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opical Course on 

  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OASTAL REGION 

姓名：吳宗憲 

系級：生醫系 2A 

學號：105025017 

 

   我踏上印度尼西亞第五大城市：三寶瓏。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這是我在前往 Guest House途中的感想。 

  雖然不是每個路口都有紅綠燈；也不是每個機車騎士都有戴安全帽；更會有大型

汽車在路中央突然迴轉，至少人不會突然下車拿著棍棒追打恐嚇，至少人不會狂按

喇叭並口出惡言，而是有秩序有耐心地在後等待，或許這是印尼一種另類的「慢」

文化。菜單沒有英文，所以都得透過領導的解釋才可得知。 

  用餐前，日本人總會說：「我要開動了。」絕大多數的印尼人還是習慣用左手用

餐。相較之下，台灣好像沒有特有的用餐習慣。飯後，打算到街道四處走走，熟悉

環境。因為在這個城市很少看到有其他外籍旅客，所以居民總帶著好奇的眼光打量

著，甚至會拿起手機拍照，這也是種新奇的景象。 

  回到寢室，原本想要洗個熱水澡，殊不知印尼根本沒有熱水，也沒有衛生紙讓人

如廁後使用，而是用水清洗。雖然不習慣，但也只好就範，這是目前為止我覺得與

台灣最大的不同之處。 

  在印尼的大學裡，男士必須穿著有領口的服飾和長褲，而女生沒有特別限制，但

不能讓皮膚裸露太多，這讓習慣穿著 T恤的我，在這間大學裡有多麼格格不入。課

程開始，大家照著系統上的分組開始找尋來自各國的組員。一開始的害羞、不敢開

口好像是必須的，沉默了許久，先開口的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一口流利的英

文，親切的語調拉近了跨國的隔閡。大家也逐漸敞開心胸，即便英文不好，但總想

簡單搭上一句話。 

  在各組分組討論及撰寫報告時的核心人物總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無論是大學

部、碩士或博士生，他們都展現出這樣的能力，領導著整個團隊的方向，分析引領

組員說出合適的答案，這是讓我最佩服的地方，也是我最想學習的。整體相較之

下，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日本或是台灣就略為遜色。這讓我深刻明白長期受在保護

底下成長的我們與同年齡層他國學生的差距，也體會自己現在的不足。除此之外，

規定每一堂課就得繳交一份報告，甚至有些課程是隔天就得上台報告自己的解決方

案或是建議。如此有挑戰性的作法，是在台灣所遇不到的，更可說是沒有。在時間

有限的狀況下所造就的精神壓力，腦力激盪著各組的想法。巧合的是，各組非但沒

有雷同，且具自己的獨特性，這是令人所驚訝的地方。 

  雖然身心疲倦，卻是值得的。我想這或許就是我來的目的。 

  每次出國總能帶些不一樣的經驗回國。除了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之外，也更懂

得外語能力的重要性。學習沒有結束的一天，我想我會繼續努力下去的。世界還很

大，希望下次還能有這樣的機會，再去看看那不同的新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