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本精神之淺談
— 從參加日籍校友會談起

壹、目的
    本校創立於民國廿九年的日據時代，在台灣光復前曾經招收了

149名的日籍學生和少數的台籍學生，戰後這些日籍學生全部均已返

回日本國內，並在各地擔任日本國民教育的工作，對戰後日本的全面

復甦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

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始終是

我們的驕傲。由於日本鄰近我國，對中華民族之傳統文化深為佩服，

不但視為學習與模仿的對象，更將之發揚光大，並進而融合日本特有

的民族性而成為他們的文化，已經成了他們的驕傲。這種驕傲吾人先

稱它為「日本精神」。

近幾年來，日本雖然為經濟一厥不振所苦，但是日本人不亢不卑

的精神卻仍然為世人所欽佩。許多源於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文化，在中

國大陸早已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即已消滅殆淨，僅留下一些文化遺跡供

後人憑弔與緬懷。而自認為中華文化正統傳人的台灣，在富裕的經濟

生活中也逐漸遺失了文化的傳承。許許多多足以自傲的文化與精神已

經難從社會中發現，繼之而起的則是財大氣粗的次級文化，這種次文

化難容於禮儀之邦的中華社會，但年輕人卻趨之若鶩，盲目瘋狂的追

逐，令人憂心不已。

有人說，其實日本現在的社會風氣也是和台灣差不多，甚至有過

之而無不及。此從日本次級文化風靡台灣年輕人的世界可見一斑。因

此，當中華文化驚鴻一撇的出現在街頭時，總是會讓人一陣驚呼，久

久回味不已。參加日籍校友會總有一種溫馨祥和的感覺，老校友們個

個溫文儒雅，謙卑有禮，會場秩序井然有條，如同國慶盛典般，一絲

不苟，馬虎不得，嚴肅中帶有溫馨。高齡已達八十好幾的校友們，仍

然精神奕奕，本人雖忝以母校校長的身分出席，以年齡而言卻是子孫

輩，但是在他們心目中卻是以對師長之禮執之，畢恭畢敬的態度實令

人愧不敢當。這種飲水思源的精神在日本籍校友身上充分表現出來，

對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不禁省思不已。

校友會的進行完全照既定程序實施，大小事務鉅細靡遺的規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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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周全，甚至連全體合照時每個人的位置都事先畫好一張位置圖，

讓參加人員可以按圖索驥，馬上就定位，一點也不會浪費時間在無謂

的客套之中。俗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日本人做任何事情都是

有計畫性的，所以他們在行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效率，在秩序方

面就是守法，在人際關係方面就是有禮。社會所呈現的就是一片井然

有秩的現象。雖然也有人質疑這種現象其背後所隱藏的真正涵意，但

無論如何，姑且不論其實質意義，光其表徵所呈現的優點就值得我們

學習。本人非媚日派者，對於日本也從未深入研究過，但是對於他們

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相較於我們現在的社會，有許多地方仍是相當值

得我們學習的。

因此，此次校友會結束前，特別邀請日籍校友們明年來台，再一

次返回母校舉行校友會，希望他們身上自然散發出的日本精神能給師

生們最好的示範，分享他們一生的精華。

貳、過程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人愈年邁，就愈容易回想過去的歲月，所

以緬懷以往青春年少或是風光的時日，就成了老人家最津津樂道的一

件事，雖然這其中也許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對於垂暮老人而

言，卻成了人生歲月中不可抹滅的痕跡。本校的日籍校友一直對母校

懷有深厚的感情，從台灣光復後，不分屆次幾乎每年都一起舉行同窗

會，五十年來未曾間斷，其間的過程足以寫下一篇屏師日籍校友同窗

史。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這些日籍校友已近垂暮之年，最年輕者亦

已七十八歲，生老病死同樣不留情的在他們身上圍繞。因此，校友人

數已經逐年減少，讓人驚覺這個同窗會已經逐漸走入了尾聲，不知何

時將會落幕。這種感傷雖然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卻也無可奈

何。日籍校友們自然也感受到了面對人生歲月流逝的無奈，更珍惜一

年一次大家相處的機會。對於這種情形，本人感同身受，所以對於他

們的邀請總是難以婉拒。今年同窗會原本預定於五月份舉行，但是礙

於校務繁重，實在難以分身前往，校友們知道後，特別延後改在暑假

舉行，希望母校師長能親自參加他們的同窗會，對於這樣的熱情與期

待，本人亦給予肯定與回應，乃決定親自參加他們的同窗會。整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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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下︰

第一天由於氣象局早已發佈尤特颱風的陸上警報，早上雖然尚未

見狂風暴雨，卻也著實擔心因而延誤行程。幸而直到中午仍未見風

雨，因此順利搭上華航班機從小港機場至中正機場，再從中正機場轉

機直飛日本福岡，抵達時已經晚上八時三十分，辦理入境手續再轉車

至旅館已經將近十時。由於人生地不熟，未免第二天前往宮崎的行程

有誤，乃立即前往巴士站詢問如何前往並購買車票，此時雖已飢腸轆

轆，但日本物價實在太高，乃隨意找了路邊攤解決了晚餐。

第二天一早即起床，搭巴士前往宮崎，整個車程約五個小時，一

路風景綺麗。抵達宮崎機場時，已經有一些日籍校友在報到，老朋友

見面分外高興，寒暄幾句後，再搭巴士前往校友會會場，那是一個瀕

臨太平洋，風光非常明媚的地方。下午六時正式召開校友大會，全體

參加人員按分配好的位置照相及開會，男賓盤腿而席，女眷則屈膝而

坐，中規中矩。會議程序按既定之計畫進行，並特別請本人致詞，由

鍾主任喜亭擔任翻譯。此次總共有三十七名校友及廿二位女眷參加，

本人有感於校友們年齡日大，已逐漸凋零，為了讓他們一嘗重回母

校，再續前緣的心願，乃當場邀請他們明年來台舉行校友會，獲得大

家一致的歡呼贊成，因此明年將再回到母校重溫前塵舊事，這不但是

老校友們晚年的大事，也將是本校的一件盛事，全校師生將會以期待

的心情來迎接他們。

第三天和校友們一起遊覽宮崎附近名勝，並參觀七國領袖高峰會

議的會場，下午二時大家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各自返回日本各地。我

們則於下午四時三十分再搭乘巴士返回福岡，抵達時已經將近晚上十

時，深感疲累，但心情卻是踏實的。

第四天一早前往福岡國際機場搭乘華航班機返回台灣，結束了四

天短暫的行程。在飛機上一路回想校友們的情形，感觸深刻。校友們

雖已頭髮皤然，垂垂老矣，卻個個精神抖擻，尤其期盼著一年一度的

校友同窗會，已成了垂暮之年的精神寄託。同學見面，彷彿回到了十

七十八少年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對母校的培育之恩，更是與日俱

增，每提及母校點滴，眼眶總是泛著淡淡的淚水，似乎訴說著時不我

予的感傷。面對逐漸凋零的景象，本人一直思索著要如何在他們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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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給予最大的精神支持與鼓舞，讓他們帶著豐富及美好的回憶完成人

生，明年的同窗會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參、省思

    在日本戰敗後的四十幾年，日本人民以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努力工

作，勤奮不懈的結果創下了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使它成為世界上

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一九九○年國民平均所得甚至曾經超越美國三千

多美元，讓世界各國對於日本的再度崛起，起了戒心，但卻打從心裡

佩服，紛紛研究起日本這個民族。日本商社憑其強大的財力到處蒐購

或併購世界各財團，逐漸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經濟侵略，其中又以夏

威夷和澳大利亞是日本人收購土地和財產的最具代表的地方，這或許

是與當初日本人未能一舉打敗夏威夷珍珠港的情結有關。

日本至此其經濟發展幾乎已經到了顛峰，但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

融風暴中，在各國貨幣競貶下，日本亦無法倖免，更因此而戳破了經

濟奇蹟的泡沫，時至今日仍然一厥不振，不但日本國內政府與人民束

手無策，甚至世界各工業強國也無法針砭出癥結，而伸出援手。不禁

令人開始懷疑日本究竟潛藏了什麼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否將如此而沒

落？

    針對這種懷疑，以本人對日本粗淺的瞭解，以及親自參與日籍校

友同窗會，與日本民眾接觸，及目睹其國內社會的各種現況，乃不揣

譾陋的提出一些看法。其實國內也已經有了日本同樣的現象，他們的

經歷正足以讓我們當作借鏡。誠如前面所講，日本人善於迅速模仿他

們認為有用的中國傳統文化，然後去蕪存菁，再加以融合自己的原有

的優點，而成為日本的文化。以下提出數點供參考︰

    一、推行禮貌運動︰禮貌是待人接物應有的表現，它是拉近人與

人之間距離的良好催化劑。中國人向來自許為禮儀之邦，強調必須以

禮待人。然而這種禮的表現卻被日本商人表現的淋漓盡致。雖然也有

人批評這是日本人的一種表象，鞠躬只是一個神話。但是不可否認

的，無論何人看到衣著整潔、面露微笑、哈腰鞠躬的小姐向您問好時，

您絕對會以心情愉快的微笑回報，兩者之間的距離自然也就拉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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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良好的印象很快也就建立了。這種情形在日本的飯店、餐館、百貨

公司經常可見，使人充滿了被尊重的感覺。因此，對於這種情形是否

屬於假象，也就不會刻意去追究。

    本人有感於現代年輕學子對於禮貌已經日漸忽視，為喚起大家對

這種優良傳統的重視，乃決定從培育國小師資的師範學院做起，冀望

能往下深耕，做好往下扎根的工作。於是兩年前就在屏東師院大力推

動禮貌運動，初期雖然也有人以懷疑的眼光看待這件事，但是經過不

斷的說明溝通，師生也逐漸瞭解這項運動真正的涵意，從懷疑到不好

意思，最後終於能誠懇大方的向師長及來賓主動問好，不但使校園充

滿了溫馨和諧的氣氛，師生也終於體會到禮貌之於人際關係的重要

性。這是推行禮貌運動的教育意義，也因此而獲得了額外的價值。有

一位徐老先生來校參加植樹活動，學生遇到他都能主動親切的問好，

讓他深感詫異，何以現代校園還有如此多禮的學生？初時他認為這只

是少數的個案，但是在他多次來校散步時，學生們仍然很有禮貌的對

待他，讓他深受感動。在世風日下，人情淡薄如紙的現代社會，在屏

師校園裡能有這樣的教育成果，他覺得應該加以鼓勵及推廣，乃慷慨

捐出新台幣三百萬元給本校教育基金會做為學生獎學金。嗣後他也經

常會抽空來屏師感受溫馨的校園氣氛，因為這是一個會尊重他人的地

方。隔年他又再捐贈了兩百萬元，嘉惠屏師學子，本地仕紳也同樣的

陸續捐款，以鼓勵師生們發揚中華文化傳統的努力，這是推行禮貌運

動額外的收穫。

    二、要有居安思危的心理︰日本在經濟狂飆時期，國強民富，創

造了不少財富新貴，其消費力之驚人，足以傲視全世界。人人狂歡作

樂、夜夜笙歌、盡情享樂，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的假象當中，數百年

來日本人生活中古老的勤儉特性迅速瓦解。當經濟的泡沫逐一破滅，

繼之而起的亞洲金融風暴，讓日本經濟一夕之間成了昨日黃花，企業

一片狼籍，人民一片哀嚎，失業風潮重擊日本員工，在強烈自尊的民

族性格作祟下，自殺潮席捲而來。政府、企業、民間都束手無策，昔

日的繁華似乎已成鏡花水月，何時復甦亦已無答案。

    回顧台灣經濟情況，其發展過程似乎也有日本的影子。從台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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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奇蹟到台灣錢淹腳目，讓台灣的經濟發展受到了世人的矚目。科技

之島的美譽更讓外人驚覺在亞洲東方有一顆明珠正閃閃發亮，這些成

就不但為國家掙得許多外匯，也為人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而當

人民富足安樂之際，卻忘了經濟發展也有高低起伏的時候，富裕時應

努力存錢，以備未來低潮時之需。但是社會風氣卻如同暴發戶的日本

人一樣盡情享樂，勤儉的美德就在歌舞昇平中逐漸流失，正當慶幸挺

過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卻席捲而來，在地球村

的經濟結構裡台灣亦無法倖免。政府一再發出要有過苦日子的心理準

備，企業不是撤資西進，就是無法維持而倒閉，失業人口一再逼近歷

史新高，政府似乎也是束手無策。所謂「忘戰必危」，亦可引伸為在

富裕承平之時必須要想到低潮落寞之時，平時唯有存夠戰備存量，一

旦經濟危機發生時，才能安然渡過，也才有機會重新獲得新契機。日

本的例子近在咫尺，國人應該引為殷鑑。

    三、做好老人安養福利︰這次參加的日籍校友年紀最低者已經七

十八歲，其他均已逾八十歲，和一群老人家在一起，不免想起自己的

未來也將是如此。日本曾於戰後經歷過嬰兒潮，這批嬰兒也曾是七○

年代日本經濟起飛的最重要骨幹。但是到了八○年代以後卻逐漸進入

高齡化的社會，年輕人的晚婚或低生育率，使人口結構產生了變化。

由於日本的社會福利和養老金制度並不完善，因此日本人民必須要努

力工作，縮衣節食，拼命儲存退休積蓄，甚至退休後為了生存而不得

不繼續工作。

    其實台灣目前的老人福利制度也是不夠完善，高齡化的社會問題

雖然早就為政府當局所得知，但是卻始終未能制訂良好的福利制度。

這些曾經為台灣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老人家，臨老卻得不到政府的

妥善安養及照顧，真是情何以堪！往後沈重的社會福利稅款將由年輕

一代的後輩子孫來負擔，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背不動的重擔，生活在

負擔沈重的社會如何會有樂趣？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問題鎖鍊，如果

不及時解開，將會愈來愈複雜，終至成為拖垮政府的問題，有關當局

必須及時重視才是。

    無論台灣或日本都在迅速的變化中，誰也無法預料以後會發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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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樣的未來，甚至政府也茫茫然不知台灣未來的走向會是如何，

因為和日本比較起來，台灣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實在太多，有些連自

己都無法掌握。俗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生活在舒適安定的環境

中太久，就會鬆懈、怠惰，所以我們要隨時警惕自己，不要因此而忘

了先人刻苦耐勞的奮鬥精神，唯有保持這樣的精神，才有繼續生存的

條件。

四、找回守時的的良好習慣

    古有五守，守法、守時、守分、守信、守密。在科學發達，經濟

發展快速的今天，時間的掌握成了能否成功的關鍵。守時給予人尊重

的感覺，每次參加日籍校友會，發現老校友們對每個行程都很守時，

在他們規劃中的行程，都能按照規定的時間集合或做事，讓整個計畫

能順利進行，讓人感覺到這是一個周詳的計畫。從很多小地方可以看

出日本人對守時的執著，日籍老校友則是本人看到的典型，至於年輕

一輩的日本人是否亦仍然具有守時的美德，則不得而知。但是從老校

友的身上可以發現，守時是一種根深柢固的觀念，這種觀念已經融入

生活當中，不需刻意去強調或遵守，自然而然就會依時間去行事，對

於這種習慣的養成，必須以長時間的的培養與遵守才會形成。因此，

如果能從小就教育學童遵守時間的觀念，並從生活學習中體驗守時的

重要，這種日積月累的良好習慣才能深入生活當中。

    反觀國內的情形，守時對一般人而言似乎並不重要，從少數人的

約會，到多數人的集會、婚宴⋯等，很少看到能準時開始的，甚至政

府機關的會議也是如此，久而久之成了習慣，守時反而成了只是古代

的美德，是現代欣賞的古物，殊為可惜。在競爭激烈的現代化社會裡，

這種不守時的作法最容易讓人詬病，尤其是對強調守時的西方人而

言，所以能否守時往往成了談判成功的關鍵。本人一向欣賞中國的傳

統美德，也很強調守時。因此，凡是主持大小會議或是參加會議、宴

會都會準時，希望能從己身做起，進而影響他人，也在各種場合向學

生們強調守時的重要性，冀望能在未來的國教尖兵身上播下守時的種

子，讓守時成為下一代的生活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