然也比想
像中還要多元。

雖然這麼說，但唯有一個基本精神是外國人不
可忽視的，那就是大和民族最重視的「和」！ 讀空
氣、SOP、謝罪或是有名的建前文化，都是以和諧為
出發點的精神，但也是讓大部分外國人感到問號或不
習慣的經典文化。不過，其實不用非常緊張地擔心自
己能不能在「和」之文化生存或是在日本得到憂鬱
症。網路有一句名言：「不打勤、不打懶、專打不長
眼。」這句話講的好，其實外國人的身分是一張免死
金牌（雖然西洋人比較大張），日本人大部分都能理解外國文化跟日本文化相差很多，所以有時誤踩地雷
是會被原諒的，「嘛～外國人嘛，沒關係啦」之類的內心調適時常會有。但對於重視和諧的日本人，若有
「白目」不斷地破壞底線，甚至到破壞「團體和諧」的程度，那就連外國人都會被「和諧」的力量制裁，
霸凌、排擠、刁難、裝死、酸語等日劇常見的組合就會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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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到日本時也是戰戰兢兢，凡事都很顧慮，怕踩到地雷、怕黑掉導致畢不了業……，但後來領悟
到，其實日本人就是怕麻煩，當然也怕造成別人麻煩，所以才讓人覺得日本人毛很多。初來乍到的人或許
一開始對一切不熟悉，踩雷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很嚴重的衝突，大部分人都不太會計較。但如果別人給你
方便、你卻把它當隨便，應該就沒有人能夠忍受，相信這點在台灣也是該知道的基本做人道理。

一個人出來海外，其實就代表著整個國家。因為你生活周邊的人可能不認識任何一個台灣人，甚至一
生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這時自己給人的印象就非常非常重要，因為你成為當地人與台灣連結的窗口，如
果沒有認知到這點而輕率地給當地人壞印象，那就連整個國家的名聲都賠了進去，對台灣或自己都是得不
償失的行為。我認為這點也非常重要，因此時時刻刻地警惕自己。

留日Stage-3：卒業、未來發展
碩班課程的畢業條件，每個研究科都不盡相同，但大致上大同小異。雖然我沒有在台灣讀過碩班，但

我相信應該也沒有什麼差別。我的研究科要求修滿指定學分（基本學分、跨科選修、實習選修、thesis學
分），然後必須全勤參加三次研究科seminar，都通過沒問題的話，就能拿到修了證書。以內容來看，要畢
業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門檻。但實際上會遭遇到的困難，看各人的情況而有所不同，無法一概而論。

舉例來說，日文授課或許就是一個難關，畢竟不是每一個研究科都會加入G30（Global 30 Project，
全英授課程），所以必定要修日文授課的學分，至於日文程度能不能跟上，就看個人造化了。我的研究科
剛好有開國際英授課程，加上我是10月入學，所以搭上了便車，修了不少英授的基本學分。我也有修日授
學分，我的感想是：如果日文基礎不夠，要正面對決這些專業課程其實真的蠻吃力的。如果所有學分都要
修日授課程，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挑戰。如果又要配合以下所講的就職規劃，在一個學期內修滿大部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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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課業壓力應該是不言可喻。因此，我當時是能修英授就修英授，其中很多的評分都只看報告和期末發
表，真的是比日授輕鬆很多。

畢業進路的規劃，也是一個值得一提的挑戰。就我的觀
察，日本碩班更像日本就職保證班，碩一暑假會去參加企業實
習，寒假也有短期實習與說明會，碩二開始就會有持續數月的
「就職活動」，短短兩年要做研究、要找工作、要修課，時間
顯然根本不夠用。大部分的日本學生會在上學期將所有學分修
滿，畢竟以時間軸來看，不趕快把學分解決，就不能在下學期
衝刺研究進度。因為暑假是實習的季節，很多人會參加不只一
個實習（日本的實習有自己的玩法，我認為更像企業體驗營，
時間從一天到兩周不等），寒假又要開始做企業研究、準備三

月就活解禁，而日本就職活動的麻煩度相信在台灣也能靠報章媒體略知一二。如果研究或學分拖延，會演
變成就活和學校兩頭燒，那真可以說是地獄般的生活。但也不能因此放棄就活，因為日本業界的玩法是，
一年只在這一個時期大量招收新鮮人，沒跟上就請等下一年再來。聽說只要一成為就職的浪人，之後很難
再有機會進去比較好的大公司。在終身雇用制的日本，大企業的門票代表一生的飯票，因此研究什麼的等
拿到內定再來想辦法就好，說什麼都要先找到下家。日本這樣的玩法可能會讓人卻步，但我覺得，如果真
心想留在日本一流企業裡工作，只要讀的是不錯的國立大學碩班，基本上是可能的，只是在短短兩年間做
好時間分配與妥善規畫，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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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小弟在日本讀碩班兩年的感想與觀察，但其實每個人的際遇不盡相同，赴日想達成什麼樣的目
標也因人而異，因此我只能將我認為值得分享的，透過這次機會傳達給大家。

 來到東北大之後，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吸收到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下的想法，真的會讓自己的認知出
現破壞性的改變，但也因此感受到在成大的自己是多麼狹隘與消極。我不是說成大的學生就是如此，而是
了解到限制自己的不是環境，而是到底有沒有突破舒適圈的決心。我認為，成大提供的資源與機會並不輸
東北大或海外的一些學校，但學生有沒有主動、積極地去探索、了解才是最重要的。我在東北大就遇到不
少成大交換生，我很羨慕他們小小年紀（大四）就能出來看看世界，到海外一流的大學上課交國際朋友，
我也親眼見證他們在短短一年、甚至半年內不可思議的成長。所以我真心覺得，我不後悔來到日本唸書，
在海外的經歷讓我真實感受到比起成大的自己進步很多，心態變得更積極，也更願意去挑戰不同的事物。

所以我想用北海道大學創辦人的話來勉勵各位學弟妹：
“Boys, be ambitious！”
希望學弟妹在大學時期就能胸懷大志，不要被現況限制了自己的想像。機會永遠屬於那些積極進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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