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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長崎。 

 

    在夏日的夜晚，和在異地認識的好友們，吃著手上如海湛藍的刨冰、一同

看著煙花將夏日夜空染上色彩。身旁音樂以及驚呼不絕於耳，隨著燦爛的煙火

一朵朵綻放，我知道這個夏天的回憶，將會成為一輩子無可取代的寶物。 

 

萬事起頭難：行前準備 

 

     從考取 N2證書的那一刻起，我便告訴自己，這是我踏上交換之旅的首要

門票，往後肯定會遇上比起這場考試更加艱難的挑戰，無論如何都不能輕言放

棄。接踵而來的是資料準備和面試，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在交件截止前一週，

我才知道原來早已開始收件，只得用最快的速度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包裝，並忐

忑地等待面試的到來。而面試時，雖然都用日文和評審溝通，但還是覺得稍有

不足之處。本以為事情不會如想像順利，然而受到幸運女神和評審們的青睞，

我還是成功得到了前往長崎大學交換的機會! 

     於此之後，在辦理簽證和準備行李都遇到了各式各樣的人協助和指導我，

也認識了一位已經在長崎待了半年的學姐。詳細的和我分析該如何準備衣物，

以及後續流程該注意的事項。在行前有著所有人的協助使得我踏實許多，也滿

心期待著踏上異地。 

 

他鄉沒故知：初來乍到 

 

    在機場和家人道別時，自認沒心沒肺的我，從進檢查口就一路哭到候機室，

途中還被海關姐姐揶揄「才去半年欸，幹嘛哭。」也許是對未知感到不安，也

或許是第一次要離家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擔心自己有沒有生活能力(不過後面會

證明我的求生力意外的很強，自己做料理也難不倒我)一直給自己做心理建設，

告訴自己沒什麼好怕的，畢竟一路走來的求學過程裡也遇過更艱難的挑戰，我

也撐過了。擦乾眼淚，我登上飛機。 

    在飛機上，和隔壁的大叔聊起來，大叔也是台灣人，是鹿兒島大學畢業的，

聽到我要去長崎大學時，挒開嘴笑著說，「長大比我們學校厲害，要努力多從那

學走東西喔!」我尷尬地笑了笑，我也期許自己能在此行收穫滿滿的歸國。 

     下了飛機，接著是從福岡到長崎的巴士之旅。 

     望著窗外初識的九州土地，一切是和曾去過的東京、名古屋等地截然不同

的景色。三月底，本是春天的尾巴該和大家招呼的時期，風中除了落下的櫻花

瓣，也滲著微微的冷冽；天空湛藍，少少地雲朵悠哉地飄著，晴空下的人們亦

然悠悠漫步街道上。 

      在巴士上，我對長崎這個我即將待上半年的都市開始了一些想像，想像



一個曾被原爆的城市在幾十年後的模樣，老實說蠻困難的，但我仍期待著我能

看到充滿生命力與祥和的市容。隨著巴士越來越接近市中心，我得以逐漸看清

長崎的容貌。街道上最為特殊的莫過於和汽車公車並肩而行的路面電車，討喜

而又復古的外觀為街景增添了不少色彩，沿途能看見各式異國的痕跡，無論是

教堂的尖塔、或是造型特別的候車亭與路燈，身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港都，長崎

將非日常的異國感和日常完美的融合，之後的半年走在路上總是有種在現代和

過去、東方和西洋之間穿梭的感覺。 

    下了巴士，坐上計程車，穿過小路、開上山坡，來到了宿舍。 

    就像是個聚落一般，也像是個社區，少了對宿舍總是古板無趣的印象，俏

皮的紅色屋頂也多了幾分童趣。我所住的 B棟是一座高兩層的建物，每層有一

到兩間的房間，或者說「家庭」可能還適當些。一戶內有四個私人房間以及公

用的衛浴、廚房、客廳以及陽台。打開房門，迎接我的第一位是來自泰國的室

友 Kate，協助我打理一切並帶著我去附近的超市採買。開心的我們才認識第一

天就一起包了餛飩吃。（我教她，而她也學得很快！） 

       三月的最後，正是學校尚未開學而櫻花也還高掛枝頭、滿街櫻吹雪的季

節，在此時我與我的學伴－聰子，以及她的友人，一同到港邊的公園野餐、賞

櫻，度過了一段美好的午後。 

     之後，就是疾風驟雨的展開，開學。 

 

處處是學問：長崎 Lovers 

 

    四月初，學期正式開始。在學伴和室友的幫助下，得到許多建議並成功選

了自己想要的課程。長大的選課機制和海大相當不同，沒有共同電腦系統和「搶

課」，若要選課，是得親自拿著選課單（上面還有著每堂課的出缺席紀錄表格給

老師劃記）交給該堂授課老師的；而通識課的選課單則有不同的外型，也較為

大張。 

    在選課時，其實心中風平浪靜，沒有抱持任何期待。然而，開始上課後，

幾乎堂堂都在我心中掀起波瀾萬丈。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屬日蘭比較文化這

門課了。我所屬的學部（系）是多文化社會學部，而系上的環境亦是相當多文

化，除了同學來自世界各國，就連教授亦然如此，日蘭比較文化的教授來自荷

蘭，是個日本女婿。當初選課時，教授名字相當日式，我也不疑有他，然而在

到教室後，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教室，眼前這個高大的西洋面孔和課表

上的名字完全搭不上！之後的每堂課也常常讓人產生濃厚的反差錯愕，例如老

師像我們炫耀他的茶道師範的身分、以及以茶道師範頭銜登上雜誌的照片；又

或者是老師上課時拋給大家討論的例子，在外國和日本當地學生回答後，兩邊

面面相覷，有種「咦？原來我們的日常這麼不同？」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請

我們介紹各自國家的教育制度和小學生活，泰國室友 Kate一臉無奈的望向我，

小聲地說，我完全不知道從何開始。因為泰國宗教眾多辦學也興盛，Kate從小



學以來早已讀過三種不同宗教所開設的學校，也深感泰國教育制度的複雜。最

後她上台報告時，詳盡地講解了泰國的教育現況，並針對她覺得不合理處評論，

也讓大家為之驚嘆。. 

    在日蘭比較文化課的最後，老師給了我們一句話，我將它放在心裡，老師

體醒我們，無論我們在異國所觀察到了什麼，那都是某地區、或是僅屬於我們

個人的見聞錄，不能將其以偏概全的擅自代表整個國家。爾後，我也在老師與

另外一位指導教授的鼓勵下，去了佐世保與原爆資料館等地，用我自己的雙眼

見證歷史。 

     長崎，是一個對戰爭與核武相當敏感與重視的城市。我所見之處常常都能

發現反核武的遊行，甚至長大校內就有一座核武廢絕研究中心。每個居住於此

的人都用各自的力量在宣揚和平的難能可貴。原爆日當天，我也有幸參與了典

禮，莊嚴肅穆，來自各地的人們集結，為的正是這堂身為人類都該參與的課－

和平的珍貴。 

     如同長崎當地的觀光標語「長崎 Lovers」，看見每位居於此或甚至生長於

此的人們，都在用自己的方法表達對長崎的愛，我想，這也是我在長崎所得到

最寶貴的經驗之一。 

 

     長崎，長崎。半年的時間其實很短，還有好多好多想更了解的事，但我想

說，這座城市，已然成為我心中的第二故鄉。 

 

 

 
 

和 Kate一起包的餛飩。 自己做的豬肉麵。 



 
 

 

 

日蘭比較文化的作業，幾乎都是看法性的問題，且討論

的議題也較為社會爭議。（如：混血是否能成為世界小姐） 

校園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