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的境界」--- 

第一次日文經典研讀讀書會 

會議討論內容 
 

導讀文章：第二十二章〈1960 年的方言信札〉 

一一一一、、、、文中內容翻譯文中內容翻譯文中內容翻譯文中內容翻譯：：：： 

 

(一一一一) 單字翻譯問題單字翻譯問題單字翻譯問題單字翻譯問題：：：： 
 
1、進學進學進學進學應該要翻作升學升學升學升學。 

2、完全實施供應伙食完全實施供應伙食完全實施供應伙食完全實施供應伙食，此處的伙食伙食伙食伙食翻作營養午餐營養午餐營養午餐營養午餐較貼切。 

 

(二二二二)文章翻譯問題文章翻譯問題文章翻譯問題文章翻譯問題：：：： 
 

1、從老師生活的改善從老師生活的改善從老師生活的改善從老師生活的改善、、、、待遇安穩等困難的事很多待遇安穩等困難的事很多待遇安穩等困難的事很多待遇安穩等困難的事很多應要翻成老師生活老師生活老師生活老師生活的改善也是的改善也是的改善也是的改善也是

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因為待遇很少因為待遇很少因為待遇很少因為待遇很少。 

2、要求美軍出席要求美軍出席要求美軍出席要求美軍出席要翻成向美軍提出的要求向美軍提出的要求向美軍提出的要求向美軍提出的要求。 

3、評論認識到方言牌不是好的制度評論認識到方言牌不是好的制度評論認識到方言牌不是好的制度評論認識到方言牌不是好的制度，，，，可看出共通語獎勵方式較佳可看出共通語獎勵方式較佳可看出共通語獎勵方式較佳可看出共通語獎勵方式較佳要翻成為了獎為了獎為了獎為了獎

勵共通語言的使用勵共通語言的使用勵共通語言的使用勵共通語言的使用，，，，依然還是有用到方言語依然還是有用到方言語依然還是有用到方言語依然還是有用到方言語。文意中沒有批評到方言語的不好。 

4、568 頁註 28 忘記註解。 

二二二二、、、、文中內容討論文中內容討論文中內容討論文中內容討論：：：： 

 

林家永：沖繩教職員會在沖繩的回歸運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諷刺的是以

屋良朝苗為首的職員會代表在內心中並不是真的想回歸日本，而是希望

教職員能跟日本本土教職員有著同等的待遇以及拿到重建校舍及教室

的經費而已。 

林家永：一九五八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教育四法感覺就是一種民族意識，企圖讓沖

繩人民認同自己就是日本人。 

高淑媛：教育法起初提出時確實有受到美軍的杯葛，所以當中有做出一些修正，

但內容還是不難看出有回歸的情感在裡面。而其實早在一九五一年沖繩

的臨時部長會議中，教育權的反還一開始即被重視，反而施政權返還的



問題還有待努力。 

土屋洋：文中提出了沖繩人心理上的矛盾，有沖繩人的認同感，另外一方面卻又

想當日本公民從中來取得利益。 

林家永：戰後的日本強調民主主義，但強迫其學習國語卻又喪失掉民主主義的本

意，感覺共通語的推動等同於民主主義即將落實的論點有點牽強。 

黃阿有：共通語的使用能讓沖繩當地的居民自由的跟大眾溝通，不會有語言上的

隔閡，也可以把自己想表達的事輕鬆傳達給對方，這樣才是真正的民

主。事實上教研集會的教師們表面上是題倡民主，私底下卻又有自己的

想法，所以才會有與民主主義矛盾的議題浮現。 

林家永：沒辦法理解為何美軍認為沖繩人掛日本國旗就是共產份子，是因為反美

即共產黨嗎？還是另有他意？ 

高淑媛︰美軍認為沖繩的復歸運動是共產黨所煽動的，而與美軍對抗的當地沖繩

居民就會把日本國旗視為共產赤旗，並非以美軍角度來看，而是以沖繩

人的角度來寫的。 

林家永：文末感覺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民的心中似乎已不像戰前那麼樣的神聖，

沖繩當地人認同國旗，但認同「君之代」比率卻不高，甚至八重山地區

不知道國歌為「君之代」的孩子超過半數。故日本天皇在日本人民心中

到底是如何呢﹖ 

土屋洋：其實這議題現在在日本依舊還是個大問題，畢竟戰爭也是由天皇宣布

的，各地方被蹂躪傷害是天皇不能推卸的責任，但戰後卻能安然身退的

避開戰爭責任。現在日本當地有兩種不同的看法，贊成天皇的保留是為

了保持國家完整性還有維持國家的穩定，畢竟天皇從遠古到現在，在大

部份人民心中已根深蒂固，強行廢除可能會讓部分民心動搖故希望君主

立憲制的天皇可以保留之；廢除天皇的觀點是因為不民主，且是封建體

制的象徵，被視為民主的倒退，二戰之後許多家庭的破碎也讓受難家庭

至今對天皇不能釋懷。而沖繩方面，二戰時唯一與美軍發生陸戰的地

方，死傷更為嚴重，而文末也有提到當地沖繩人能夠驕傲唱國歌的比例

佔了絕大多數，而以「君之代」為國歌來教育兒童的卻僅只有將近六成

的人願意回答，這也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黃阿有：沖繩二戰後從一剛開始親美慢慢轉變成不適應，日後變成反美又反日，

這是可以理解的。就拿二戰後的台灣來說，飽讀日文書的台灣知識份子

在公眾場合上卻不能有效傳達自己的訊息，故國語運動一開始推行會被

排斥是在所難免得。雖然教職員會建議回歸的目的僅是要設備，但在語

言的接受程度上，沖繩人應該是比較不能接受英文的，所以使得代表沖

繩的教職員回歸日本的意願大增，但日後沖繩自己內部本土化的影響以

及方言牌的廣泛使用也埋下日後沖繩獨立的種子。 

林家永：感覺沖繩島民純粹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才回歸日本，因為美軍對沖繩的

援助始終僅是消極敷衍的，而對美軍要求的條件，美軍只是一味的杯



葛，與其說沖繩的回歸是敗在沖繩人認同其為日本人，不如說是美軍自

己消極的治理所致，因為日後的沖繩獨立更能證明出大多數沖繩人對自

己是否為日本人還有著很大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