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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会，世当珍惜 

                      ——福冈短期游学小感 

2020 年 1 月 18 日下午 5时许，我们乘坐的 CA916 次航班穿过了厚厚的雾霾

层，落地上海浦东机场。我知道，为期七天的福冈之旅，正式画上了句号。脑海

里想起的，是昨天在茶道体验时老师与我们介绍的“一期一会”。与此同时，我

的思绪突然飘回了一周前的早晨。 

序章——启程 

在旅途开启前，有对已知的欣喜和对未知的

好奇。日本，是一个我曾经去过一次，有过浅浅

了解，并留下较好印象的国家；福冈县以及当地

的九州英数学馆，我对它们的了解，仅限于网上

的搜索。同时，这将是我第一次跟随学校的老师

和同龄人一起出行，对我的交际能力，独立能力，

学习能力都是全新的挑战。 

清晨 7时，苏州这座城市从夜晚中醒来。我

们乘坐学校的大巴到达浦东机场。大家初次见面，互相打了照面。聊起了各自的

打算。之后便是登机，起飞，当飞机最终穿过东海与日本海，我看到了熟悉又陌

生的岛屿，密密麻麻的日式民居。落地入关后，一切就绪。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的福冈短期游学，拉开序幕。 

第一章——吃，我们是认真的！ 

 福冈，素有日本美食之县的美称，当地的知名美食，大

到全球连锁的一兰拉面总店，小到地方特色的牛杂锅，屋台

美食，都极具福冈特色，同时大量的充满日本特色的美食几

乎随处可见。抵达之日的当晚，我与两位舍友一起出门“觅

食”，就在我们选择陷入困难的时候，一家一兰拉面映入眼帘，

登上窄窄的楼梯，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景象终于真实出现。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三人“费劲心思”，肢体语言，翻译共用，店员也很

耐心，发现我们是外国人后，找来了会英语、会中文的员工。终于，三碗热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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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端了上来，青葱豚骨红辣椒，细面热汤暖心肠，一碗暖暖的拉面，起到了“接

风洗尘”的奇妙效果。 

  七天内，我们品味了例如和牛、博多拉面、本地食其家、回转寿司、高级

寿司、烧烤等的正餐，也几乎尝遍了许许多多小吃，珍珠奶茶，便利店小食、鲷

鱼烧等等。留下很深印象的，不是那一只寿司里活蹦乱跳的鲍鱼，也不是精致的

定食，而是居酒屋内三个人喝着小酒的畅聊，是需要脱掉鞋子才能进入的餐厅的

仪式感，和那种独有的饮食文化与风格。从这些食物里，我可以看到中日文化在

饮食上的交融，和一种极致的美。 

  我们认真品味美食，认真在旅途中享受着从味觉到心情的快乐。 

第二章——学习，异国他乡的新体验！ 

  刚结束紧张的期末考试的我，本来并没有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当初

报名，更多的考虑的是站在一个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角度上，如果当自

己真正接触一门新的语言时，会有怎么样的感觉。但当我进入了这样一个全日语

的授课环境，心理稍稍地发生了一些转变。我发现，当地学校认真准备了我们的

名字牌，立在桌前；每天给我们安排的老师也都是学校里很有基础的老师，每天

的课程，也都精心进行了安排，并且为我们考虑了很多很多。甚至最后，还有一

份极具仪式感的“毕业证书”一切的一切，在我的心里都有很大的触动。于是刚

入课堂，从说好一句“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愿いします。”开始，

就希望能多学到一些。会因为自己新掌握了一个词的读音而激动不已。同时觉得

惭愧的是，自己甚至连日语基础的 50 音也尚未认全，课堂上离开了我们老师的

翻译，基本也就两眼一抹黑。渐渐明白，要想认认真真地了解一门语言就要完完

全全地从头开始，从最基础的开始，一点一点学起。最后当拿到“修了證書”的

那一刻，内心更觉羞愧，仿佛稀里糊涂地上完了几节课，自己并没有真正拥有它

的能力。 

  抛开这些，课堂上，尤其有两个细节让我久久难忘。其一，某日课堂，老

师问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脑袋里闪现出了“哪里可以买到动漫手办？”并

提问了，当时老师并不能回答上来，之后我自己上网查找，买到了，当天就把这

事儿差不多忘了。令我不敢相信的是，第二天，我们的老师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上面是昨天的日本老师回家查找加询问后为我寻找到的几家店，上面仔仔细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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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店名，地址，还有楼层号码。热心，细心，真诚，让我感受到了十足的温暖。

其二，有一天的课堂，老师由苏州引申到了“美人”这个

日语词，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先生は福岡美人（です）”，

没想到老师听见了，还让我到她跟前大声地说出来，并赠

与我两支水彩笔。属实非常不好意思的同时，让我们对课

堂放松了下来，慢慢在乐趣中学会一些日常交际语，为我

们的修学增光添彩。 

当然，所有的老师都各有特色，抑或严格，活泼，冷

静，热心，在过程中我们唱起过欢快的日语歌谣，同时也

在结业考试上抓耳挠腮。但不变的是满满的仪式感，是热心的双方老师，是一种

被接纳的舒适，这一切让异国他乡的课堂不再枯燥，多了欢笑，多了美好的回忆。 

第三章——观光旅游，随心而行！ 

抵达当天，便体验到了福冈的地铁与公交，尤其是高峰期

几乎“爆满”的地铁，印象颇深，可偏偏就是这人挤人的高峰

期，车里竟然连讲话的声音都很难听到，进入耳朵的，是呼吸

声掺杂着地铁运动的咔咔声，以及不断播放的到站提醒。人少

的时候，车厢内多了一些谈话声。比起长时间喧哗的国内地铁，

这里多了一份安静，没有了“抖音”外放，大妈热聊。有的是

高峰期的紧张，和非高峰期的轻松，着实体现着国民素质和社会现实。 

我与临时舍友的旅行，大多随心而行，没有太大的约束，太多的计划。除去

集中购物的时间，我们悠哉悠哉地去到了本地的古老神社，看到了虔诚的人们祈

求着各自的愿望。我们登上过全日本海边最高的景观塔“福冈塔”，也在海边像

孩子一样快乐地奔跑撒欢。走过商业街的繁华，也踱步在书架间浸润着文化。（虽

然看不懂），每日都能满载而归，欢快畅聊，带着对当日的回忆和对明日的期许，

沉沉睡去。 

最后一天的早晨，我独自前往了之前偶然看到的汉语机构，想去一探究竟，

可最后未能如愿，也是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忆的小小遗憾。我并未陷入失落，而是

欣然返回，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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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一期一会，我们不说再见！ 

其实第一次听到“一期一会”这个概念，也是我初次前来日

本之时，导游为我们科普的，他说：“我们这一车旅客，此时此

刻坐在大巴中，前往一个目的地观光，这一生不会再有第二次。”

于是，我们必须用尽全力去珍惜这一次的相遇，尽管不会再有，

却能留下最好的回忆。我当然记得，茶道的那一天，和服可能并

没有那么舒适，跪坐的姿势，也让膝盖苦不堪言，但我明白，这

是对我们相遇之可贵的尊重，是对文化的切身体验。入口虽苦，

却有回甘的抹茶，是对仪式的最好诠释。 

七天的行程是那么快，刚相遇的我们，却又很快要回归到各自熟悉生活中。

刚下过雨的福冈，空气是那么地清新，虽不忍，但也必须离开。当地学校的负责

人们将我们送上车，并欢迎以后有机会再来。短短的相处，是深深地感动，福冈

与我，也一定会在将来的某日重逢。一期一会，世当珍惜，我们，不说再见！ 

 

 

 

 

 

Ps：此时此刻我们并不知道的是，回国后疫情迅速爆发，之后的日本，也将

经历疫情的无情袭击，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惟愿当时的朋友们以及两国

人民能够安好，我们能共同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