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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參加由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辦的「東南亞政治、文化及遷移年輕學者研討會

（Young Researcher`s Workshop on Politics, Culture, and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除了

參加研討相關議題外，並發表個人研究成果及心得，除了累積個人以英文發表文章之經

驗值之外，更增加了個人參加國際型會議的臨場經驗，還能夠與國外的學者及學子做對

話及交流，提升個人的經驗層次。

省思個人探索學習研究過程，思考模式過於純粹，透過參加國際型會議，與國際學術社

群進行交流，會中聆聽年輕學者及學子的專題報告，再聽取學者對報告內容的精闢評論，

其互動過程中的意見溝通及其做學問的精神，啟發思考，彌補自身感到不足的部分，另

外交互詰問過程中激盪出來的言談，宛如煙火爆發出來的豔麗花火，激發出心裡對知識

學術博大精深的讚嘆，也增強個人對知識的嗅覺與觸角，深化研究學術的技術。會後，

自行短暫的到異國都市及鄉間訪視，體會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如何相互影響，體會環境

與人文如何彈出旋律，觀察其中的關係與脈絡，將學術活動與實際生活相互比擬，刺激

個人對觀察角度的擴展。透過參加本次會議，除了拓展個人見聞、省思辨識學習研究學

術技術外，更啟發個人在異鄉的生活經驗，實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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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原定日本京都大學主辦之「東南亞政治、文化及遷移年輕學者研討會（Young Researcher

`s Workshop on Politics, Culture, and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係為了促進國際間年輕學

者與在學學生研究議題的交流為緣起，藉由年輕學子與學者間針對東南亞地區進行中或

是研究成果的相關議題交互激盪，會議的進行是先由學生進行專題報告後，再由學者及

老師進行本項研究的評論，再開放給現場提問進行討論，以這樣相互交詰的問答方式，

檢視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研究預期成果或是研究成果有無遺漏或是可補足之處，會議

以談論東南亞地區的政治、文化及遷移與移民為三大主題，文章發表以研究東南亞地區

研究的年輕學者與博士班學生為主要發表人，再由學者及老師先行於期前閱讀後，針對

該項研究進行評論，藉由學者的高度檢視文章的可受批判之處，接著開放給現場學者或

是參與的學生質疑提問進行討論，假現場國際學生及學者之視覺，多元的注入不同族群、

學術背景的視野，預期能激發出不同角度的研究觸角，以擴展學術研究的發展。另一方

面，除了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之外，其目的也在消除年輕學子較不熟悉的角落，像是

語言上的隔閡、研究上的阻擾與研究進行中產生的盲點。進一步讓學者與學術間的關係

能發展更佳完備，更禁得起學術上的驗證。

本人代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參加「東南亞政治、文化及遷移年輕學者研討

會（Young Researcher`s Workshop on Politics, Culture, and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研

討會中對於會議中所提供的訓練，以英文撰寫博士英文學位論文及以英文做口頭報告課

程收益許多，學生楊大概所發表的「臺灣人民對外來移民態度之研究----以外事警察為

例（A Study of Taiwanese Attitude toward Immigrants—the Case of Foreign Affairs Policemen）」

能實地的演練操作後再進行審視，發揮了相當大的自我反視的功能，讓個人以英文提報

相關研究的口頭報告及製作簡報資料助益不少。

會議程序與進行是先由所對所主管交流溝通，接著由發表學生進行專題報告後，再由日

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及本所教授們進行評論，藉以強調東南亞地區政治及社

會的國際待遇及現況處境的反思，年輕學子積極與學者意見交換，交流東南亞地區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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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移民現象的學術訊息，啟發更進一步的思考。

貳、過程

一、2013 年 7 月接到本校東南亞研究所所長通知，表示日本京都大學同意學生參加本

次研討會。

二、於 2013 年 10 月向日本京都大學提交個人研究報告，並受通知列入會議議程討論。

三、於2013年11月3日提交個人研究報告的簡報電子檔，並受通知列入會議議程討論。

四、參加會議過程：

2013 年 11 月 7 日搭乘長榮航空公司BR-2132 班機飛往日本關西機場，並由本所師生一

起乘坐日本 MK計程車一同到 Hotel Gimmond 飯店休息，並準備會議資料。

2013 年 11 月 8 日早上 9 點到 9 點 10 分，由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Shimizu

Hiromu 教授致歡迎詞，另由本校東南亞研究所所長嚴智宏教授介紹本所現階段學術工

作之進展及表達感謝受邀請詞後，展開研討會學術交流。

9 點 10 分到 11 點 15 分，政治議題討論，針對泰國現況的政治情勢及後塔信時期的政

治現象進行討論，會中對於塔信在泰國的政治影響力有激烈的辯論，泰國學者認為將曼

谷歸納在布爾喬亞的範圍內提出質疑，認為其範圍界定太過於模糊，且郊區及鄉下還是

存在著布爾喬亞階級，研究者對於城／鄉、中產／貧窮的分類的解釋與界定提出反證，

以泰國的總國民生產毛額及消費指數、生活指數都代表著城鄉差距，且曼谷人以泰國中

心為首的驕傲心態有著不同的論述。

11 點 15 到 11 點 25 分，中場休息

11點 25分到 12點 45分，文化議題討論，針對緬甸的新興資本化現象與在場學子與學

者進行討論，惟研究者只對現階段緬甸經濟發展現況提出表述，針對更進一步的深層研

究內容較缺乏部分，學者提出可補足的方向，應該依照其都市發展的現象及資金走向進

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衍生至文化如何受到資本主義影響進行調查，將原本屬於社會主義

路線的緬甸文化，如何應變資本主義化的轉變提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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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 45 分到 14 點 00 分，午餐時間

14點 00分到 16點 00分，遷移與移民議題討論，學生於下午 14點首先上台報告有關臺

灣現階段面對外來移民的態度相關研究的報告，緊接著由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教授Hayami Yoko女士進行評論，針對報告內容表示日本本地很少有類似的相關自我檢

視與省思的研究，這部分讓她覺得這份研究相當有趣，也讓她自己思考到自身處在相關

情境時是否會有同樣的心態進行反思，評論中也針對取樣進行討論，針對個案研究的方

法及取樣的背景進行討論，也針對代表性及飽和度做理解，例如，以外事警察的個案來

表徵臺灣人民的態度，會不會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依據其問題做進一步解釋，本研究

不僅是個案研究而且是個極端的個案研究，研究主體是臺灣社會面對外來移民的接待門

面，如果外事警察無法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外國移民時，那誰可以？當討論至此，另有年

輕學者針對研究主體係為處理公務的代表，是故受工作所影響而在態度上會有所變化。

針對這一點，工作環境的場域亦為研究進行時必須觀察的田野資料，在一個接待的場域，

門面的氛圍係為把關的角色，故應持公平態度來面對所有人種才是，所以受環境影響的

因素就無法成立。此外，與會學者會後進行意見交流時，針對學生在台上的態度及舉止

給予相當從容的評價，能清楚交代研究的前因後果，並能以輕鬆的態度面對上台的壓力，

值得日本學生學習。

16點 00分到 17點 30分，討論亞洲研究作品以英文出版時應注意到的事項，另外在做

英文口頭報告時，首重是要表達研究的主題，清楚的認知要表述的事項，資料的蒐集可

藉由網路搜尋，其中有幾個大幅可搜尋的網站，另外還有教授的個別收藏都在課堂上傾

囊相授，另外還有各地的圖書館特色及電子資料如何取得都是課堂上重要的議題。

2013年11月9日安排個人訪視京都大學附近市區，自行短暫的到異國都市及鄉間參訪，

體會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如何相互影響，像是哲學之道的參觀，體會環境與人文如何彈

出文化與習俗的旋律。

2013 年 11 月 10 日，到新大阪地區觀察高速鐵路帶給文化上的改變，藉由觀察新市鎮

的成形與人文生活如何配合發展。

2013 年 11 月 11 日，到日本和歌山地區觀察鄉間與市區生活的不同樣貌，並與臺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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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互比擬，反思文化及物質對生活習慣產生的影響。

2013年11月12日返程，搭乘長榮航空公司BR-2131班機飛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後返家。

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參加本次日本京都大學主辦之「東南亞政治、文化及遷移年輕學者研討會（Young

Researcher`s Workshop on Politics, Culture, and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其研討會的目

的在於訓練博士班學生撰寫英文學位論文及以英文做口頭報告，除了累積個人以英文發

表文章之經驗值之外，更增加了個人參加國際型會議的臨場經驗，還能夠與國外的學者

及學子做對話及交流，不僅提升個人的經驗層次，更進一步提升個人的英文能力。另外，

透過外國學者的評論與建議，能見到本身所看不見的盲點與角度，在學術意見交流後更

能看到文化間差異所帶來的衝擊，對於多元文化的認識，更深一層。

反思個人在研究探索學習的過程中，思考模式過度的純粹主義，在參加國際型會議後，

與國際學術社群學者相互交流，會中能聽到年輕學者及學子的專題報告，又再聽取學者

對報告內容的精闢評論，其互動過程中的意見溝通及其做學問的精神，啟發個人進一步

的思考，反思有哪些值得學習以及如何彌補自身感到不足的部分。

感謝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Hayami Yoko女士，對學生的文章，所做的建議

及評論，藉以強調臺灣社會針對外國移民的待遇及處境的反思，並積極與年輕學子與學

者意見交換，尋求近代移民現象頻繁的環境認知，啟發對社會現象省思的角度可以再增

加。互動過程中的意見溝通及其做學問的精神，啟發思考交互詰問過程中激盪出來的言

談，宛如煙火爆發出來的豔麗花火，激發出心裡對知識學術博大精深的讚嘆，也增強個

人對知識的嗅覺與觸角，深化研究學術的技術。會後的自行短暫異國都市及鄉間訪視，

讓個人加深體會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如何相互影響，體會環境與人文如何彈出旋律，觀

察其中的關係與脈絡，將學術活動與實際生活相互比擬，刺激個人對觀察角度的擴展。

透過參加本次會議，除了拓展個人見聞、省思辨識學習研究學術技術外，更啟發個人在

異鄉的生活經驗，實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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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藉由本次經驗，建議要更加鼓勵學生及教師參加國際研討會，除了可增加本校的聲望及

國際能見度之外，更可以讓許多國際友人知道臺灣、感受到臺灣學術社群在研究上所做

的努力，並能將所學提供給國際社會，對全球化社會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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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活動照片

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致歡迎詞情景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致感謝詞情景

同學報告論文情景 1 同學報告情景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