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看待异国文化？ 

                          ——我的异国经验 

                            Gさん 

    一听异国，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台湾。对我来说最熟悉的“异

国”是台湾。 

    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关系，

我跟旅游团第一次去台湾了。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台湾的古色古香

的街道跟种类极其丰富的台湾菜都让我入迷了。 

    升为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利用暑假我再去了台湾。那回，我去台

南，寄宿在台湾人家里，我租了一台脚踏车巡游台南的古迹等等。去

台南之前，我学过基本的中文，但因为我的发音不标准，被对方反复

问几次就再也不敢讲，所以说话时夹杂着手势或笔谈才能让对方明白

我想说什么。 

    去台湾之前，我学中文的态度不是很积极，但回日本后洗心革面

开始认真学中文。此台南的体验让我大学毕业后再去台湾。我在台湾

总共生活了近三年。这三年的时间里我经常遇到跟日本不同的，在日

本不可想象的风俗习惯。 

    我想介绍亲身体验、亲眼看到的“异国”台湾的文化。 



 

    我第一次在台湾过春节时，房东跟我说：“除夕到了，晚上大家都

一起围炉吃饭。”我听到“围炉”这个字眼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除夕围坐在有火锅的桌子上一起聚餐叫做围炉。围炉桌上的每

样菜都是很讲究的。 

比如萝卜，在台湾叫菜头，菜头跟彩头同音，有菜头就是有彩头，

好彩头就是有吉兆之意的意思。 

    全鸡的鸡，跟台湾话谐音的“家”一样，也就是说“吃鸡”跟“起

家”的意思一样，表示发展。 

    一些油炸的东西，因为经过油煎火炸，表示家运兴旺。 

    还有围炉时用的蔬菜不用刀子切碎，而连根也煮熟后，一定要从

头到尾不要咬断吃进肚子里，这样吃才能够长长久久，表示长寿。 

    我觉得跟当地人一起过春节是最多能接触到当地的传统习惯的时

节了。 

    乘交通工具时也可以看到台湾的独特文化。 

    我每天上下课上下班坐捷运（地铁）时听到的广播，有国语（汉

语）、台语、客家语跟英语四种语言都各讲一遍。 

    台湾有很复杂的语言体系。台湾的官方语言是中文，英文是国际

语言，说客家话跟台语的人很多已经不算地方语言了，而是另外一种



语言。我觉得全世界应该找不到大众运输系统用这么多种语言广播的

地方了。 

    生活上让我分外惊讶的是跟日本完全不同的倒垃圾的习惯。每天

从傍晚到晚上之间的特定时间，每个人只要一听到垃圾车的音乐，就

要提着包好垃圾的垃圾袋跑到街上等垃圾车来，然后自己把垃圾丢到

垃圾车里。万一不小心听漏垃圾车的音乐，因为它慢行不停，所以要

丢垃圾的人就得追着它跑，这成了台湾的一道街景。 

    离日本很近，而且一样是亚洲的台湾的独特文化的例子，真是不

胜枚举。 

总之，对我来说“异国文化”让我大开眼界了。我想身为地球的

一份子应该尽量多接触异国文化，了解异国文化、欣赏异国的文化。 

    我相信珍惜分享自己国家的文化，并且尊重他人异国的文化，这

样才能实现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