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修課內容: 
(一)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此課程主要為介紹關於西方文學評論的經典作品，重心放在 Plato、
Aristotle和 Derrida，由於教授也擁有哲學學位，所以課程中閱讀哲學經
典的時間也佔一定的比例。課程目的為訓練學生能具備文學批判的基本

理論基礎和方法，並實際把各方理論運用在文學作品上，教授驗收的方

法便是請同學寫兩篇報告，每篇都需用到至少一個文學批評理論和角度

去檢視一部文學作品，報告正式完成前需要跟教授有兩次的 individual 
interview和他討論報告內容和進度。這堂課是非常典型的文學課上課模
式，主要為教授和學生你來我往交換意見，所以有時候會有學生主導討

論主題的傾向。 
(二) Psychology  
此課程為大班的基礎心理學，每周一個大主題，從心理學各派別的回顧、

生物角度著眼的心理學到最新的心理療法和研究皆有含括，學生在學期

中需參加大約五、六次的心理學實驗或是選擇考額外閱讀的加分考試。

教授的專長為 abnormal psychology，所以可以學到很多有趣的病例。 
(三) Kafka and Kafkaesque 
此課程是 Kafka作品的翻譯文學(德→英)，教授本身是德國人，所以常常
會探討翻譯差異對文學詮釋的影響。教授的上課方式為 close reading(基
本上 Kafka的作品也的確需要讀者一字一句地反覆思考推敲)，所以常常
上課一個半小時只討論了一小段。在這堂課可以見識到真正 Kafka的專
家是如何以充滿實驗性和想像力的方式摸索這個天才作家，教授常常與

發言的學生進行辯論，藉由你來我往的辯論讓學生知道如何審視自己的

論點是否站得住腳。 
(四) Intro. To Middle East 
會修這堂課是因為在CNN或BBC等國際知名媒體上常常會看到中東地區
的報導，但這個地區錯綜複雜的政經情勢和歷史淵源讓人很難一下子就

理解。也因為中東問題是現在進行式且對美國政策有很大的關係，教授

每堂課一開始便問學生紐約時報或是 CNN上與中東地區有關的新聞為
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有何歷史淵源和重要性，讓同學把課本

上的 facts和時事作結合，所以每天看新聞也是功課之一。這堂課的教授
本身是土耳其人，所以常常會帶中東食物、傳統服飾跟同學分享，課程

開始前也會撥放中東地區流行的音樂或電影預告，是一堂十分豐富的課

程。 
(五) Vladimir Nabokov: Russian and American Writing 

Vladimir Nabokov的小說總是充滿無數的謎團、暗示和 Nabokov式的幽
默，其中運用的文學典故之多，閱讀時總要一邊參考註釋方才能了解

Nabokov所精心設計的謎和劇情；然而，雖然已經很多文學評論家和和



Nabokov的專家寫了無數的論文來討論他文中所隱藏的暗號和暗示，
Nabokov的作品至今還未被全部解讀，很多註釋也只是列舉了各方專家
的猜測，無法定論 Nabokov真正的用意為何；因此，這堂課教授和學生
花了很多時間在猜測和解讀小說中的謎團，有時教授會指出小說有哪些

不和邏輯或是奇怪的地方，然後邀請學生提供合理的解釋。我認為這堂

課最值得的地方是學生可以直接跟專門研究 Nabokov的學者作直接的交
流，例如教授可以直接在課堂上與大家分享上禮拜在華盛頓的年度

Nabokov研討會有哪位學者提出了新奇的論點，我想這就是美國大學的
優勢之一吧，他們可以請到各領域最頂尖的學者親自講授那個領域的主

題；反觀台灣的師資大部分都只是這些大師的「徒弟」。 
 

(六) Europe 
這堂課完全顛覆了我在台灣對大班課程的既定印象，在美國的大班課程

每一堂都是一場精采絕倫的演說。Europe是一堂很受Wisconsin-Madison
學生歡迎的課程，由於教授本身是地理學家並長年遊歷歐洲各國，因此

對歐洲的政治、經濟、地理、語言和文化都有第一手的經歷和見解，上

課用的課本即是他本人的著作，所用的圖片也都是他本人親自拍攝的。 
 

(七)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此課程著眼於日本現代文學，對於平常多是接觸西方文學的外文系學生

來說，這堂課呈現了截然不同的文學世界。相較於西方文學來說，日本

文學較重視的是敘事的過程(How do you get there)而不是結果，許多小說
和短篇故事通常在劇情方面較西方文學來說都是比較平淡的，但是在敘

事風格方面往往有著日本人含蓄內斂卻精細的呈現。這一堂課程當中讓

我驚訝的一點莫過於修課的學生，雖然指定的小說皆是英文譯本，但一

半以上的學生卻都有閱讀日文原文小說的能力，很多學生甚至能在課堂

當中批判日文原文和英文譯文的差異。台灣外文系的學生雖然也必須修

第二外語，但很少有人能夠在大三大四就學到能夠閱讀外文小說的地步；

而在威斯康辛大學當中，閱讀原文小說的能力卻是語言課程當中的一部

分，很顯然台灣與美國大學對於語言學習的要求有相當大的落差。 
 

(八) Divine Comedy 
但丁的神曲外文系學生必定會認識的作品，但卻幾乎都是只選幾篇選讀，

而沒辦法看完完整的三部作品:Inferno, Purgatory, Paradise，在這門課教授
帶著同學看完這三部作品，且由於但丁的詩詞十分重韻律，教授便堅持

要請同學念出英文翻譯，自己再以義大利文原文朗誦一次，讓大家體會

但丁是如何用文字的聲音來創造出想要情境。這一點我認為是美國學校

很大的優勢: 什麼樣的課程就請最了解那個領域的學者來教，但丁的作



品就請義大利學者授課、卡夫卡的小說就請德國學者來教，這點對台灣

的大學來說是很難突破的障礙 : 第一，大部分的大學聘不起這些大師 
級的學者；第二，雖然這些學者除了本國語言以外也大多能說流利的英

文，但在台灣除了外文系的學生以外，其他系的學生是否能接受用全英

文的方式上課以及和教授互動仍有待評估。 
 
二、研修心得 

(1) 美國大學研修制度與台灣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們是以 “major” 來決定研
修方向，而台灣則是使用一進大學就選好的「系」。在主修的制度下，學

生修課的彈性就大大地增加了，雖然台灣也有類似的通識學分，但(至少
以交通大學來說)通識中心能開的課程還是十分地有限、缺乏多元性以及
專業性；而美國學生在自己主修的學科之外所修的其他課程都是其他科

系開的課，所以不同於台灣學生，美國學生每學期都有超過上百個「通

識課」可以選擇，而且如果修了之後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在本來設定的

major而是在後來選擇的其中一門通識，也可以馬上申請更換 major，甚
至有些學生在大一時就選擇 window shopping式的選課模式，廣泛地選
修不同科系開的課程，而到了大二或大三才選定 major。 

(2) UW的課程安排有一點和台灣大學普遍的作法很不一樣，那就是他們一
種課程一個禮拜通常都會上兩天以上，語言類課程更是一個禮拜多達四

天，且每一堂課都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半；相反地，台灣大部分的課程都

是一個禮拜一次，主科更是一上就三個小時，這樣不但會因為上課時間

相隔過久而導致下禮拜上課時對上堂課的內容沒什麼記憶，且一次要全

神貫注聽課三小時本來就是不太可能的事，很多學生一定會在課堂中偶

爾放空或神遊。我個人更是十分贊同語言類課程一個禮拜上四天(每堂課
一個小時)的作法，畢竟語言是累積性學科，一定要常常接觸才能學得下
去，大部分學完一學年的美國學生都已具備能夠閱讀以該語言寫成的簡

單小說了。 
(3) 雖然台灣的大學在資金規模和校區規模都沒辦法與美國大學相提並論而
在設備和師資方面顯得落後，但我認為以大學部來說台灣(至少以交通大
學來說)現在的師資和學校所提供的資源已有一定的水準，在台灣大學(我
必須強調是大學部而不是研究所)所能得到的教育並不會輸美國大學太
多，我覺得兩邊差最多不是師資也不是資源設備，而是學生本身。在美

國的課堂上我感受到的是學生爭相恐後想要發表意見或是和教授交流，

甚至可以說大家是真正在 enjoy課堂上知識的交流 (所以即使某個部分
不會出現在下次的考試中，還是會有同學熱情地去找教授討論)，如此同
儕之間和學生與教授之間所激出的火花是在台灣的課堂中很少看到的，

而在 UW則幾乎是每一堂課授課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