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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宇談  
「我的留日奮鬥記」
撰文／林亨芬（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博
士領航工作坊於 10 月 17 日，邀請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周俊宇

助理教授，分享留學日本與求職甘苦。周

俊宇大學就讀政大中文系，輔修歷史系與

日文系，碩士班時期轉攻政大台史所。後

來 到 東 京 大 學 博 雅 學 院 區 域 文 化 研 究 所

（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深

造，取得博士學位，他主要的研究領域為

日治與戰後台灣史。周俊宇回首自己留日

生 涯， 將 其 劃 分 為 四 個 時 期：2010-2015

年之摸索體驗、2015-2020 年之育兒與苦

惱、2017-2020 年 的 轉 折、2020-2021 年

從畢業到返鄉。本次演講將逐一訴說他的

求學心路歷程，並以此為軸介紹日本學術

環境的特色。

摸索和體驗日本學術文化

　　2010 年 周 俊 宇 以 外 籍 研 究 學 生（ 外

国人研究生）身分進入東京大學，隔年考

取正式生（院生）資格。開學前發生日本

日本東京大学駒場校區鐘樓 

( 圖片來源 :Wikipedia/ossan-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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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大地震，親友曾考量安危勸其放棄學

業返台，惟當時的自己就要開始實現夢想，

無法說走就走。周老師開玩笑說道，那時

放棄的話，也就不一定有機會在此與跟大

家分享。

　　東大駒場校區前身是舊制第一高等學

校，戰後改制成為東大博雅學院（教養学

部），該學院的制度設計就是大一大二不

分系，目的在實施通才教育。大三以後則

依成績、志願等條件可選擇轉至本鄉校區

的法學院、文學院、理學院等，或是留在

駒場校區繼續完成博雅學院的學業。其研

究部（總合文化研究科）的學術定位亦在

於文理融合。因此，東大博雅學院授有非

單一專業領域，而是具有科際整合意涵的

「學術」（philosophy）博士學位。

　　留日期間的校園生活，周俊宇以自身

指導老師川島真教授研究班為主要學習場

域。川島研究班在東大駒場的國際化程度

高，除日本學生外，留學生以中國人最多、

台灣人次之，偶有歐美學生。正課以外，

每週二中午有同門師生研究會，安排學生

報告、討論，並由老師指導講評。老師經

常追問「問題意識」，不斷刺激他們進行

多面向的思考。

周俊宇談「我的留日奮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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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名為「懇親會」等的飲酒聚會是社交生活的重

要部分，學術社群也藉此暢談交流的場合，川島研究班

常有這類飲酒聚會。有位日本友人曾觀察道：「在台

灣是變成朋友後，才去吃飯喝酒；日本則是為了變

成朋友，而去吃飯喝酒。」周俊宇覺得有幾分道理。

他自承留日前並非擅於交際的性格，去到日本後反

而因研究室的環境，拓展許多學術的交流能力和人

際關係。除了從接待外賓、擔任口譯等協助台日交流

事務中獲得歷練外，更因而結識了許多來自台灣的師長、

學友，遠勝過赴日前的自己。

　　除了上述師生間定期的研討會、課餘聚會，達到訓導與勉勵作用外，他們

亦會離開學校移地研習（合宿）。白天開討論會，晚間則飲酒歡談，自己也能

藉機安排旅行，去日本各地走走，周俊宇就實際造訪過新潟、靜岡、廣島、京都、

北海道等地。

　　周俊宇指出，日本學界的發表機制以「學會」為主流，許多發展成熟的學

術領域皆有學會，絕大多數學會採會員制、每年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公開徵

稿、公正審查，無論是發表或聽講都要收費，晚間的餐會只要是會員皆可付費

自由參加，是結識研究室以外學界師長、學友的重要場合。日本學界不像台灣

有人文學核心期刊（THCI）、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等期刊索引制度，

學會期刊經常才是重要業績指標。在學會上的口頭發表，將有助於日後投稿該

學會期刊，所以指導老師會強烈建議學生加入與研究領域相關的學會、積極爭

取發表與投稿的機會。在日本學界，博士論文只是階段性成果，許多新科博士

會花二至三年，將博論各章發表於期刊且整理出書，作為求職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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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做「博士後」

　　周俊宇形容留日期間大約十年，前五年處處驚奇，後五年自我懷疑。2015

年他升格為父，出現多重身分的期待與落差，雖有初為人父之喜，並領有獎助

減緩經濟壓力，但面對茫然未知的攻讀學位之路，也對人生產生自我認同的嚴

重焦慮。所幸在 2017 年申請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PD）的博士後獎助，

而有了些許轉折、緩解。

　　由於此一研究員獎助項目要求錄取後不能保有學籍，因此他運用日本獨特

的修畢學分離校（満期退学）制度，離開東大轉至早稻田大學從事研究。他介

紹此制度需找有別於母校的掛單機構，錄取後對研究業績無硬性要求，且能申

請額外的計畫補助經費。原本的制度設計精神有如台灣的國科會博士後研究人

員，是針對取得學位的優秀博士，提供期限三年的過渡性獎助，以持續研究。

周俊宇申請時，這個制度也接受攻讀學位較理科耗時的文科博士，能以「修畢

學分離校」的身分申請，這對他能安心完成後續的博士論文研究益助良多。

　　2018-2020 年間，周俊宇除研究之外，也到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獨協大學兼

課講授華語，在研究、教學、家庭等蠟燭多頭燒的情形下，臨近修業年限關頭，

竟發現自己罹患了癌症。這令他得面對選擇「課程博士」或「論文博士」的關

卡，所謂「課程博士」即一般認知的博士學位，滿足在年限內修完畢業學分、

提交論文通過口試等條件，便能取得學位。「論文博士」則是日本的特殊制度，

單以論文送審便可申請博士學位，雖少了修業年限和學分等條件，但在論文品

質的要求上可能比「課程博士」還要嚴格。

　　早期日本的大學教師未必有博士學位，有些教師在任教期間可循此管道取

得博士學位。這二種博士學位的「含金量」並無甚差別，但當時周俊宇評估只

差臨門一腳便能在年限內取得一般學位，因此他得知癌症能夠治癒後，便提起

周俊宇談「我的留日奮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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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在師長、友人協助下，於最後兩個月突破種種難關，趕上年限內提交論文。

他表示自己在提交論文後，隔天便入院治療，療程結束後隔週，便在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下以遠距方式進行口試，終於完成長年在日本的學業。

　　畢業後，周俊宇在日本學術振興會的博士後研究員的任期已經結束，他除

繼續掛單於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擔任特約研究員，繼續執行研究計畫外；

隨後也在川島老師的引薦下，加入東京大學尖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團隊，擔任

專案研究員。任職期間他原先朝期許自己努力把博論各章改寫成論文投稿，並

集結成專書出版的方向努力；不過同年台灣有不少大學職缺的應徵機會。周俊

宇自我檢視因喜愛台灣而做台灣史研究，比起在日本「行銷」台灣，更想回國

參與「打造」台灣，也就花了不少心力在返台求職上。結果很幸運地能夠回到

母校工作，開始重新的適應與全新的挑戰。

　　周俊宇回顧在日奮鬥的過程，就是包括求學、人父、住院治療在內的各種

人生解鎖。博士班的歷練內容不只是學識涵養，還包括人生各種關卡的抗壓性。

他的指導教授經常給學生的求職箴言是：「實力是基本，運氣不可求，緣分靠

自己」。周俊宇自我期許未來能以腳踏實地的態度，在學術之路上前進。

連結台灣、日本的學術經驗

　　周俊宇精彩的學思歷程分享，令與會者就諸多議題，進行熱烈的提問與交

流。一位聽眾對於老師的大學經歷提問：「大學主修中文系對於日後工作的幫

助是什麼？」周俊宇說，大學選擇中文系，就讀後雖感覺自己志不在此，但並

未轉系，這對於日後轉換跑道，成為歷史研究者其實也很關鍵。因為他是在系

上陳芳明老師的台灣文學史課程受到莫大的啟發，才想要深入鑽研台灣史，並

決定修習歷史與日文輔系。在自己預計畢業那年，也幸運碰上政大台史所碩士

班第一屆招生，得以報考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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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聽眾針對日本與台灣學界的研究關懷和資源異同提問：「在研究取徑

上，日本與台灣很不一樣，如何思考來找到平衡點？另外，日本學術振興會對

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有什麼申請條件？」周俊宇說，他的博士論文討論日本人的

台灣人觀，在問題意識上雖由日本帝國殖民史出發，但也設計成可與日治台灣

史對話的議題，意即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處在什麼樣的困境？形成對台日雙

方的學界都能夠對話的平衡。至於學振的外國人研究員，則要透過日本的接待

學者、教研機關提出申請，所以申請前必須先取得日本老師的同意。語言方面

則似乎未必要精通日語，也有使用英語即可的案例。

　　關於職場工作規劃，聽眾想進一步了解：「回台後如何克服適應台日學術

環境差異？」周俊宇坦言，首先要克服兩地對研究業績認定的不同：有些日本

學者可能一生深耕某一研究課題，持續提出新的解釋然後出版厚實鉅著；台灣

就比較重視投稿期刊的等級與數量，兼有撰寫專書的部分。原先自己的指導教

授是期待他改寫博論成專書，在日本出版；但回台任教了解升等規定後，決定

轉以新的研究主題為優先。綜合考量之下，他調整策略為翻譯、修改博論章節

投稿台灣一、二級核心期刊，這部分未來雖然無法算作升等著作，仍可作為學

校評鑑、申請補助的指標，兼向國內介紹自己的博論研究成果。

　　周俊宇至今已累積十餘本譯著，也引發與會者好奇：「老師翻譯著作的因

緣與收穫是什麼？」他表示，之所以會接觸翻譯，最早是碩士班時期師長邀請

加入翻譯計畫，後來自己受到出版社注意，而有了持續的邀約。雖然翻譯對自

身的研究主題未必有直接幫助，不過他回憶，當時在寫博論的低潮期中，翻譯

反而為他提供一些即時的成就感，同時也能深入掌握日本的研究成果，並磨練

文筆表達能力。他由此反思，或許翻譯活動間接地為自己的學術經歷加了分。

最後，他鼓勵本次與會博士領航工作坊的年輕學者，在學術之路上可以多加拓

展自己的嘗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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