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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期间，林振富多次受
邀到日本小学向学生介绍
马来西亚，例如教学生烹
煮马来西亚美食。（受访
者提供照片）

林振富（中）在广岛留学期间，他的日本监护人经常带
他去旅行，至今他们仍保持联络。（受访者提供照片）2015年，李益辉（左）获日本天皇赐封“旭日双光

章”，表彰他推动日本—马来西亚旅游业的贡献。他是
日本以外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旅游业者，由时任日本驻
马来西亚大使宫川真喜雄（右）代表日本授予勋章。

1991年，昵称李桑的李益辉孤身到日本留学，
幸得中华料理“丰华饭店”老板丰田光雄桑雇
用，从此结下深厚情谊。李益辉学成归国至今
二十多年，每年去日本都会探访丰田夫妇，可
惜这家饭店不敌疫情，已在2021年结束营业。
（受访者提供照片）

1982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提出向东学习政策，主

张马来西亚效法日本的成功经验，学习日本人的管理方

式和工作态度，借以改善国民素质和国家经济。从那时

候起，我国每年有许多学生到日本留学，这些留学生如

今有的在企业界大展拳脚；有的在科学实验室研发新技

术；有的在为国家修筑铁路和桥梁；有的在用文字记录

我国的大城小镇。他们从方方面面促进国家建设，希望

把日本人“一生悬命”的态度移植到这片国土上。今年是我国向东学习政策40周年，这些
年有数以万计国人到日本留学，他们

当中有些是被公共服务局（JPA）派遣到日本学
习；有些是日本政府的奖学金得主；更多是自
费到日本留学的所谓私费生。不管他们是以什
么身分到日本留学，总有许多经历是相同的。

不过，40年毕竟不短，不同世代的留学生
也许会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对留学经历有不一
样的解读和感受。究竟过去这40年，马来西亚
留学生在日本有怎样的体验？他们又从日本带
回了什么？

昵称“李桑”的苹果旅游创办人拿督斯里
李益辉，在向东学习政策开始发酵的1991年前
往日本留学，他常自嘲是超龄大学生，因为当
年他已26岁。

赴 日 留 学 之 前 ， 他 在 本 地 当
导游，那时候经常遇到一些从日本
留学回来的同行，告诉他日本有
多好，还说“你应该去日本看一
看”。这令本来就已向往出国深造
的他很是心动，所以决定到日本半
工半读。

来到1990年代末期，日剧和日
本流行文化在我国掀起一阵“哈日
风”，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旅游作家
林振富便因为《悠长假期》、《海
滩男孩》等日剧而向往日本，刚好
在中六那年，他从报纸得知日本政
府提供奖学金就好奇去申请，结果
一连在笔试和面试过关斩将，于
2002年以日本政府奖学金前往日本
留学。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因为受日
本文化影响而想到当地留学，例如
目前在马来西亚癌症研究机构工作
的郭小怡，便坦言她以前从来没想
过要到日本留学，是2016年刚好有
一位日本教授要找研究生做关于癌
症的研究，她才机缘巧合到日本深
造。

赴日深造的留学生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国家提供奖学金的国费生；另一种是自费留学的私
费生。李益辉说，在他留学的1990年代，国费生和
私费生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很少国费生会去打
工，因为他们的奖学金非常丰厚，除了学费还包含
生活费和来回机票。相对的，私费生需要筹措学费
和生活费，所以他们都忙于打工，像他本身在暑假
就打两三份工。

欣慰的是，不管哪个年代，马来西亚留学生都
秉持互助精神，在异乡给予彼此温暖。例如李益辉
那个年代，只要有马来西亚留学生缴不出学费，其
他同乡就会帮忙众筹学费渡过难关。这种情谊即使
回到马来西亚后也一直延续，他旅行社许多同事便
是日本归来的留学生。

来到林振富那个世代，关照学弟妹已仿佛是一
种责任，学长姐会带学弟妹到处去见识，例如新生
通常都是4月入学，那时正好是赏樱季节，一伙人
会去野餐联谊。

除了同乡之间互助互爱，日本人对留学生也很
友善。像林振富这样的国费生，虽然平时都是住在
学校宿舍，但他们有日本人当他们的监护人（他们
称作Host family），监护人经常带他们到处去了解
日本文化，如果他们在生活上遇到难题，监护人也
会为他们解惑。

郭小怡比较多是承蒙老师的照顾，她说：“生
活上我老师帮了我很多，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
直接去问他，他都会帮我解决。比如有一次我在
日本被蜜蜂叮，引发全身敏感，是老师带我去看医
生。”由于她的教授曾经在外国生活，深知国际学
生的不容易，因此对国际学生很照顾，以至于她觉
得自己不学日语好像也不是大问题。

郭小怡（前排左二）博士班毕业时，跟实验室的教授
及伙伴合影留念。（受访者提供照片）

郭小怡（右二）在日本留学时与大
马帮去赏樱。（受访者提供照片）

把日本人“一生悬命”的态度移植到这片国土上。

郭小怡（右二）在日本留学时与大

李益辉：学唱日本儿歌
对于要不要到日本留学，学生往往最担心的是语言问

题，但这问题不难克服，比如李益辉，他抵达日本后的第
一个星期，在完全不会日语的情况下就去一家中华料理饭
店打工，专职在厨房洗碗。当时老板娘教他唱日本儿歌学
日语，很快他便朗朗上口，从不会日语到会说日语只用了
3个月时间，到他考进东京国际大学国际经济系也只花了大
约7个月。

林振富：日语学校上课
林振富赴日之前也不会日语，只懂几个日语单词，但

他说“那时年轻，没什么好怕，就直接过去了。”
抵达日本后的第一年，林振富先是在日语学校上课。

为了更快学好日语，他即便有奖学金也去居酒屋打工，从
那里他学到许多课本不会教的流行用语，同时也帮助他更
快速了解当地社会。

郭小怡：为兴趣而学
郭小怡的情况则跟其他两人不一样，她到日本是攻读

博士学位，研究报告皆以英文书写，大学也没规定她要懂
日语，所以她其实大可不学，是她出于兴趣才自己去学习
日语。

她说，2016年刚到日本金泽时，若完全不懂日语确实
很辛苦，幸好后来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翻译App，加上金泽这
个地方近年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人会说英语，所以在
她去年回国之前，即使不太会日语也已经不是大问题了。

事实上，近年越来越多日本大学推出全英语课程，这
跟1990年代的情况很不一样，李益辉说，在他留学的那个
年代，即使是名校也几乎没有英语教学的课程，直到近些
年因为日本大学招生竞争激烈，才有越来越多大学的研究
生院推出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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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經歷如何形塑了今天的我
从留学的第一天开始，留学生跟日本的连结就已经产生，这种连

结将会跟随他们一辈子，无论品格、机遇或人生观都可由此追溯。
李益辉1996年毕业回国后继续投身旅游业，发现本地的日本旅行

团停滞不前，于是他联合创办旅行社，将主力放在自己非常熟悉的日
本，开拓例如去北海道看薰衣草的旅游线路。从此以后，他跟日本的
关系越来越深厚，笑言只差没娶日本女子当太太。

林振富在日本留学5年，回国后参与捷运工程，在职场贯彻日本
人守时、讲信用和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却无奈发现跟这里的职场格
格不入。他工作一年后毅然辞职，在本地四处旅游。

他把旅游经历写成《搭上巴士去旅行》，有些读者不明所以，问
为什么版面有那么多的留白？为什么不把照片填满整个页面？其实，
这本书乃依照日本论文的格式排版，从排版和装帧风格就可以看出，
他不只学习到了日本人的工作态度，也深受日本美学影响。

至于郭小怡，她很欣赏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管控非常精
准。她笑说反而是自己把日本同事“带坏”，因为她常跟他们说工作

和生活要平衡，放松时且尽情放松。如果跟日本同事比较，她总觉得
自己在马来西亚算是最勤力的员工，“可是在日本却是最懒惰的员
工。”

“日本会帮你教好你的孩子”

郭小怡在日本研究癌症生物学，她说在日本做科研的好处是日本
大学有很好的支援体系，教授、研究助理和学生像是一个合作无间的
团队，不像在马来西亚搞科研，往往一个人要包办很多事情，导致效
率比别人低。

林振富鼓励年轻学子到日本留学，不用害怕语言不通，因为现在
资讯非常发达，翻译软件又很方便，到日本后尽管打开心怀，把好的
东西学回来。

李益辉也常跟旅行团的家长说，如果不知道要让孩子到哪里留学
的话，就去日本，“日本会帮你教好你的孩子。”他的理由是如果年
轻人在十八九岁这个年纪到日本留学，他敢说他们遇见的人十之八九
都是好人。如果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把他们守时、自律和一生悬
命的态度学起来，受益的终将是自己，而且会是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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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就读日本语学校

林振富：日本广岛

大学土木与环境

工程学士（2002
-

2007年
*）

郭小怡：日本

金泽大学医学

博士（2016
-

2021年
）

李益辉：日
本 东 京 国
际 大 学 国
际 经 济 学
士（1991-
1996年*）

如何克服
語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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