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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城機場的轉機室裡，航空公司服務

員透過擴音機催乘客上機，快要向馬奎斯筆

下的魔幻世界出發，心情戰戰兢兢起來。我

去了一個自以為是世界的盡頭──拉丁美

洲。

下了飛機，我站在拉美的街頭上，看著

各式各樣的人穿梭其中，讓人目不暇給。怎

知這不是世界的盡頭，在這兒，他們的故事

卻沒有盡頭。例如，我在墨西哥某一輛計程

車上，細聽司機憶述美國干預墨國那五花八

門的手段；在秘魯，一名來自貧民窟的青年

拉著我上山，望著山下的繁榮都市，不停追

問我，知否為什麼貧富的世界是那麼懸殊；

哥倫比亞的咖啡店員遞來咖啡時，滔滔不絕

地訴說他們當年如何捍衛這塊土地，擊敗美

國咖啡連鎖企業，免得淪喪於全球化的齒輪

下……。

他們就是如此的領我走過拉美的今與

昔，我學習用著他們的母語──西班牙語，

與他們一同嘗盡酸甜苦辣，在混雜的故事中

理出一條脈絡，也一步步跳進他們的歷史懷

抱裡。

西文系──夢想與實踐

「英文不是都學不完了？為什麼還要

學西班牙文？」、「學西語以後要做什

麼？」、「很多人講西班牙語嗎？」這是大

部分莘莘學子踏入西班牙語系時最常見的疑

問。每每遇到這樣的問題，總是一言難盡。

西班牙語對於台灣而言，是很陌生的語

種。一般認知上，它不如英語或日語那麼熱

門；應用上亦不如法語或德語，給人擁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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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能夠裝備好那福音未傳之地的語言， 

將會更懂得傾聽他們的聲音，學習與他們互動。

西班牙語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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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的學術研究單位或先進工業的印象。

人們可以忍受法國人「不」說英語，但

無法接受西班牙人「不會」說英語。許多不

曾去過西班牙或拉丁美洲國家的人，隨口會

說出刻板印象：「很懶散、做事沒效率」的

評語，或者認為那是一個充滿鬥牛、扒手、

毒梟與游擊隊的第三世界。然而，在西語世

界中，除了貧窮落後與戰爭紛亂之外，到底

還剩下些什麼？

同樣的，這些刻板印象，影響了大部分

進入西班牙文系的學生。其中有些甚至是

「不得已」或「無意識」的情況下選修了

西班牙文。若干從這個學習過程努力有成，

或是長期對西語文化感受深刻的人，即使想

現身說法對莘莘學子細說任何語言「學好就

有用」，卻滿身無力感，才一開口便消極說

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我曾經詢問要去西班牙遊學，或是到中

南美洲交換學生的朋友：「家人答應嗎？」大

部分的人答說：「經過一番革命才首肯。」

可見一個觀念和印象也需經過世代交替的洗

禮。

誠然，西班牙語並非只局限在西班牙此

一國家，從墨西哥到阿根廷等大部分中南美

洲的國家，有超過四億人口正在使用。它是

世界三大語言之一，也是聯合國、歐盟等國

際組織的官方語言，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的

第一外語。

諾貝爾文學獎中，西班牙文著作佔五分

之一；與我邦交國中，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

的友邦佔二分之一；諸多知名的藝術家與建

築師也是說著西班牙語。甚至十七世紀，西

班牙曾在北台灣殖民所留下的種種，都一再

地顯示出，西語和我們的生活其實並非如此

的陌生。

猶記得讀國中時，老師曾說過一句話：

「西班牙語是繼華語和英語之後，為世界第

三大語言。」我當下心裡夢想著，若把西班

牙語作為個人的第二外語，加上本身母語為

華語、第一外語為英語的優勢，日後出國，就

可以獨自旅行大半個世界了。為此，國中畢

業後我便決定到文藻念西班牙文系。

這一執著，讓我從漫長的十年學習過

程，直到現在從事西語的相關工作，幾乎有

二分之一的人生在西語世界中打轉。回首

過去這段走過的足跡，心境總是孤寂與艱困

的，卻也讓我往後有機會深入西班牙與中南

美諸國。雖然回到了台灣，可是好像仍然守

在那裡，默默見證西語世界的歷史與文化。

西文系學些什麼？

在台灣，學習第二外語的環境雖非完

美，但也並非大家所想的那麼糟。除了進口

的原文書外，伴隨著網路、廣播與多媒體教

材的日新月異，學生有更多元化的材料可以

選擇。

學習語言如同蓋房子，一磚一瓦都需從

根基打起，其外觀不一定華麗，但地基卻肯

定是最堅固的。因此，學西語的最初兩年，

課程主要上文法、會話、聽力與閱讀等一些

語文基礎，不斷的透過反覆訓練，直到可以

完全的運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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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之後，學生可依各人興趣選取西班

牙語相關的選修課程，包含文學、教學、

商務、新聞、觀光、國際關係、宗教或語

言學。西語所應用的範圍，是可以盡情揮灑

的。若學生對其中某個領域有興趣，可選擇

讀研究所，進入更細微的研究。語言是一種

工具，學校提供了學習平台讓學生與世界接

軌。我們學習外語的目標，無外乎要與外國

朋友溝通，或是能夠第一手掌握國外資訊。

西班牙語如同一把鑰匙，它可以打開一

個你前所未見的世界。讓你了解什麼是拉美

的魔幻寫實？中南美為何會有軍人政權？西

班牙大德蘭（St. Teresa）的禱告有何體

驗？解放神學是什麼？拉美與歐洲、美國在

歷史的進程中是如何互動？或是看懂被西班

牙神父們所保留下來的早期殖民等文獻。

西語系所的概況與出路

台灣開設西班牙文系的

院校，大多由早期西班牙的

神職人員所創辦，目前有輔

仁、淡江、靜宜與文藻等四

所大專院校。這些學校在西

班牙或中南美洲等國家都有

建教關係，因此在校第二年之後，可以申請

到西語系國家遊學或交換學生，來親身體驗

與運用所學的一切。此外，近年政大歐語系

也成立了西班牙語組，讓大家除了私校外有

了新選擇。

目前西語在國內雖沒有博士班，但有了

大學習得的西語經驗後，可依自己興趣考取

和西班牙語相關的碩士班。不同的學校，其

研究所偏重的方向亦不相同。例如輔仁、靜

宜較偏向文學或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淡江因

設有國際研究學院，歐洲研究所與美洲研究

所都有西語組，相對方向也較偏重國際的政

治經濟研究。文藻的多國語複譯所，有傑出

的翻譯相關研究。

雖然西語國家長期在台灣媒體的視線之

外，大眾接收的資訊較少；然而，在職場上

西語卻非常實用。當社會把英、日語教育視

為全民運動時，其市場需求便趨於飽和。相

對的，國內學習西語人口甚少，在供需原則

下，西語市場無論是筆譯、口譯的自由業、

西班牙或中南美洲的觀光、進出口貿易商、

補教業或是外交領事、新聞、商務人與司法

人員等公職，都極度需要西語人才。

西語與信仰

如今，西語國家雖然有眾多的人口，教

會在西語事奉上卻非常缺乏。但是仍有一批

移民到阿根廷的信徒為信仰默默的付出，經

過三十多年辛苦的耕耘下，足跡始得以踏入

巴西、智利、玻利維亞與多明尼加。

如今，在這裡再沒有可傳的地方，

而且這好幾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

時候，可以到你們那裡。……我也曉得，

去的時候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羅

十五23、29）。

《羅馬書》第十五章敘述到，儘管福音

已傳遍希臘與小亞細亞等地方，保羅心中仍

一直惦記著，要把基督的福音傳至西班牙，

也是他最終的夢想。若我們能夠裝備好那福

音未傳之地的語言，將會更懂得傾聽他們的

聲音，學習與他們互動。

西語民族多半抱著感謝的心向那些學習

他們語言的人致敬，因為他們覺得那些人是

在傳遞他們的文化，如果你會說西語遊歷西

語國家，必會有所收穫與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