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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系主任致辭：
面對地緣政治劇變、反思政治學人文精神

文 / 黃旻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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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與臺大政治學系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民國84

年，當時正就讀於臺大工管系工管組四年級，由於

大學時期學習商學的知識並不得心應手，對於人生

未來發展也相當茫然，便在高中同學的建議之下，

來到政治學系廣泛的聽課，當時除了正式修習政治

學（任德厚）、比較政府與政治（朱雲漢）、政治

學方法論（朱雲漢）等課程外，也旁聽西洋政治思

想史（陳思賢）、中國政治思想史（孫廣德）。在

上述老師的薰陶下，後學發展出對政治學的濃厚

興趣。之後在大學畢業後，進入高雄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就讀碩士，民國87年取得碩士，並在民國

89年服役完畢後赴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攻讀政治學博士，並於民國

93年取得博士學位回臺任教。

初次回臺任教，有幸進入政大政治學系服務

（民國93年），隔年在石之瑜和朱雲漢老師的邀請

下，轉至臺大政治學系任教，當時同時隸屬國關組

■ 本院東亞中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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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跟隨朱雲漢老師一起參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 Survey）和世界民主動態調查

（Global Barometer Survey）的大型跨國民意調查

計畫，也曾任臺灣政治學會秘書長（民國94年）、

臺大社科院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主任（民國104-

110年）等職務。而在今年，也有幸榮獲臺灣大學勵

進青年講座教授的獎勵，並接替朱雲漢老師過世後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世界民主動態調查的兩項計畫

主持人工作，也獲選為國際政治學會「比較民意調

查」（Comparative Public Opinion, RC17）研究委

員會的主席，同時也與國立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

合聘，並且在八月起擔任臺大政治學系主任，以及

接任第32屆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等職務。

後學曾經歷過曲折且複雜的學思過程，在眾

多涉獵過的專業中，最為醉心統計學發展的歷史，

由此，深感科學知識背後的推動力量往往是不為人

和政論組（各半缺，民國94-97年）。而在因緣際

會之下，於民國97年辭去臺大教職，先後赴美國德

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政治系（民

國97-101年）、大陸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

（民國101-102年）執教，最終於民國102年又回到

系上接替洪永泰老師退休的政論組教師職位，直到

今日為止。總計19年的學術生涯中，有13年在臺大

政治學系服務。同時也是臺大政治學系目前唯一曾

經辭職後又回到系上服務的老師，在體悟人生經驗

的乖舛後，對於母系接納後學的慷慨之舉，心中有

無限的感激，也期許自己盡己所能來報答母系。

碩士班跨校指導師從朱雲漢老師，研究社會科

學哲學在國際關係理論上的應用，博士班則由美國

著名中東以巴問題專家，也是阿拉伯民主動態調查

的創始主持人Mark Tessler指導，研究主題是分析伊

斯蘭社會中的政治伊斯蘭民意支持。初次回臺任教

■ 黃主任於系務會議致贈感謝牌給張登及前主任。

■ 本院蘇宏達院長親贈聘書給黃主任。

■ 專班開幕式合影。

所知的人為因素。也因此，在當前臺灣所面臨劇烈

變化的地緣政治危機之際，許多問題的根源，並不

在外顯的事件表象，而在人文精神的省思。具體而

言，儘管近年來政治學界在學科發展上受到工具理

性化的巨大潮流影響，多數學者傾向將政治學視為

一門研究「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技術知

識，但往往更為重要與迫切的議題在於問題從何而

來，以及問題背後所揭櫫未來社會變遷的趨勢，和

對我們身處社會的根本影響。如果忽略了政治學在

人文精神上反思人性演變和社會發展的道德使命，

則政治學研究則會淪為秤斤論兩的商賈叫賣之物。

這樣的學問，沒有關懷，沒有靈魂，只有比價，只有

喧嘩。

臺大政治學系在這一年內先後失去了朱雲漢

老師、許介鱗老師，他們過去在臺大政治學系長年

服務的風範，都深受廣大師生的敬愛。對於身受母

系提攜和照顧的後學來說，未來則將培育如同朱

老師、許老師具有崇高人格、學養的學術大師為己

任，善盡大學的教育責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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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漢走了，好像天邊璀璨雲彩翩然而去。我覺

得此時他想看到的不是大家的驚愕、悲歎與不捨，

而是記得他一生的成就與風華。簡單地來說，雲漢

是世界級的政治學者，溫柔敦厚的儒士，滿懷家國

情懷的知識份子，以及善於品味人生的大師。這四

點，缺一不足以描摹雲漢。

雲漢是臺大政治學系大我三屆的學長，在學校

就有才子的名聲。1987年他從明尼蘇達大學拿到博

士學位回母系任教，我四年後繼之，從此我們在政

治系做了32年的同事。後來胡佛院士倡議在中央研

究院成立政治學研究所，先成立籌備處，我們二人

乃一起去中研院，為新所打基礎，但仍在臺大合聘

教書。當時由我擔任籌備處主任，雲漢是所裡敦請

的第一位特聘研究員。中研院的這一段，我們又同

事了21年。這兩份同事的情誼，如果加起來超過了

半世紀，相處時間之長，應該是少有的。

雲漢是世界級的政治學者，毫不為過。他師

從胡佛院士，是胡老師的大弟子，從臺大組建第一

個調查研究團隊時，就參與其中。胡老師的這個計

畫，後來擴展到兩岸三地，而且在雲漢回國後，逐

步擴展成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並與世界

民主動態調查連繫起來，組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

網絡。這是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下從民主價值變遷的

角度來進行的一個規模龐大的國際政治學研究計

畫，而雲漢承接著胡老師，帶領臺灣的學者，在這

其中取得了亞洲地區的領導性角色。如此成就在全

球華人政治學者當中是空前的。雲漢與亞洲及全球

從事民主化相關調研的學者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建

立起聯繫網絡，相互支援，並且獲得了國內與國際

許多主要研究基金的支持。其規模在臺灣的政治學

界無疑是最大、也最為持久。

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學術組織的建構，

是極為艱辛的。ABS除了直接進行一波波的調查研

究之外，又指導與支援了多個國家的調研工作，並

整合建立了整個區域的資料庫，扮演行政協調的角

色。其中各式各樣的討論談判、折衝尊俎，極為勞

心費力；而為計畫持續籌募研究資金，更是雲漢直

到過世那一天都時時刻刻、心心念念的大事，這對

他的病情無容置疑地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雲漢是一位溫柔敦厚的儒士，這一點跟胡佛

老師一樣。他們一心嚮慕西學，如五四諸子一樣想

用民主與科學來救國，但是其待人處事完全是溫厚

的儒家典型。雲漢對學術前輩執禮甚恭，對同儕慷

慨大度，對學生則關心照顧、非常溫柔，和他相處

過的人絕不可能無感。他才思敏捷但絕不盛氣凌

人，執著理念但溫和婉轉，不在同一個文化情境之

下的外國學者也樂於和雲漢合作相處。記得一位很

資深的美國政治學者前一段時間來臺，但是沒有見

到雲漢，深感可惜，他在臨行前跟我說“Yun-han 

is such a sweet person”。我想了一下，瞭解到他

這樣說的原因，是雲漢總是熱忱地接待國際學者，

並且體貼地為他們的研究需求多方設想。我和雲漢

有一些共同的學生，即使在國外教書發展還是持續

保持聯絡。這些學生回臺灣來的時候一定會來看老

師，而我也因此知道雲漢對學生的關照是如何體貼

入微。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的學生，能被大師鼓勵

肯定，是會長久記憶、甚至影響一輩子的。雲漢這

樣感動了好多的學生，讓他們走上了學術的志業。

雲漢的儒士之風還可以從另外一角度來看。多

年來我從旁觀察，深深感覺到雲漢對胡老師不僅是

當成恩師來尊敬，而胡老師對雲漢也不只是當成他

的大弟子來培養提攜，他們兩人是情同父子的。胡

老師在引進政治學的科學方法以及開啟調查研究的

風氣潮流方面是國內第一人，而雲漢則完全繼承了

胡老師的理念。在2018年胡老師過世，雲漢為胡老

師盡心籌辦了一場追思會，並在會上為臺大社科院

的「胡佛東亞民主中心」揭牌，場面非常感人。這

當然是為了紀念胡老師開創的功績，也是充滿了雲

漢與一整代學術界對胡老師的師慕之情。從這些師

生的互動，我看到儒家的風範，也看到中華文化傳

統中美好的一面。

雲漢是滿懷家國情懷的知識份子。雖然他的研

究多是運用數量工具來進行精細的社會科學分析，

但是他的起始點與一貫的初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

以前胡老師在教導臺大一屆屆學生的時候，總不斷

提醒大家要盡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講到「知識份

子」這四個字的時候，語調一定特別高昂。我知道

那是一項期許、一份使命感，和一種甘盡全力、願

意為理念而犧牲的心態表述，展現的是對統治者

的一種寧折不彎的骨氣。在這種心情之下，雲漢始

則以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為圭臬，並研究在臺灣如

何進行民主轉型，又如何可以達成民主鞏固，這反

映在他前期的專書著作，包括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與《臺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當中。

到了後期，雲漢觀察到民主體制在實際運作上的種

切缺失，乃又不惜與多數意見相抗，坦率地批評西

方民主，並指出中國與東方的興起，以及中國模式

有其合理性，而後者在臺灣是有極大的政治爭議

性的。他的《高思在雲》、《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

合》，與和鄭永年主編的《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

緬懷母系朱雲漢教授 (66年班)

文、圖 / 吳玉山（69年班）

■ 朱雲漢教授與吳玉山老師合影。

懷念雲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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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母系朱雲漢教授 (66年班)

文、圖 / 石之瑜（69年班）

朱雲漢教授過世，大量親炙過的年輕同仁，爭

相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幾乎如遵循一套公式

般）表示，即使與老師對中國的立場迥然不同，更

不贊同老師分析中國時，從他早年對民主自由的主

張轉向，也仍無礙他們破例懷念老師。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來毫不忌諱，盡情分析的

中國讜論，豈是立場使然？他對中國所處局勢同情

理解，無懼詆毀。這樣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

屋建瓴、旁徵博引的理論深度，讓人不敢直視；但

更妒他不迴避、不隱藏的自信。

朱教授從數字與趨勢中看到中國的發展，進而

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碼，是違反民主自由價值嗎？他

經歷臺灣治理體制的墮落與崩潰，反省民主自由制

度難以為繼，不也充滿遺憾嗎？是誰，在對臺灣民

主的揮霍殆盡，表現濫情的讚賞？

早在民進黨執政之前，朱教授畢生追隨的恩師

——胡佛先生——已從中國的治理文化，推敲出臺

灣民主制度的危機。質言之，一個喪失群體共同性

的分裂社會，無法實踐民主自由制度。師生同憂，

日後的發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則人人擔心受到侵犯，

便充滿攻擊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於互助。朱教

授切膚感受胡先生所指出，這時的民主自由淪為鬥

爭工具，只用來對想像的敵人制衡，甚至剝奪其權

利，卻對自己（人）放縱。

朱教授曾追隨胡先生主張內閣制，正是忌憚總

統制造成撕裂效果，會破壞國民相互尊重，刺激統

治者及其擁躉，去剝奪政敵的自由權利。這時的民

主選舉，是在動員對敵作戰，不是在選政府，無論

誰贏，都會製造另一方淪亡的恐懼。

胡先生乃舉文化大革命為例說明，聽命於領袖

的紅衛兵，毫未解放，不過是以解放對方為名，遂

行敵我鬥爭。同理，臺灣的民主自由變成誰有資格

當國民的鬥爭。朱教授說的綠衛兵四起，正反映這

個群體崩解、民主墮落的時代。

創新繼承胡佛先生的愛中國

胡先生之愛中國，是凜於肉體中國的淪亡危

機，為了富強，浸淫西學，畢生致力現代化，鼓吹憲

政。但後來發現，臺灣殖民歷史摧毀了在地的同群

意識。他曾率先引進西學，目睹西學竟一再遭分裂

社會濫用，變成壓迫、鬥爭的工具。

痛定思痛的他說，民主化首先是回歸祖國、重

建群性的道德問題，故唯有追求統一的臺灣，才能

重振民主自由。他回憶孫中山對同志的告誡：救中

國，不救大清。也就是，超越政權利害，集中心力在

群的生存，才能推動現代化。

相形之下，朱教授之愛中國，是在分裂社會的

全球新秩序的興起》是這個階段的標誌型著作。雲

漢最後一篇公共論述，是在過世前一個月在《天下

雜誌》發表的「美國軍售地雷，臺灣必須覺醒」，縱

身躍入一個爆炸性的議題當中。雲漢作為一個知識

份子憂國憂時，發抒己見，無論在什麼樣的政治環

境，都慷慨陳辭，這份志氣，也是從恩師胡院士那

裡一脈相承下來的。不同意雲漢觀點的人，可以和

他進行學術辯論，但是不能夠否認他知識份子的使

命感和油然而發的諤諤之言。

最後，雲漢是善於品味人生的大師。許多與雲

漢相識的學術中人，都知道雲漢對生活有藝術性

的品味。他是一位美食家，對於東西菜餚、名家餐

館如數家珍。他在國際行走，又在對岸走遍大江南

北，閱歷豐富，無論品茗、論酒，指點佳餚，勝過

專家。去過蔣經國基金會、受過雲漢招待的學者，

朱雲漢的愛中國，豈是一個立場？

不可能不驚訝於主人的精緻品味。我最嘆服的，是

雲漢以逾十年的努力，百折不回地建構了七海文

化園區，創建了蔣經國總統圖書館，其建築的巧妙

佈局、色調的層層搭配、雅致的多樣選材、與氣魄

的開闊展示，都讓人讚歎不已。在宴會大廳旁的牆

上，有一幅胡老師所寫的蘇軾「念奴嬌」，從大江

東去寫到一尊還酹江月，氣勢磅礡，筆力萬鈞。這

也是雲漢最愛與人介紹的，一來展現出胡院士的名

家書法，一來也更讓人感受到雲漢對恩師的敬重與

推崇。

一位碩學鴻儒、謙謙君子、憂國學者、品味大

師從此仙逝，但是他所遺留的，何其豐富。如何讓

他所夙夜經營的能夠長久存留，持續發揮影響，而

不至人走茶涼，會是懷念雲漢的人所該心心念念、

不能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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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逐漸養成的。對他而言，那是既充滿壓迫，

也充滿誘惑；既嚮往西學，也懷疑西學；既屬於中

國，也不屬於中國的一種既現實，而又不現實的雙

趨矛盾。

適逢全球南方對殖民歷史發動批判，質疑母

國事先種下獨立後的族群分裂基因，導致現代化變

質，則民主自由充其量是華而不實的海市蜃樓。朱

教授在世紀之交就已注意到這股潮流，二十年後更

稱之為被「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

這概念不新鮮，街坊通稱為「鑲嵌的自由主

義」（embedded liberalism），有誰看得懂呢？朱

教授別出心裁的翻譯，扭轉了主客尊卑，揭穿自由

主義的外來性，更體現出在地社會的主體性與能動

性。世紀更迭前夕，他對西學已然警覺。 奠定朱教

授後半生學術志業的，一是胡先生對西學在各地的

分裂社會遭濫用後的反省，二是全球南方探索非西

方發展路徑的士氣如虹。朱教授猶駕馭中國崛起的

教訓，大規模地歸納評比中外治理經驗，賦予中國

無遠弗屆的世界性。

在改革開放所實踐的非西方路徑上，朱教授超

越了胡先生面對西學的困境；在臺灣分裂社會的壓

力中，他傳承了胡先生對群性撕裂的診斷；在中國

崛起的世界各地之間，他的高思釋放了胡先生對民

族淪亡的肉體危機感。

朱教授所愛的，是對分裂社會充滿了政治啟

示、對臺灣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戰略啟示、對

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具備了知識啟示的文化中國。

那不是待宰的肉體中國，而是無窮的精神中國；不

是危機，是解藥；不是立場，是靈感。

愛護屬於所有人的中國崛起

各界以「立場」描述朱教授的中國敘事，與其

說年輕人透過文字，表現自己對老師政治「轉向」

的寬容，不如說是藉由對比他們自以為與老師的差

異，來凸顯本身的正確立場，表彰自己繼續傳承老

師已經放棄的民主自由價值。

按民主自由的價值，凡涉及立場，由各人決

定，旁人無由置喙，所以追思時，當然可把朱教授

的立場擺一邊。但既然擺一邊，為何幾乎人人不約

而同還要畫蛇添足說，我把立場擺一邊？可見，不

能擺一邊的，正是表演追思的他們。

此間的追思文章，往往回憶老師的謙謙君子，

溫文儒雅，樂於助己。不這樣回憶，如何合理化他

們寬恕老師所謂的中國立場？但把他當例外來展示

的這條公式，鞏固了分裂社會的敵我想像。而他，

決定用崛起的中國呼喚他們猛回頭。

結果，表演追思的人高姿態地寬恕老師，是在

掩飾他們對朱教授敲響的警世鐘，惶惶不安——

我們不質問老師，那老師對我們的立場也就無權深

究。於是，他們自己如何進入現在的立場？動機何

在？有多堅定？都逃避不面對。

換言之，若非他們親炙過朱教授，他對中國的

立場就不能擺一邊。一旦遭遇不相識的覺醒青年，

就得承受尖酸刻薄而不見饒。弔唁者的寬恕因而不

是尊重他，影射的其實是對敵霸凌，但饒你一回的

立場自白。

此何以胡先生在生前屢次提醒，民主化是道德

問題。痛恨自己文化的統治階層，必造成分裂人格

與分裂社會，充斥侵略性、投機性、反覆性。認真

面對全部自己，無懼於自己，才能對自己言行有責

任感，而民主恰恰就是責任政治。

准此，朱教授所歸納分析的中國，不是他個人

擁有的中國，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所有人都擁有的中

國。能將自己的所有，加以愛護，不但能養成自由民

主的文化基礎，甚至能把受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

昇華為文化涵養豐富的自由主義。

（感謝學者王雨舟與郭銘傑提示寫作方向）■

緬懷母系朱雲漢教授 (66年班)

文、圖 / 張佑宗（77年班）

2023年2月5日晚上9點多，我接到老師過世

的消息。當時腦筋一片空白，如同作夢一般很不真

實。老師生病五年多，癌細胞一直控制得很好，過

年期間我們還互傳賀年簡訊，我根本沒想到老師走

得這麼快。

1987年老師拿到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後，

放棄芝加哥大學教書機會，收拾行囊回臺大政治

系。剛開始老師和我接觸不多，我們在胡佛院士領

導的調查計畫一起工作。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很

厲害，橫跨多個政治學次領域，不論是國際政治經

濟學、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甚至深奧難懂的社會

科學方法論。過去或現在，臺灣政治學界幾乎沒有

出現過老師這樣的人。

臺灣政治學界巨擘–追憶恩師朱雲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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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母系朱雲漢教授 (66年班)

文、圖 / 黃旻華

 2/15/2023

從1997年夏天老師答應當我碩論指導教授開

始，至今我追隨朱老師已經26年了。絕大多數當我

們意見相左的時候，老師一次一次都用他神準的判

斷讓我感到自嘆弗如；但是一月中的這次，儘管我

極力隱藏不說，恐怕是我的預感比較準確。然而從

過去十天與老師各方親友的往來資訊得知，看來我

並沒有比老師更清楚他的健康狀態，事實上他追求

的是一種極致淡定的境界，一個他過去26年來教導

我要學會的處世原則。

在1月9日晚上8點9分，老師突然通知我隔天要

開緊急會議，我下意識問是要視訊嗎？老師意外的

說不用開鏡頭吧！1月10日中午開會，老師交代了今

年6月ABS和GBS的會議安排，並且囑咐我千萬不

能搞砸，要負起責任。接下來在1月11日下午1點52

分、5點58分、9點24分，連續打了三通電話跟我點

1993年我退伍後，陷入人生重大抉擇，到底

要就業或出國唸書？老師遞給我第三條路。有天

晚上老師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考上博士班了，

以後就跟著他，其他的事不用想了。老師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老師有多忙，我就有多忙，師生情

誼一晃就要滿30年。1995年老師在臺灣舉辦「第

三波民主化」國際研討會，這場會議中邀請很多

位國際最知名的比較民主化學者蒞臨，會後出版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這本書後來成為第三波民主化研

究經點書籍之一，奠定老師後來成為民主化研究領

域中國際學術領導的地位。

老師一手創立與推動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 Survey）計畫，是一項偉大的

成就，把臺灣政治學的研究成果推向國際化。自

2004年以後，本計畫正式成為「民主研究機構網

路」（Network of Democracy Research Institutes, 

NDRI）的會員，此網絡為全球性學術組織。並

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UNESCO）

評定本計畫是全球重要大型調查資料計畫之一，同

時獲得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奧斯陸治理中心（UNDP 

Oslo Governance Centre）的認同，列入該中心

收錄之全球良好治理指標中。在Russell J. Dalton,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以及Carles Boix, Susan Carol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這兩本政治學最重要的參考工具書裡，均

將本計畫列為全球政治學重要大型調查研究計畫之

一。同時，「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也讓臺灣政

治學者，經常在有影響力的國際期刊，發表全球民

主發展的趨勢及問題。

跟老師相處越久，越感受到與老師之間的差

距，只能說老師具有超凡能力，我們這種平凡的人

悼念朱老師

永遠追不上。幸運的是，老師都會停下腳步拉我們

一把。臺灣學術界受惠於老師教導與提攜的後輩很

多，我們這群人永遠感念老師。老師臨走前，最後

一次和我通電話，特別交代我要好好協助把「亞洲

民主動態調查」繼續推動下去。這是一個很艱難的

任務，我會盡我全力推動下去。請老師一路好走，

放下的重擔由我們承擔，會一棒棒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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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母系許介鱗教授（50年班）
身後的巨影–懷念許老師介鱗教授

文、圖 / 趙永茂（臺大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博75年班）

一、學術基礎與人格特質

許老師父親在他十歲時過世，小時家庭貧困，

因此從小就養成奮力向學的精神。初中時，有兩位

教導他的國文與歷史老師，涉嫌匪諜，被判處死

刑，也為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家貧，因此他先

念完新竹師範，教幾年書之後，再考上臺大政治學

系；在臺大政治學系的學習期間，范壽康老師的誠

實哲學與薩孟武老師的制度論政治學，給予他很深

刻的啟發。

對老師學術基礎及部分人格特質影響最深遠的

是，在東京大學研習期間，受到東京大學自由學風

與批判精神的影響。在那期間，東京大學有大塚久

雄、丸山真男、小林直樹等大師級學者的啟迪，大

出一些聯繫工作上不夠細膩的問題。而在休息一天

後，在1月13日下午1點31分、2點29分、2點42分、

6點16到42分連續四通（因為邊停車通訊不好）、

晚上11點30分、11點34分（未接起）又撥了電話，

都是在交代許多日後ABS和GBS團隊合作和未來發

展的細節事務，讓我感到十分惶恐，因為這些事情

都相當瑣碎，應該沒有時間上的壓力。最後在1月14

日，那天我帶黃小妹去臺南參加碩士指導學生婚禮

的晚上，在煙波大飯店又接到老師在9點34分（未接

起）、9點45分（我回撥）、10點49分的電話叮囑如

何跟GBS各區域團隊和其他相關國際學術計畫交往

的事宜。

從1月11到14日，我在其中三天一共與老師有

15通手機通話的往來，這大概是我過去十年間的總

和，我的腦海在那時瞬間產生巨大的疑惑，老師怎

麼了？儘管我有不祥的預感，但私下詢問，老師一

切如常。儘管還是有經費變動上的事宜，但我只能

怪自己多心了，也慶幸自己的預感是錯的。

直到2月4日中午，傳來老師意識不清，一直昏

睡的消息，經過詢問其他經歷類似經驗的朋友，

得知這是很正常的情況，離最糟狀況多半還有數

個月。但在隔日晚上九點多，就聽到老師仙逝的噩

耗。我的預感是對的，而老師事實上已經做了他心

裡認為的適當安排，這15通電話的內容是我承繼師

業的中心準則，並且這是我見過他第一次最不淡定

的狀況。看來一切要怪我，因為我一向有緊張的毛

病，做事情不夠牢靠，讓老師操心了。

其實老師在年前就已經在裝修上做了安排，這

反映老師早有跟我一樣的預感，但是他的淡定，極

致的淡定，讓身邊所有人都無法察覺他早已了然。

但這樣一個完美離開的計畫，卻因為我的能力不足

令人擔心，而讓老師不得不焦急的要我正視他的交

代，因而我油然而生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如果我

夠淡定，如果我真的學習到老師26年來的教誨，我

應該在第一時間明瞭老師的用心，以接受考驗的嚴

肅態度跟老師應對，讓老師覺得我真的學會淡定，

這樣就不至於讓他甘冒失去淡定也要喚醒我的認

真。

祝老師在天上得享清福，我會畢生追求老師的

淡定教導！

旻華追悼 ■ 

■ 2022年慶祝許介鱗教授88歲米壽紀念照。



臺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系 

 

系
友
會
訊 

︱ 

第
二
十
二
期

22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1716

■ 2022年慶祝許介鱗教授88歲米壽，師生及家人合照。

量閱覽群書，具有廣博及奔放的思維。尤其在他學

習的年代，日本有許多學生運動，東大正門更掛上

「造反有理」的標語；使得許老師自年輕起就種下

自由的學風與批判的勇氣。特別是他在東京大學六

年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公法、政治學、社會學等專

門課程九科全優，打下他嚴謹、博學的治學態度與

學術基礎。

老師在自述的紀錄中，特別表示他的批判態度

主要是來自於，小時候出生於困苦的背景，加上後

來許多不平等與不義的經驗及觀察。當然，有可能

一部份來自於從學術及自由、批判精神的訓練與強

化，使得老師一生堅持自由學風與批判精神，一生

正義凜然。此外，尤其在他擔任臺大法學院及社會

科學院院長期間，對原來法學院校區的建樹，即秉

持此精神呼籲及倡議臺灣應該重視文藝復興。在他

領導之下，法學院的外牆及內部環境均有重要的變

革，在校園內特別加強裝飾歷史、哲學、藝術及文

化氛圍的改造。顯示他對臺灣未來除了重視商業及

科技發展之外，應兼顧歷史、哲學、文化及藝術的

平衡發展。

二、一生著述的特色與貢獻

老師一生對臺灣學術界的貢獻巨大，他在回國

初期，每兩年出一書，主要專攻日本政治與歷史，

包括《日本政治論》（1977）、《近代日本論》

（1979）、《日本現代史》（1991）以及《戰後日本

的政治過程》（1991）。同時也擴大對英國及美國

政治與歷史的研究，包括《英國史綱》（1981）、

《水門事件研究》（1974）與《尼克森政權始末》

（1975）。這一階段的著述，主要是配合開授課程

及研究專題的出版；但也同步進行臺灣歷史的研

究，包括《証言霧社事件》（1985）在東京的出版，

同時也開啟他生命中第二階段，及退休後對臺灣政

治與歷史的研究與批判，也因此樹立他在臺灣政治

史研究的地位。

許老師退休前（1996）即出版重要的《戰

後台灣史記》，接著陸續出版《台灣史記 -戰後

篇》（2001）、《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

（20 0 6）以及《台灣史記 -日本殖民統治篇》

（2007）。並對戰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與二二

八等事件有重要的批判；同時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讚

美論，也有完整的文獻與批判，成為臺灣政治史研

究中，重要的批判性論述基礎。

自2009年之後，許老師則專注在對日外交及臺

獨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對日外交》（2009）、

《福澤諭吉-對朝鮮、台灣的謀略》（2009），以及

《台獨脈絡記》（2019）等研究與著作，延續他嚴

謹的批判精神與獨特論述。在臺灣史研究中深受重

視，雖然引起一些論爭，但一直並沒有改變老師堅

定的信念。

三、身後的巨影

承上所述，老師有關臺灣政治史與日本政治

的研究中，所使用歷史文獻的深度和豐富性，鮮有

可比；他批判、反省的堅持和廣度，亦少有可比擬

者。他的著作文獻豐厚，也正表示他的博學和歷

史爬梳的功力。他批判角度的抓取，也多層面地顯

示，他在臺灣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功力和批判力的深

厚。譬如他對後藤新平、福澤諭吉等人在日本殖民

臺灣在理論基礎與殖民政策等的總批判，可謂刀刀

入骨、發人深省。老師在世時，還曾經表示，臺灣的

政治學研究忽略政治史，他的研究對臺灣政治學界

也具有重要的貢獻。

但老師晚年以來，因罹患帕金森症，在他仙逝

前兩年，已88歲高齡，幾乎只剩下一根手指可動，

但他還是堅持他的一指神功，完成《台獨脈絡記》

的撰寫、補充和修改；直到他無法清楚言語及躺下

為止。他對歷史公平正義及歷史是非評斷的初衷，

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為臺灣政治史及對

日本殖民史的研究和批判，在老師過世之後，留下

一個巨大的身影，供後世及後學憑弔和學習。

許老師給我們太多的啟發，他一生風骨嶙峋，

他留下的博學、正義感、史觀、堅毅和勤奮的精

神，以及批判、反思的靈魂，永遠值得我們追思。

師恩浩大，典型在夙昔。南極星沉，老師福壽全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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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母系許介鱗教授（50年班）
許介鱗教授仙逝追思

文、圖 / 楊鈞池（79 年班；碩81年班；博89年班）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許介鱗教授日前仙逝，祈福

老師安息。

許老師生於1935年，1961年自臺大政治學系畢

業，1969年取得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後，回到臺

大政治學系任教，歷任臺大法學院院長、社會科學

院院長、臺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

成立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以及臺灣日本綜合研

究所。

許教授留給學術界與後輩學子們最深刻的印象

是，他對學術研究工作的熱情、執著與毅力。無論

是在臺大徐州路校區的研究室，或是離開教職後在

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的研究室，老師終日無休，積

年累月在研究室進行他的學術研究，撰寫相關學術

論文。老師豐碩的學術著作，包括最具有代表性的

四大卷「戰後台灣史記」，以及「日本現代史」、

「英國史綱」、「日本政治論」、「近代日本論」

等，老師勤於筆耕，著作等身，留下豐盛的研究成

果。更令人佩服的是，老師親自使用電腦打字，儘

管速度緩慢，每一個字都是老師多所推敲的精闢結

晶。

老師對於學術研究，強調「事實」或事件之間

的脈絡演進，針對這些事件演變過程的鋪陳與評

析，呈現老師對於這些事件的定論與評價，進而展

現老師宏觀的思維思緒以及鮮明的史觀哲學。老師

謙虛地說，「許介鱗的方法論不稀奇，就是年表學

而已」，然而，老師蒐集資料的功力，讓人望塵莫

及。

老師的研究室，擁有大量的書籍，幾乎每本書

都有老師閱讀後留下的圈點、畫線以及老師的眉批

心得，這些評語內容就是老師撰寫文章的原始版

本。老師還收藏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例如長年

累月的剪報資料，豐富的報章雜誌，重要的政府文

告、歷史文獻、官方統計資料以及研究報告、部分

人士的日記或書信往來，甚至歷史人物的筆墨信物

等。許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對話，往往就是老師拿出

壓箱之寶，學生們嘖嘖稱奇。

老師非常重視具有代表性的經典名著，無論是

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甚至史學、哲學等經典

著作，老師皆有涉獵，並要求我們這些拜師求學的

學生們好好閱讀。老師經常說，「站在巨人的肩膀

之上」可以看得更遠；閱讀這些經典作品可以厚植

研究功力，培養寬廣的思維視野，甚至結合以史為

鏡，反思歷史，警示現在與未來。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許老師是筆者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也是長期

鼓勵與支持筆者從事日本研究的學術長輩，他親自

撰寫推薦信讓我前往東京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他

邀請我一起前往日本琉球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我每次拜訪老師的研究室，老師經常拿出

最新出爐的研究成果，親筆留言贈書給我；老師還

會千叮嚀萬叮嚀，告誡筆者「日本研究」是多麼重

要的！老師的日本友人每年寄來最新出版的政治經

濟專書，老師常常打電話給我，提醒我有空時來借

閱。現在想起點點滴滴，只能說聲，「老師，謝謝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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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母系許介鱗教授（50年班）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追思許介鱗老師

文、圖 / 張鈞凱（B93政論組，R98政研所）

許介鱗老師在7月1日晚間10時10分過世，那一

夜收到傅琪貽老師的訊息，久久無法入睡。因悲傷

而來的思緒紊亂，不知不覺思忖著老師選在這個時

間遠行，是不是有他的遺意？7月1日，香港回歸；

10時10分，雙十紀念。帝國主義的批判，孫文行誼

的研究，一直是老師學術研究關注的重點。

疫情之前有一次去探望老師，他送了我一份

文章〈追思小林直樹老師及求學記〉，這是許老師

在東大求學時期的「回憶錄」。他用漢詩「生年不

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很難活過百歲，而常憂

慮千年後之事）的精神與情懷，來形容其業師小林

直樹教授，以及其終生維護和平憲法理念對他的

影響。文章同時回顧了老師如何以批判丸山真男的

「近代化」，從而萌發其博士論文選題，甚至延續

至畢生的思索與信念。「讀了這篇文章，你就會明

白我的思想」，許老師用著微弱卻堅定的聲音告訴

我。

在我這一屆及其後的系友，對系上有一位許介

鱗教授，恐怕已不太熟悉。當時許老師在大學部並

未開課，研究所則有三門選修課，我在研一時分別

修了「臺灣政治史專題」與「臺灣政治發展專題」

兩門課。在政治學量化研究大行其道之際，做為一

名「學徒」，卻格外喜歡這兩門講歷史、談思想的

課程。許老師爽朗的笑聲，自信又霸氣的語調，以

及天馬行空的論點，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

許老師是我對徐州路校區情有獨鍾的理由之

一。行政大樓門內掛著奔放手寫的「亞洲文藝復

興」匾額，校區外牆柱上鑲嵌著不同的陶瓷版畫，

都出自許老師任法學院院長時期之手。猶記每次上

課之前，我都會先跑到許老師在法律系大樓的研究

室，向他請教被政治迷霧所湮沒的臺灣史，或者聽

他縱議時事，都是我的思想養成期的重要養分來

源。當然，對於許老師那一間透著些許陽光、擺滿

書籍，還放著一副孫文畫像，卻沒有電腦、印表機

等電子設備的研究室，到現在彷彿還能聞到裡面那

股特殊迷人的味道。

一次在課堂上，許老師有感而發，說道政治學

研究靠得是「想像」（imagination）。同學們懵懵懂

懂，我也不例外。後來在老師的指引下發想報告題

目，陸續寫出「陳水扁與李遠哲」、「馬英九與保釣

運動」，得到老師的好評，後者還出版成書，由許老

師賜序。還跟著老師讀了「中美網路戰」，Joseph 

Stiglitz的《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以及他當時新出

■ 時任法學院院長許介鱗教授與夫人傅琪貽教授（前排

 右），於許院長以「亞洲文藝復興」構想整修徐州路

 校區動工前，在校門口設祭祈求平安。

 （傅琪貽教授提供）。

■ 2017年4月17日在「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拜訪許老師。

■ 碩士畢業與許老師合照。

版的《日本崛起的奧秘》兩冊。再經過多年咀嚼，

似乎慢慢理解了老師所謂的「想像」，或許正是來

自於對於世間萬物充滿好奇，對於世界大小變化充

滿敏銳，也對於強權與弱小分別充滿了反省和憐

憫。

許老師為拙作惠賜的序文開頭寫道：「作者

張君1985年生於臺灣雲林，我是1935年生於臺灣

新竹市。我們年齡相差50歲，有半個世紀之多。在

課堂上，我們切磋琢磨，我的生命還有一點點火焰

燃燒，都是靠這些年輕人提供燃料的能源，傳遞不

熄的煙火，而不知不覺地燃燒起來。」他年長我祖

母一歲，一位是我在學校最敬仰的師長，一位是我

在家裡最敬愛的長輩。厚顏的說，我對許老師的感

念，除了「師生緣」之外，多少還帶著一點「祖孫

情」。

許老師的《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

《台獨脈絡記》等遺著，是我時不時翻閱的作品。

回首校園時期與出社會之後，許老師帶給我的思想

啟發和教誨，在我心目中，他也是「生年不滿百，常

懷千歲憂」當之無愧的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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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快訊
母系創系77年畢業生突破一萬人次

文、圖 / 編輯部

母系自民國三十四年創系迄今，各級學制畢業

生總數預期於111學年度達到一萬人（次），此為系

史與系務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未來系友資源也更為

豐富。為紀念此一歷史時刻，並強化畢業生與系友

對母系之認同。母系已於5月27日的111學年度臺大

政治學系畢業典禮上（系學會主辦），由張登及系

主任頒發第10,000位大學部系友（大學部本屆畢業

全體同學並列）與第9,999位研究所系友（碩博士班

本學期最早完成論文口試且出席畢典者）紀念狀。

領狀代表為並本年畢業之學士班沈君褘同學（公行

■ 2023年畢業典禮。

■ 本系第21屆政府與公共事務在職專班畢業合影。

四）、碩士班呂翔禾同學、江昀曄同學、梁豐綺同學

跟中山尚彥同學，代表全體畢業生受贈紀念狀與紀

念品。另外，母系於7月23日專班畢業典禮頒發了第

10,001位系友紀念狀給畢業生王博鈺同學。■

■ 2023年畢業典禮頒發紀念狀。

■ 2023年畢業典禮頒發紀念狀。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生10,000名紀念（2023）。

■ 前系主任張登及教授頒獎給專班碩士畢業生王博鈺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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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

■ 早期獎學金辦法。

 以臺大政治學系學生為授獎對象的「俞仁寰先

生紀念獎學金」，自民國49學年度（西元1960 年）

起頒發，迄今已綿延超過一甲子，堪稱全台數一數

二歷史悠久的獎學金。為回顧該獎學金的創立過

程，本系郭銘傑副教授和徐欣蕾助教率梁豐綺、江

沛菱、鄭大邦等三位系上同學，拜訪俞先生舊日同

窗、同時也曾參與該獎學金運作的李德進學長（41

年班），透過訪談追憶俞仁寰學長，並窺探過往七

十餘載的臺大光景。下文為根據此訪談、以及本系

留存的相關歷史文件所撰寫的紀錄。

記憶中的臺大生活和俞仁寰先生

「我們在四年期間，同寢室真可說是情同手

足，從來沒有吵架，感情非常好！」李德進學長回

憶起自己和俞仁寰學長等同窗好友的往昔時光時如

此說道。

民國18年生於江蘇省的俞仁寰學長，和出身

浙江瑞安、年長一歲的李德進學長並非舊識。民國

37年，兩人一同考取坐落於徐州路法學院的政治學

系，方恰巧成了同寢室的室友。據李學長回憶，那

時位於成功中學對面的宿舍，還僅僅兩層樓；每間

小小的宿舍房間裡頭，都住著六位從各地負笈而來

的年輕學子。俞學長以及當時的室友（包括往後也

參與了獎學金管理的羅龍、馬遠岩等人），都是孤

身在臺、經濟拮据的異地青年。當時，儘管物質條

件匱乏，但李學長回想，同窗兼室友六人相聚於臺

大的四年生活，心靈上還是十分富足的。

等，他認為才合適。」根據李學長分享，當時的助

教不僅負責行政工作，更能慢慢升任為該系所的講

師；這樣的選擇和李學長回憶裡素來性格內向且好

學不倦、智識過人的俞仁寰學長，想來應該是十分

契合的。

後來，同寢室的好友便在各自的領域努力不

懈、四處奔波，見面也少了。那時是民國48年12月

14日晚間，李學長於苗栗縣政府工作的時候，接到

了來自過去室友馬遠岩、李洪鰲的電話。電話傳來

了噩耗。俞仁寰學長在臺大醫院附近，遭一輛由高

階刑事警員駕駛的吉普車撞上，因而不幸離世。李

德進學長回想當年可能的事發狀況，向我們語帶惋

惜地說道。事發後，焦急的學長次日便趕往臺北。

時任臺大校長錢思亮為此召開小型會議，李學長也

參加了；當天會議不僅討論了如何處理俞學長的後

事，更決定要向肇事者索償。

俞仁寰學長在民國49年安葬於六張犁公墓。當

時向肇事者索取的賠償金，再加上臺大給予教職員

的撫恤金以及各方捐助，在辦理完俞仁寰學長的後

事之後，尚有些許結餘（30885元）。於是，李學長

便和過去同為室友的舊日同窗，以此成立了僅供臺

大政治學系學生申請、以鼓勵優秀清寒家庭子弟為

宗旨的「俞仁寰先生紀念獎學金」。

超過一甲子的俞仁寰紀念獎學金–
 李德進學長（41年班）專訪

文 / 梁豐綺（碩112年班）、江沛菱（政研三）、鄭大邦（國關四）

李德進學長談起大學時期的俞仁寰學長，一

幅勤學不輟、手不釋卷的學生圖像便映入眼簾。據

說，在狹小的宿舍房間裡，俞學長的床頭堆滿了各

式書籍。李學長說道：「俞仁寰在學校的時候，功

課很好。他書無所不覽，馬克思主義他也看，三民

主義他也看！」不過，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這

份勤勉好學也曾給還是學生的俞學長招致麻煩。李

學長回憶道，那時的宿舍裡邊，有共產黨的職業學

生，也有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有次便有人向情治人

員告狀，指稱俞學長看的都是些共產黨的書。俞學

長便因此被情治人員帶回，讓當時的同窗好友們相

當憂心。幸好，情治單位不到兩天之後，便將俞學

長放了回來。李學長口中的俞仁寰學長，打從學生

時期便展現出智識養成上的過人之處，以及在當時

緊張的社會氛圍底下，依舊博覽群書、孜孜不倦的

求學態度。

俞仁寰先生的志業：回饋母系

民國41年夏天，李德進學長和俞仁寰學長於政

治學系畢業以後，便一同前往鳳山陸軍官校，接受

為期一年的預備軍官訓練。隨後，兩人亦各自通過

了公務員資格取得考試；李學長被分發至臺灣省政

府秘書處，而俞學長則到臺灣省政府人事處服務。

不過，任職人事處不到幾個禮拜，俞學長便選擇

重新回到校園，至母系擔任助教一職。關於這個決

定，李學長推測道：「他回臺大母系當助教，那是

因為他認為他的興趣、志趣，跟他的內涵和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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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政治學系主任連戰，以及俞學長在學時的訓導

長傅啟學等三十餘人。

值得一提的還有民國79年的委員會紀錄。當年

適逢俞仁寰學長逝世三十週年，會議記載著時任系

主任蔡政文於清明時節，帶領系上成員前往俞學長

的墓地掃墓。巧合的是，蔡政文老師就讀臺大政治

綿延一甲子的獎學金

「俞仁寰先生紀念獎學金」自民國49學年度起

頒發，迄今已綿延超過一甲子，嘉惠近120名學子，

堪稱全臺數一數二歷史悠久的獎學金。獎學金委員

會的主要成員是俞學長的同寢室友，包括政治學系

的李德進和羅龍學長，以及經濟系的李洪鰲（曾任

財政部次長）和馬遠岩學長。後因羅學長擔任外交

官外派，又找了小一屆的張劍寒（曾任臺大法學院

院長、政治學系教授）和彭振剛學長幫忙。

事實上，獎學金設立之初金額有限，當年委員

會將經費交由畢業後在銀行任職的馬遠岩學長開戶

管理。李德進學長笑著說：「馬遠岩是經濟系的投

資高手，在股票下跌的那幾年，他做股票還是年年

賺！」馬學長的投資有成，再加上俞仁寰學長好友

們的捐款資助，使獎學金經費不減反增，得以延續

至今。秉持著紀念俞仁寰的心思，委員會每年參加

政治學系主辦的獎學金審查會，討論受獎名單。李

學長說明他在審查時，學業成績僅作為參考，主要

還是注重同學的家境狀況，因為他認為，學業成績

可以靠努力進步，但若無法負擔學費就難以完成學

業，家境不富裕的學生更需要幫助。

隨著獎學金委員們年事漸高，民國99年委員

會主任秘書彭振剛學長過世後，彭學長的家屬便將

約40萬的餘款移交「台大政治學術文化基金會」，

由專人管理獎學金運作。李德進學長解釋，彭學

長原本和他們同班，因工作休學一年，才比大家小

一屆，但他和俞仁寰學長仍情同同窗，因此情義相

挺，跳出來協助獎學金事宜多年。民國107年，李學

長因年邁不便再與會，亦向系上請辭審查工作，在

107年11月委員會完成最後一次會議後，獎學金審

查便轉由系上辦理。對於將獎學金移交基金會管理

的決定，李學長深感認同地表示：「太好了！基金

會保管比較可靠！這決定是對的！」他提到獎學金

■ 獎學金委員會成員合照。（由左至右依序是馬遠岩、時任系主任徐斯勤、李德進）

委員們陸續辭世，負責投資的馬遠岩學長也在民國

111年離開了，不易再尋得對獎學金有深刻意念的學

弟妹接手，因此由基金會專人管理是較有保障的作

法。

翻開獎學金的歷史記憶

在訪談的過程中，郭銘傑老師和徐欣蕾助教也

介紹了獎學金的相關文件，協助李德進學長回溯獎

學金的歷史記憶。系上保存了相當完整的資料，包

括俞仁寰獎學金自民國49年以來的受獎名單、俞仁

寰養父與臺大校方的通信、以及獎學金委員會的歷

年開會記錄等，傳承迄今都已超過數十載，成為珍

貴的歷史文件。李學長翻開一紙泛黃的名冊，那是

民國58年底在善導寺舉辦的「俞仁寰逝世十週年追

思會」芳名錄。李學長回憶，當時他調回臺北任職

行政院主計處，故也偕夫人參與了追思會。在場的

除了俞仁寰學長生前舊識，還有時任臺大校長錢思 ■ 俞先生逝世十週年追思會芳名錄。

■ 獎學金委員會成員合照（由左至右依序是馬遠岩、李德進、彭振剛、張劍寒、時任系主任蘇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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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時，也曾是俞仁寰獎學金的受獎學生，其多年

後從受獎者變為審查者，率眾紀念俞學長，格外具

有意義。聽聞此事，李德進學長感慨道：「我老實

告訴你，他（俞仁寰）的墓在哪，我不知道。」郭銘

傑老師即起身向李學長展示系上保存的墓地概圖，

上頭標示了俞學長的墓園位址，就在現在的六張犁

附近。看著故友的墓地標誌，李學長拱起手，語帶

哽咽地說：「我非常感動，母系在他死後這麼多年

還能去掃墓，還有這觀念，不容易！像我這麼很要

好的同學，我都不曉得他的墓地在哪，母系能做到

這樣子，很不錯，不簡單啊！」

李德進學長的勉勵：「用功讀書，學

好做人」

在訪談的尾聲，李德進學長分享了他對獎學金

的期許，以及對政治系後進學子的勉勵。獎學金對

於當年孤身來台的李德進和俞仁寰學長而言有重大

的意義。說起那時由大陸來臺的大學生，李學長不

禁感嘆，由於戰亂不斷等外在因素限制，同輩的青

年學子縱使能夠就讀大學，就學年齡也普遍比常人

晚上一年，甚至四年、五年的也大有人在。更不用

說，家庭背景當然也限制了學生的發展可能。在這

樣內外交迫的環境限制之下，出身貧困家庭的學生

即使有心學習，恐怕也只得作罷。「我小學，民國

16年，唸了五個學校。初中也一樣，唸到一半日本

人打來了。學校遷走了，那我們也不能去了。」動盪

的時代下，若不只想要安身，還想潛心學習、求得

立命，那該有多困難？

在臺大就學期間，平時根本沒有零用錢的他

們，只能靠校方的獎學金來完成臺大的學業。李學

長幽默地提到，當年獎學金每個月23塊錢，敲傅鐘

的工友月薪是55塊，所以這獎學金還算挺多的，付

完學費剩下的幾塊錢，便可以留著生活用。受獎學

金幫助甚多，李學長特別感念當時傅斯年校長堅持

■ 民國79年獎學金委員會會議紀錄俞仁寰先生墓地概圖。

「對有志氣、有信念、有智慧、貧困的同學，一定

要扶持到底」的信念，摒棄一切阻礙來照顧清寒學

生。回憶起故友俞仁寰毅然放棄公職返回母系擔

任助教的身影，李學長表示，希望俞仁寰獎學金也

能發揮「獎勵、幫助清寒優秀的學弟妹」的核心精

神，就如同他們當時受益於獎學金那般。

最後，李學長笑著說：「學弟妹們，我不敢倚

老賣老講什麼話，我只講一句，就是『用功讀書，

學好做人』。」就像傅校長說的「敦品勵學，愛國愛

人」一樣，在學校能學到的，不只是書本和課堂的

知識，還有與師長、同儕間的相處之道。離開大學

七十多年，再度憶起校園生活，李學長發現原來他

現在的長處，是當年不知不覺從身邊榜樣習得的，

而這做人做事的方法，絕非三言兩語能道盡，有賴

學弟妹們細細挖掘品味。■

■ 俞先生逝世十週年追思會芳名錄。

■ 李德進學與本系師生合影。（民國112年3月31日上午11時，攝於李德進學長宅邸。前排為李

 德進學長，後排由左至右依序為梁豐綺、鄭大邦、江沛菱、郭銘傑副教授、徐欣蕾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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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8學年度母系系友升學與

就業概況調查
採訪整理 / 杜可筠（國關四）、鄭大邦（國關四）、江昀曄（碩112年班）

臺大政治學系自1947年創系至今，已經培育系

友約9,700人次。2023年6月，母系將誕生第10,000 

人次畢業生。迎接本系此一盛事之際，本文利用教

育部106至110學年度的「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追蹤

問卷系統」，簡要分析100至108學年度畢業之系友

升學、進修與就業動向資料，期能促進歷屆畢業系

友，現在學學生，以及未來系友間的資訊與交流，

並供母系辦理教學創新，拓展母系在學學生與系友

之視野與未來想像。

首先，106至110學年度調查總計回收1082份問

卷。如表1所示，回收問卷中於母系取得學士學位者

共計806人，碩士學位者182人，博士學位者34人，

碩士在職專班者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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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據調查資料，本系100至108學年度畢

業系友之就職範圍橫跨私、公部門與非營利機構。

如表2所示，不論是畢業滿1年、3年或5年之系友，

皆有近七成於畢業後投入全職工作。同時，在全體

填答者中，於企業全職工作者居首位（33.73%），

其次是政府部門全職工作者（20.15%）全職於學校

工作者（5.64%）排第三，第四則是全職於非營利機

第四，根據調查得到的每月平均收入資料，母

系100至108學年度畢業系友進入勞動就業市場後，

每月平均收入明顯隨畢業年限增長而以非線性方式

快速趨向最高所得區間。如表4本系畢業系友後平

均每月收入分布圖所示，畢業滿1年之畢業生眾數落

第三，四分之一（25.6%）調查中受訪系友未

於畢業後立即就業的原因主要是不同形式的自我學

習。如表3 所示，這些系友認為自己未於畢業後立

即就業的原因主要是持續升學進修中（65.69%），

準備各類考試者則約佔兩成，其中以準備公務人員

考試（12.77%）和出國留學考試（5.11%）為最多。

由此可見，母系畢業系友皆具有在學術與未來實務

構工作（4.44%）。此外，亦有少數系友於畢業後1

年、3年、5年後走上創業之路（1.29%），或是直接

成為自由工作者（1.02%）。整體而言，100至108學

年度畢業系友主要的任職機構選擇是企業、政府部

門、學校、非營利機構，但亦有創業家、自由工作

者。

在新臺幣34,001至37,000元的平均每月收入區間；

而畢業滿3年，畢業滿5年的眾數則分別皆落於新

臺幣70,001元以上的最高平均每月收入區間；畢業

年限與每月平均收入之間存在明顯的非線性正向關

係。

工作相關的專業上持續自我學習的特質，並積極為

未來在企業、政府、學校、非營利機構主動充實自

我，正面積極迎接就業市場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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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據調查得到的主要工作所在地點資料，

母系100至108學年度畢業系友多數在臺灣境內工

作，其餘在境外工作。如表5所示，本系畢業系友有

九成留在境內工作（92.24%），但亦有部分畢業生

至境外發展（7.76%）。境內的部分主要分布於北部

綜上，透過簡要分析母系迎接第10,000人次畢

業生前十年的畢業系友的升學、進修與就業動向資

料，我們發現：有近七成的臺大政治學系系友在畢

業後隨即投入勞動市場全職工作；而全職工作的任

職機構以私人企業為最大宗，其次是政府部門，再

來是學校和非營利機構，最後也有少數的創業家

和自由工作者。另外，我們也發現：有二成五受訪

系友表示，之所以未於畢業後立即就業的原因主

要是持續進行不同形式的自我學習，特別是升學、

進修，還有準備各類國家或證照考試等。更重要的

是，我們還從資料中發現：近十年母系畢業系友進

入勞動就業市場後，每月平均收入明顯隨畢業年限

增長而以非線性方式快速趨向新臺幣70,001元以上

的最高每月平均收入區間；這些系友有約九成在臺

（56.07%）與中部（32.92%），其中又以臺北市、

臺中市為主要工作所在地點；而境外的部分則將近

一成（7.76%），並分佈於廣義的東亞地區、西亞、

西北歐及北美洲地區，顯見母系系友充沛的跨國移

動動能。

灣工作生活，也有將近一成的系友定居在海外的亞

洲、歐洲與北美，為母系與系友聯誼會注入充沛的

國際移動動能。■

母系緬懷朱雲漢教授  午餐演講活動紀錄
文 / 黃凱苹（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活動報導

主題：A Lost Decade for Democracies?

時間：2023年4月29日

地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108室

主持人：石之瑜講座教授

4月的午餐演講會邀請系上黃凱苹副教授分享

研究成果，並利用此一機會細數朱雲漢院士的學術

成就並緬懷朱院士對政治學研究的貢獻。朱雲漢院

士師承胡佛院士，期望實現自由主義，讓民主在臺

灣深根發芽，成為華人社會心嚮往的典範。師徒二

人在1970年代運用調查法以理解臺灣民眾的政治

態度，此後更在九O年代將調查範圍擴展至兩岸三

地。二千年後在朱院士的帶領下，亞洲民主動態調

查在2023年已成為一個跨十八個國家的研究計畫。

這個計畫不僅是第一個以東亞地區民主化為焦點議

題的跨國性調查研究計畫，也是第一個由東亞學者

自行主導的區域性跨國調查研究，同時還是第一個

由臺灣政治學者領導的跨國調查研究。多年來在朱

雲漢院士的帶領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培養了許多

民主化研究的年輕學者，包括黃凱苹副教授。

黃副教授在這場演講裡，引用朱雲漢院士在

《高思在雲》一書的片段與胡佛院士為該書作序的

內容，點出二位院士憂心目前全世界的政治走向，

包括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與極化的政治對立，都讓

民主體制運作出現嚴重瑕疵，政治改革刻不容緩。

黃副教授先分享與朱院士合著的期刊文章A Lost 

Decade for Third-Wave Democracies?，發現民眾

對民主實踐的不滿終究會導致民眾對民主體制失去

信心，甚而轉為擁抱非民主體制。這個現象不僅發

生在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在黃副教授針對先進民主

國家的研究中（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Aging），也發

現歐美國家的青年與年長者對民主體制的支持度相

對偏低，而原因在於他們對貧富差距惡化的憂心，

雖然兩個世代表面上呈現出價值之爭，但其實兩者

有共同關心的議題。

在分享的最後，黃副教授引用《高思在雲》的

一段話作結尾：人類社會迫切需要新的社會建構與

制度創新，有反省力的西方知識菁英都認為，有必

要從非西方的文明傳統中汲取靈感，以及從邊緣化

的非主流思想體系中找尋出路。這段寫於2015年的

話在2023年的現在更可以感受朱院士當時的諄諄告

誡與遠見，可惜斯人已遠，徒留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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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0日，母系邀請到任職於美國德州

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系的劉佩倫（Amy Liu）教授

為系上同學提供美國博班申請攻略工作坊，並由

畢業於該校的黃凱苹老師擔任主持人。劉教授的

研究領域涵蓋語言政治（language politics）、族

群政治（ethnic politics）以及移民政治（migration 

politics），目前已出版三本研究專書，是位相當多

產的年輕學者。在成果豐碩的個人研究外，劉教授

亦在系上負責 Politics of Race and Ethnicity Lab

（co-director），並擔任招生委員會的委員。因此今

天劉教授以招生委員的角度，在第一階段向同學們

分享目前美國博班的申請狀況，簡介申請策略並分

析臺灣學生的潛在競爭者；在第二部份則與有備而

來的同學一對一諮詢，指導研究計畫（Statement of 

Purpose）的寫作細節，並回答同學們更細節的申請

方向與準備策略，協助同學更精準地抓住招生委員

的心。

美國博班申請攻略工作坊

文 / 杜可筠（國關四）、鄭大邦（國關四）

活動報導

■ 講者劉佩倫（Amy Liu）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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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階段，劉教授首先提點台下同學該如何

準備基本的申請材料。除了常見的自傳、成績單、

外語能力檢定之外，最常令同學們感到手足無措

的，便是研究計畫的選題以及寫作功夫。對此，劉

教授十分強調「研究主題與個人的連結」。申請者

們不僅要精心設計一份吸引人的研究計畫，同時也

必須說明自己為何有能力研究這個題目；是因為這

項研究主題和自已的出身背景有著密切關連嗎？又

或者，自己過去是否已經有過相關的研究經驗作為

基礎？這些都是讓申請者在研究計畫的審查中脫穎

而出的關鍵之處。而除了研究設計以外，學生也必

須思考，自己是否要於計畫書中說明自己預計要請

哪些教授指導。劉教授提醒大家，這考驗了學生有

■ 主持人黃凱苹副教授。

沒有充分地認識該系所的師資陣容。同學們務必要

多做功課，以免讓審查委員認為自己對於相關領域

並不熟悉，甚至因此而得罪了該系所的某些教授。

除此之外，劉教授也從臺灣學生的主要競爭

對手，以及當前美國政治學界的研究興趣，給予同

學們一些寫作上的建議。劉教授指出，臺灣學生面

對的主要競爭者，主要是來自對岸的北京、清華大

學學生，以及畢業自首爾、高麗、延世等頂尖大學

的韓國學生。這兩類申請者在研究計畫的寫作策略

上有非常顯著的不同，值得臺灣的學生參考。劉教

授指出，美國教授大多對於中國政治有較濃厚的興

趣，而臺灣政治、兩岸關係，以及韓國政治等，則較

不容易吸引美國教授的注意。因此，對於自身政治

■ 台下專心聽講、記筆記的同學。■ 教室外工作坊海報。

■ 台下專心聽講、記筆記的同學。

和社會文化較為熟悉的中國學生，便經常以中國政

治作為研究計畫的大方向，再將具體的研究主題包

裝於其中。相反地，在學界研究興趣對其相對不利

的韓國學生方面，他們則更傾向先提出一項具有普

遍意義的研究主題，再以韓國或其他國家、地區作

為個案研究的對象。劉教授認為，臺灣學生應該參

考韓國學生的策略。例如，若學生有志從事兩岸關

係研究，則可以表示自己的興趣在於研究大國互動

之下的小國策略，再以臺灣作為實際案例。如此一

來，這份研究計畫在多數美國教授眼中的重要性和

吸引力便能獲得提升。

在演講的最後，劉教授也和台下同學分享在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學習的優點。首先，作為美國

第十大城市的奧斯汀有著將近百分之十的亞裔人

口，以及許多臺灣人十分熟悉的店家和餐飲品牌，

■ 黃凱苹老師代表致贈系上紀念品。

再加上當地氣候溫和，臺灣學生能夠較快適應當地

生活。其次，劉教授指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

府學系提供所有博士生六年獎學金，以及各項津

貼和健康保險等等，讓學生能夠盡量不為生活起居

煩惱，專注於學業之上。最後，在學生就業概況方

面，該系博士生的足跡遍布各國的大學教育和學術

界，例如本系的王業立老師、李鳳玉老師，以及擔

綱本場會議主持的黃凱苹老師，皆於該校政府學系

取得博士學位。

在第二部分同學們多針對推薦信的部分進行提

問，劉教授認為三封推薦信的機會不需要在教授的

任職場所和職位高低上做出特別的策略安排，未必

所有美國的招生委員都清楚臺灣的學術生態，因此

在中研院或是不同學校任職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而一反越資深說話越有份量的迷思，劉教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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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一諮詢。■ 第二階段提問環節。

■ 大合照。

自己在審查時更偏好年輕、剛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

離開的教授，對美國博班申請的細節更為了解，通

常反而更能呈現學生的特質和優勢。因此，推薦信

的重點還是在於內容，內容要能呈現教授對該位學

生的熟悉度與客製化的評價，說明該位學生過去的

學習表現、研究經驗、以及在工作上做出的具體貢

獻。最後，劉教授相當大方地發送名片給在場每位

參與工作坊的同學，承諾未來在申請上有任何需要

都相當樂意提供諮詢和協助。■

活動報導
2023年「永續政府與良善治理學術沙龍」
活動報導

文、圖 / 郭乃菱（臺大政治學系暨公事所副教授）

9月12日，臺灣社會科學界迎來了一場深具影響

力的學術沙龍。在社科院837討論室，社科院「台灣

韌性社會研究中心」主辦的「永續政府與良善治理

學術沙龍」正式展開。這次活動獲得政治學系及公

共事務研究所的協助舉辦，並得到多位學者的鼎力

支持。

活動的主要策劃者，政治學系的郭乃菱老師，

邀請到兩位來自美國的學術界重量級人物——Dr. 

Carol Ebdon與Dr. Aimee Franklin。此次他們的講

述分別著重於歐洲與美國的參與式預算以及永續發

展、治理與利害相關人的互動。

Dr. Ebdon以「Participatory Budgeting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European & U.S. Municipalities」為題，深入剖析了

他在六個歐洲及美國地方政府的參與式預算研究中

所觀察到的現象。他的研究不僅揭示了參與式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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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方的實踐方式，還探討了這種預算方式如

何影響政府的協力治理。

而Dr. Franklin的講述則集中在她多年的研

究主題——「Sustainability, Good Governance& 

Stakeholder Engagement」。她探討了治理的良好

實踐如何與永續發展相結合，並強調了與利害關係

人互動的重要性。

此次沙龍的主持人由政治學系的劉康慧老師

擔任。在她的精湛主持下，活動進行得井井有條。

參與活動的老師，包括蘇彩足老師、洪美仁老師、

吳舜文老師以及黃建實老師等，均為學術界的佼佼

者，他們不僅對兩位講者的演講給予了高度評價，

還提出了許多富有洞察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進，活動在劉康慧老師的主持下

準時結束。但學術的熱情並沒有隨著活動的結束而

消散。在活動後，許多參與者仍然留在現場，與講

者和其他學者熱烈的交流著相關議題的看法。學者

回國後來信表示，這是場令她們印象深刻的美好經

驗。■

會議紀實–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Democrac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國際研討會

文、圖 / 臺大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於今年（2023

年）6月13日假臺大社科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

行國際學術研討會「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Democrac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邀請現任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蘇宏達院長致開幕詞並歡

迎來自國內外的與會貴賓及學者，並由ABS總主持

人黃旻華教授帶領與會來賓為ABS創辦人及名譽總

主持人朱雲漢教授默哀一分鐘，感謝他生前各種貢

獻和付出，並為其學術成就致敬。 

本次會議由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國立臺灣大學

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及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共同主辦，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協辦，

財團法人中流文教基金會以及中華民國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贊助。

本次會議邀請國際知名民主理論學者，現為史

丹福大學政治及社會學教授、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

究員Larry Diamond先生就民主如何被看待、如何被

定義以及對它的看法正在如何變化發表專題演講，

也邀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

任Andrew J. Nathan及全球民主動態調查五大區域

研究領袖進行圓桌論壇，吸引各地學者及學生的參

與，並有媒體專程至現場為專題演講及圓桌論壇錄

影拍攝，製作專題報導。

本次會議也安排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各國團隊成

員與國內民主化、比較政治、調查研究領域具有豐

富學術與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新生代學術新秀共

同發表會議論文，合計4場次，中英論文發表20篇，

主題包括民主前景、政治信任、政權支持與政治態

度變遷，對國內政治學界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國際盛

會，更是學術交流、知識激盪的重要場域。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結合國內外具有跨國比較調

查經驗的知名學者，在整合性的研究架構與標準化

調查程式下，針對東亞地區的經社結構現代化、政

體轉型與民主化，以及政治代價的變遷，進行跨國

性的比較調查研究。自2001年開始至今已歷時20

年，完成了五波，亞洲14個國家的調查研究，包括

臺灣、香港、中國大陸、日本、南韓、蒙古、菲律

賓、泰國、新加坡、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緬甸、

柬埔寨，目前正在進行第六波調查，由臺大胡佛東

亞民主研究中心定期公開釋出，為國內與國際社會

科學界提供一筆極為珍貴的跨國經驗性資料，供國

內外學者進行各種後續研究之用；為臺灣社會科學

界累積重要的領導國際學術合作的經驗，使得臺灣

成為全球知名的民主研究基地，引領開創全球民主

研究前沿課題。■



臺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系 

 

系
友
會
訊 

︱ 

第
二
十
二
期

22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4544

■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全亞洲團隊成員於會後合影。

■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黃旻華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

 教授Andrew J. Nathan、拉美民主動態調查主席Marta 
 Lagos、阿拉伯民主動態調查執行長Michael Robbins、
 南亞民主動態調查執行長Sandeep Shastri，針對「危機

 時代的民主」進行對話討論。

■ 史丹福大學政治及社會學教授、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

 究員Larry Diamond 進行專題演講並由亞洲民主動態

 調查總主持人黃旻華教授致贈計畫專書出版品。

■ 現場與會學者及貴賓。

會議紀實–

■ 「歷史與國關之現況與前瞻座談會」來賓合影，左起唐欣偉副教授、陳欣之教授、張登及教授、廖咸浩院長、吳玉山院

 士、甘懷真教授、楊仕樂教授。

一、前言

自2015年起，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中研

院政治所與本系便持續共同主辦「歷史與國關」系

列研討會，包含第一屆「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

對話」、2016年「中國再起II：跨時、跨域、互動的

觀點」、2019年「中國再起III：中國與鄰邊互動的歷

史與現實」、2020年「歷史與國關IV：以古鑑今—

大國逐霸，小國圖存」，再到2021年「歷史與國關

V：權力轉移的膠著—歷史的視角」。2022年度座

談會於12月12日舉辦，與會學者分析歷史與國關之

研究現況，並對研究前景提供建言，會議也邀請到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蒞臨致詞。

二、歷史與國關之發展現況

第一個場次主要探討「歷史與國關」於臺灣、

中國大陸與國際學界之發展。首先由中央研究院吳

玉山院士以「『歷史與國關』在臺灣」為主題，表示

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與對美國與西方霸權的挑戰，

必然會推動新一波國關理論浪潮，例如「權力轉移

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與「修昔底德

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倘若西方國關學

者能從歷史取經，則臺灣的研究者應當最能夠從歷

史看今日的中國崛起。1970年代，臺灣的國關學界

曾出現「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的爭論」，隨著美國行

為主義盛行並對臺灣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科學

歷史與國關之現況與前瞻

文 / 穆宇軒（政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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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合影，左為王元綱副教授，右下為李宥霆副教

 授。

派」在與「傳統派」的辯論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學

界自此遵循美國 IR 非歷史與去脈絡化的傳統，歷史

與國關涇渭分明。

然而，當今美中爭霸格局的興起，提供了兩個

學門相互交流之契機。但與早期「外交史」、「國關

史」不同，今日臺灣研究人員均熟悉西方國關理論

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並試圖從歷史中抽繹出行為

模式，而以歷史為經驗素材，經常從當代國際關係

的演進大勢出發，建構假設，於歷史中求驗證，並

探討對於今日之適用性，使臺灣的「歷史與國關」

研究，能進入歷史，回到當下。

歷史與國關相關文獻，可透過「跨域/限域」與

「跨時/限時」區分為四大類。現實主義理論與修

昔底德陷阱屬於跨時跨域研究，而中國學派、朝貢

體系、道義現實主義與關係理論等則屬跨時限域研

究。這也產生「普適論」與「特殊論」在解釋國家

行為方面，權力與文化因素何者才是關鍵變項之辯

論。

「歷史與國關」的相關學術活動，搭起歷史學

與國際關係間的橋樑，促進對話與互動。以歷史來

發展國關理論，又以國關理論提供歷史新視角，並

針對當今重大的國關議題進行探討，具有劃時代

之意義，已獲學界與社會的關注。如何評估過往發

展歷程、深化經驗與理論研究、加強學科聯結與互

補、增進國際化及兩岸學術界的合作連繫、進一步

結合國際局勢與理論發展，跨展影響力與培植獎掖

新進，乃當務之急。

成大政治系陳欣之教授則探討「中國學派」在

中國大陸發展之成就與挑戰。其首先闡述中國學派

之定義與歧異，及該學派近年來之理論發展歷程，

包含關係理論（秦亞青）、道義現實主義/清華學

派（閻學通）、共生學派/上海學派（任曉）與天下

學派（趙汀陽）等。中國學派試圖超越美歐中心主

義思維，與全球國關的對話，以突顯後西方的多元

性，拓展東亞與中國的國際關係實踐之意義，其強

調本土學科自主性與理論自覺性。

中國學派不可否認地已累積不少成就，包含提

出有別於美歐的國際關係典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

法論，且引起國際社群的重視與辯論。但亦有來自

其國內之挑戰，諸如政治正確與政治審查，限制思

維討論；未區隔解釋性理論與構成性理論；欠缺理

論知識與研究方法的嚴格訓練，亦少人文底蘊累積

的研究困境等。陳老師提出幾點未來中國學派之發

展值得觀察之處。首先，中國大陸學者努力創建中

國學派的努力，已受到全球關注，且有不少臺灣學

者之貢獻。其次，研究案例多集中於春秋戰國，少

部份擴及唐宋明清，以及朝鮮安南等週邊國家，缺

少美歐歷史經驗的對映檢證。第三，中國學派的發

展歷程，突顯中國的焦慮與追趕。隨著中國崛起，

取代意識日趨明顯等。

美國西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系王元綱副教授從國

際層次說明「歷史與國關」之發展現況。由於國關

理論發展很大程度係基於歐美歷史經驗，但有些理

論難以應用到世界其他區域，例如權力平衡論。因

此學界試圖從歐洲以外的歷史經驗取經，藉著其他

地區的歷史創造新理論和概念，例如亞洲或中國。

在國際學術年會方面，美國政治學會（APSA）與國

際政治學會 （IPSA）近年來也成立歷史與國際關係

相關學門。

目前東亞歷史與國關之研究著重於朝貢體系、

天下觀、霸權和等級體系等， 而在未來的研究議程

方面，可用比較方法研究不同地區的歷史與國關體

系，例如將中國和鄂圖曼帝國、羅馬帝國等進行比

較。權力與意念的交互作用亦是新的研究議程。在

戰爭與和平研究方面，權力平衡論、權力轉移論等

還是很重要，那麼中國歷史也許可以對這些理論進

行補充或是產生創新。

王老師認為臺灣學界若要有國際影響力，

進 一 步 發 展 歷 史 與 國關 並 走 向世 界，首 先 要

「Engage」，與國際接軌，點出研究與既有國關理

論的關聯，提出這些理論的優缺點和可修正之處，

並與理論對話。其次是「So what？」，明確彰顯研

究東亞歷史的價值，創造新理論，修正舊理論。第

三是善用比較優勢，我們以中文為主，語言和文化

有優勢，也有自由的學術環境，反而中國大陸學界

會侷限在「王道」、「和諧」、「和平崛起」等框架

內，而臺灣的學術研究若透過英語出版，也更能被

國際看到。

三、歷史與國關之研究前景

臺大歷史系甘懷真教授以「歷史學有什麼可以

貢獻給國關：以天下研究為例」為題，透過小野妹

子的「無禮國書事件」與馬戛爾尼兩個歷史案例，

再度檢視天下觀、朝貢國與儒教國家。對於中國國

際關係而言，小野妹子來使，此乃「蠻夷」朝貢，即

中國與外國建立主客關係，雙方互換禮物，是為君

臣。因此倭國「無禮」，中國僅需不與其建立君臣關

係即可，而不須出兵討伐，故許多史學家口中「無

禮則出兵」則是對於中國歷史錯誤之理解。馬戛爾

尼使節團事件同樣為外交禮儀之爭。馬戛爾尼前往

北京，則乾隆皇帝起初自然會將其視為朝貢國。甘

老師認為中國為向心性帝國，外國前來朝貢或做生

意即為朝貢國，與中國形成君臣關係。

學界經常討論什麼是國際關係的一個中國法

則，而建構天下理論的重要元素之一是「禮」，這

些案例不該過度特殊化，而應當與社會科學理論

的普遍性對話，例如權力關係。世界其實也是一體

的，中國自古以來受到北亞部族與中亞城市體系國

家的影響，甚至「無禮國書事件」、中國南朝與周遭

鄰國亦和印度傳來的佛教有密切關係，這些發現對

於天下秩序以及朝貢關係都能提供新的視角。

本系張登及教授從典範共量問題探討歷史與國

關之研究。國際關係研究在第二次大辯論後精簡了

時間與社會脈絡以追求科學化並成就學科，導致與

歷史「脫勾」，也刪節了「現實」。在國關多次辯

論過程中，可觀察到以下轉移特徵：研究對象為個

體化、原子化的行為單元及其特定的理論前提；歷

史扁平化為資料點；以律則和模型取代理論解釋。

但「新新聯合」產生的政策時常與現實和歷史脫

節，政策專業低落，因此有學者認為應該採取折衷

■ 甘懷真教授以「歷史學有什麼可以貢獻給國關：以天

 下研究為例」為題進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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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以跨層次、多變項、跨時限域為主；以史為

「證」；權宜選擇性適用大理論；貼近戰略選擇與

決策。不過這些依然無法解決國關典範固有問題，

亦未能真正與歷史典範對話。因此較好的途徑是歷

史社會學，恢復「時間性」與「社會性」，以理解演

變中國家單元的特徵，及行動者抉擇的社會結構性

因素。

本系唐欣偉副教授則透過「西漢與匈奴的互

動」、「北宋與契丹的互動」兩組案例，分享參與

「歷史與國關」研究之心得以及未來可能研究方

向。歐洲現實主義思想淵源包含修昔底德、馬基維

利與E. H.卡爾，摩根索亦認為人性從古至今並未太

大改變，由此觀之，歷史與國關從現實主義出發，

似乎合理與單純。但若從希臘、印度與中國來看，

三者現實主義的思想先驅則是修昔底德、考提利

亞、商鞅與韓非，但其實這些地區當時的主流思想

代表人物是蘇格拉底、佛陀與孔子，也就是說現實

主義於那時並非主流文化，它便無法取代所有的思

■ 本系張登及教授以「典範共量問題的困境與前景」為

 題進行發表。

■ 本系唐欣偉副教授發表「歷史與國關」研究心得與未

 來研究方向。

想途徑，或是完全套用在當時的時空背景。

唐老師表示個人未來歷史與國關的相關研究工

作包含對於現實主義與國關思想傳統進行探源與辨

析，以及戰爭案例數據搜集及整理。此外，中國古

代「王霸之辯」也與國關第一次大辯論有所關聯，

因為王道與霸道分別代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而

未來也可針對中國在哪種情況下會採取哪種途徑進

行研究。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楊仕樂教授同樣闡述其研

究心得與未來研究方向。楊老師認為不同案例之間

的可比性，源自於省略案例中某些面向後依然存在

的差異。首先在全球層次方面，過去的權力轉移，

存在於歐洲多極體系，但無法直接類比於今日的美

中爭霸。此外，美中處於不同的地理區域，條件亦

不同於過往位於相同區域的的兩極體系。楊老師也

解釋了區域體系所謂「一超型多極」與「一強型多

極」，前者出現了一個明顯極為強大之國家，後者

則存在潛在區域霸權，導致秩序不穩，而這些類型

也可適用於中國許多朝代。

以三國時代為例，其為一超型多極，理當會有

兩個弱國結盟對抗大國，但事實上卻沒有，因此可

能理念因素大於物質因素，導致最弱的蜀國最積極

嘗試改變現狀。而今日的美中相較於宋遼的澶淵之

盟，有更多維持和平的條件，包含地理距離以及核

子嚇阻，若歷史上理念因素往往超越物質因素，則

可能今日美中之間存在理念結構衝突，而相異於現

實主義物質結構矛盾的解釋。

四、結語

活動尾聲，吳玉山老師認為歷史與國關在臺

灣、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彼此之間都能相互借

鏡，本次座談會的學者們對於歷史和國關之間能否

相互融合，各有不同觀點。樂觀的立場是國關界可

參考歷史，悲觀則是兩個學科存在方法論差異。因

此國關在採用歷史時，往往會忽略背後整體脈絡與

跨時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注意。當社會科學逐漸

與「硬核」科學靠攏，也容易忽略人文思想能力，

導致無法判斷哪些史料是真正重要的，研究結果

空虛。因此，研究者應當理解科學方法的原則和理

論，並同時具備相當人文關懷。■

■ 吳玉山院士發表「『歷史與國關』在臺灣」。

■ 歷史與國關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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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方治理研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文、圖 / 台灣地方治理研究學會

會議紀實–

■ 研討會與談貴賓合影。

（前言）地方治理在過去20年不僅成為學術界

探討臺灣地方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在實務界也成

為地方發展的重點方向，各種跟地方治理相關的創

新作為，近年來在臺灣各地蓬勃發展，特別是融合

公民參與的各種治理創新，包括社區營造、社區大

學、協力社會服務、風險管理、韌性治理、參與式

預算、地方創生等等，都可以看到以公民參與為特

色的公私協力對地方發展帶來的重要轉變。

然而，地方治理概念及主要理論內涵原先來自

西方，從「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所以被提出，關

鍵在於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環境系絡的轉變，特別是

公民社會及第二、第三部門的發達，但這種環境系

絡在臺灣各地方是否發生同樣類似的轉變？另外一

方面，雖然地方治理是學界及實務界都相當關注的

■ 趙永茂名譽教授開場致詞。

發展方向，但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又是否一

致？

在不同的生態系絡影響之下，臺灣地方治理發

展似乎呈現出二元的趨勢。在都會區，比較傾向諸

多學者所觀察到的多層次治理、多元化治理關係、

權力或資源的互賴、及政策網路的管理等治理現

象；特別在社區發展、第三部門參與、業務委外、

公私合夥這些領域較為普遍；但在非都會地區，則

呈現傳統社會生態影響較大的傾向，派系、黑金、

甚至一些傳統民間組織的作用反而更能影響地方發

展的方向。

本次研討會是由母系及公共事務研究所、臺

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國立成功大學政

治學系、臺灣地方治理研究學會共同主辦，從丁仁

方老師的發想開始規劃，接續由王宏文老師帶領團

隊，針對過去11年來，有關臺灣地方治理領域的期

刊論文、國科會計畫、書籍、與地方首長候選人所

提出之政見，進行分類整理與分析，初步結果顯示

國內學術界與實務界所關心的「研究主題（政策領

域）」及「關切之重點」是不同的，為了瞭解可能的

原因，以及對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提供建言，研究

團隊也進一步訪談了5位公共行政學界的學者，相關

的量化分析結果與訪談建議，都在這場研討會中進

行初步發表。

開場首先由母系名譽教授、臺灣地方治理研究

學會理事長趙永茂老師致詞，並由臺灣大學公共事

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王宏文老師分享研究成果。接

著集結26位國內政治、公行學界地方治理相關領

域的學者專家，進行2個小時的分組圓桌論壇，透

過對話與交流，探討長期以來，地方治理研究取向

與實務界所關心的議題或重點為什麼會產生差異

（why），並提出政治及公行學者未來可能的因應

之道（what），以及如何實踐與落實的方式或方法

（how）。再由3位分組主持人──趙永茂老師、

蘇彩足老師、王宏文所長，依序報告各組討論的總

結，最後則是全場的交流與回應，以具體且務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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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文所長分享研究成果。

■ A組圓桌論壇。

■ B組圓桌論壇。

■ C組圓桌論壇。

■ 餐敘合影。

回顧並展望臺灣地方治理研究的發展，期能在臺灣

地方治理理論與實務的互動、銜接與發展上，進行

更深入的對話與討論，推動相關研究的多元發展與

深化。

會議手冊內頁檔案，以及照片雲端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
folders/1HULVIGPUqEwjRpHv_
evWV0MwtKOxyB73?usp=share_link ■

榮耀分享
母系教師獲獎資訊

★恭賀母系黃旻華教授獲得本校學術勵進青年講座！

★恭賀母系黃旻華教授當選國際政治學會（IPSA）比較民意研究委員會
   （RC17）主席。

★恭賀母系黃旻華教授當選中國政治學會第三十二屆理事長。

★母系林子倫副教授榮獲中央研究院Future Earth Taipei 2022年度貢獻獎。

★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全校（專任）教師教學傑出教師。
 教學傑出獎：蘇彩足教授。
 教學優良獎：黃長玲教授、李鳳玉副教授、廖小娟副教授、蘇翊豪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全校（兼任）教師教學優良教師。
 唐豪駿 講師

■ 黃旻華教授獲得本校學術勵進青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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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7日與4月28日 11:30-14:00 本校校友中心分別於本校綜合體育館舉辦新冠肺炎疫情後的首次

五十重聚。

本系系友聯誼會總幹事郭銘傑副教授代主任張登及教授，向母系61年班（學號B57）與62年班（學號

B58）出席的畢業學長姊致意。■

2023年臺大政治學系五十重聚花絮
母系動態

■ 臺大政治學系五十重合影。

■ 臺大政治學系五十重聚花絮。

■ 臺大政治學系五十重聚大合照。

■ 臺灣追風計畫「追風機」前大合照-漢翔Astra雙引擎噴射機（漢翔提供）。

母系動態
2023年專班校外參訪活動心得–
漢翔公司、臺中市政府、臺中歌劇院

文 / 陳怡伸（EMPA21）

首先感謝臺大政治學系及ＥＭＰＡ第21屆、第

22屆規劃活動的全體幹部，使我們得以參訪神秘的

漢翔公司、臺中市政府及臺中歌劇院。

漢翔公司是我國設計生產戰機及民航機的重要

航太公司，本次參訪漢翔公司為我們詳細介紹了公

司簡史、勇鷹高教機的研發生產過程及Ｆ－16戰機

的升級過程，鑑於許多人連ＩＤＦ與Ｆ－16都分不

清楚，如此詳細的簡報，我認為有助於提升國人對

於空軍重要軍備的基本認識。漢翔方面更細心安排

我們實地參觀民航機生產線、勇鷹高教機生產線，

讓我們得以親眼見到實際的勇鷹高教機及升級完成

的Ｆ－１６Ｖ戰機，站在戰機旁邊的感覺真的不是

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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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翔公司大合照（漢翔提供）。

看著簡報及眼前的戰機，讓我幾乎當場流下眼

淚，蓋因過去長期國人的認知盡是「我國的軍備都

是落後的二戰貨，尤其飛機更是寡婦製造機」，如

今看見我國能自立研發戰機及高教機，躋身世界五

大航太工業研發國之一，足見我國的進步與驕傲。

經濟發展的前提是穩定的國家安全，積極備戰，才

能維持和平。期許我國的軍力蒸蒸日上，同時應提

高軍人的社會地位，讓軍人得以享受尊容感，感謝

他們守衛我國的疆土！

第一眼看見臺中市政府的感覺，像是看見一棟

美麗的美術館，市府導覽詳細地解說臺中市府及市

政建設，帶領我們體驗5Ｄ的互動式體驗，短短一小

時飽覽大臺中之美。

最後參訪團來到臺中歌劇院，充滿大自然風格

的建築設計，著實讓人沉浸其中而不想回家了！每

個樑柱、流水、多種造型的窗戶，充滿了建築師精

巧的巧思，白天與夜晚的景致截然不同，投射在天

花板及牆壁的動態光影藝術表演，更是一絕，下次

我一定要再來臺中！

感謝臺大ＥＭＰＡ！■

■ 臺中市政府前大合照。

■ 臺中市政府前大合照。

■ 漢翔公司勇鷹高教機合影（漢翔提供）。

■ 臺中市政府參訪合影。

■ 臺中國家歌劇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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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經驗談–廖偉鈞交換紀實
文、圖 / 廖偉鈞（政研四）

母系動態

壹、個人背景及機緣

我大學時就讀臺大政治學系（雙主修歷史系、

輔系中文系、輔系哲學系、修畢公共行政進階學

程），研究所順利考取台大政研所甲組，主修政治

理論，並雙主修心理所一般組。碩士在讀期間，知

道臺大與布拉格查理大學之間有雙聯學位計畫，於

行天宮求得上上籤後，決定不顧疫情申請。2022年

1月，疫情仍熾，我幸運地成為本屆唯一面試通過的

申請者，並於同年9月踏上往捷克的旅途。

貳、行前準備

一、選修捷克文

臺大的捷克文課程為林學紀老師開授，課程

十分輕鬆無壓力。老師的捷克文為學年課，然而我

是獲悉錄取雙聯計畫後始選課，故是從捷克文一

（下）開始上起。初時很多都聽不懂。隨著上課時

間一久，加上老師教學技巧充足，才使我逐漸能跟

上課程進度。最終在無基礎的情況下，期末以A-作

收。到了布拉格後，發現其實不用那麼緊張，因為

布拉格人英文都很好，生活中基本上使用英語即

可。至於捷克文，掌握大約數十個基本詞彙後，生

活大致溝通無礙。

二、向前屆請益

第一次出國讀書，而且還要在一年之內拿到學

位，內心當然會有所焦慮。因此我找了前屆前輩溫

帶鋆，鉅細靡遺地請教各種節課留學事宜。聽聞在

國外需要打開自己，要不然很難交到外國朋友後，

我於是有了心態上的調整，整個捷克就讀期間，都

抱著樂觀外向的心態。

三、培養體力

因提前認知到在歐洲生活，最能靠的就是自

己，因此務須提前儲備體力。為了儲備體力，我除

了日常的游泳外，另參加了為期半年的健身課程。

在後來於歐洲各地旅遊時，體力確然十分重要，多

虧這段時間打下的基礎。

四、申請MEYS獎學金

赴捷克高等教育機構短期進修/研究獎學金（又

稱捷克教育部公費獎學金／梅斯獎學金／MEYS

獎學金），提供交換學生為期十個月、每月9000捷

克克朗的獎學金。申請流程雖然複雜，卻為赴捷克

獎學金中最大額者。其需先經過臺灣教育部面試，

公告面試錄取結果後由捷克教育部收悉，函轉當地

■ 獎學金。

人申請，而由當地學生（不一定是捷克人）選擇自

己想要的學伴，也因此會有一些人不被選上。幸運

的是，我被我的學伴Mauricio 選上了。Mauricio是墨

西哥人，陪我從機場到宿舍，陪我辦完入住及申請

學生證的流程。在最初期，他真的給予我相當大的

幫助。

大學承辦。從三月面試，到五月初收到查理大學通

知，總流程約兩個月。

而到了捷克後，查理大學的處理方式為臨櫃

發現金。即學生們必須準備護照，每個月依照一段

固定時間（通常為每月中旬前段），前往查理大學 

Hollar Building 櫃台領取現金九千克朗。

五、舉辦MEYS聯誼

MEYS獎學金公告徵選結果後，由我牽頭組成

了MEYS獎學金聯誼會，後來當屆的臺灣學生會主

要成員也多來源於此。有一群人可以共同探討並解

決去往捷克前的種種難題，是非常令人安心的。

六、申請學伴

為了避免在布拉格手忙腳亂，我申請了查理大

學的學伴計畫。查理大學的學伴計畫每年都有近千
■ MEYS獎學金聯誼。

■ 我的學伴Mauri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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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

我的碩士班學程當屆共約二十名學生，來自世

界各地，其中又以歐洲為多。雙聯學生被要求必修

十門碩士課程，內容其實並不輕鬆。

而Martin教授主授的課程，上學期為失敗國家

概論、下學期為區域政治。上學期會要求學生們

■ 全班合照。

■ 國關導論。 ■ Martin教授與Bohumil 教授。

按週報告世界上的各個奇特政體（比如臺灣、科

索沃、羅德西亞），下學期則主要介紹世界各區域

政治。考試內容極度偏重記憶，期中考期末考均為

ABC選擇題，常出現「以下這句話是誰說的」、「以

下哪個國家不是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 

成員」、「哪個國家是唯一位於破碎帶上的已開發

國家」等考題。

下圖為國際關係導論課程。雖然我在臺大便已

修習過國際關係，但這裡的考試仍並不簡單，當人

機率極高。

下圖為Martin教授與Bohumil教授師徒。Martin 

教授的地位類似於系主任，Bohumil教授則是剛畢

業的博士。兩人開的課可說是本碩士班的台柱。其

中，Bohumil教授主授地緣政治思想，是本碩士班必

修的重中之重，一學期指定繳交四篇報告外，更有

口試期末考。

書室可以借用。洗衣間位於地下室，收費則為一小

時20克朗。健身房位於大宿舍區第一棟宿舍（Blok 

1），每月須繳費50克朗。

宿舍為公用衛浴，一到冬天往往需較長時間等

待熱水。夏天有時會遇上管路維修，會有一段時間

沒有熱水。

七、簽證與其他行前準備

申請捷克簽證的流程有點複雜，我是按照網路

上的攻略申請的。通常從送件（附學校錄取通知書

等），到通知取件，到通過捷克健保保險，到正式

取得簽證，至少需兩個月。因此可說是越快開始申

請越好，否則有同學直到抵達捷克，還需DHL把護

照寄回臺灣補簽證，十分悲慘。

參、修課與校園生活

一、宿舍

9月22日，下飛機後，我即跟隨學伴指引，到布

拉格西北角的風車宿舍（Kolej Větrník）報到。風車

宿舍地理位置甚佳，走路十分鐘即可通於1號及2號

電車，2號電車並可直達市中心。走路十五分鐘即可

到地鐵綠線Petřiny站。

大宿舍區共分四棟建築，我住在離電車站最遠

的一棟，即第四棟宿舍（Blok 4）。整個大宿舍區

只有報到處一處有會說英語的工作人員。其餘個別

宿舍建築內，皆只有捷克舍監。捷克舍監多為老嬤

嬤，人非常親切友善，喜歡跟學生們說捷克語。

抵達宿舍後，我被分配到單人房，空間寬敞。

房內是橘色的燈光，非常典雅。如需讀書，另有讀

■ 捷克舍監。

■ 宿舍房間一。

■ 宿舍房間二。

■ 宿舍衛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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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隊

到查大後，我第一週就去信，要求參加擊劍校

隊。這也是我到捷克後最不悔的選擇之一，我有一

大半捷克朋友都是在校隊中認識的。同時，在滿滿

捷克文的環境中，捷克文也會加速進步。在擊劍隊

中，擊劍技巧進步的同時，我也跟著擊劍隊一起出

遊、去皮爾森比賽、去邊境滑雪。

六、課餘聯誼

上酒館是西方人非常習以為常的聯誼方式，常

常眾人一坐下來就是好幾小時，天南地北地聊。而

眾人有時一齊前往浴場，在浴場裡也是一待幾小

時，花200克朗左右，一午泡在池子裡。

■ 擊劍照。

■ 眾人前往蘇台德區某個邊境小城一起滑雪的快樂寒訓。

三、捷克文

在查理大學期間，我也參與了文學院的捷克文

課程。查大給外國人的捷克文課程非常有趣，每堂

課都設計遊戲，讓學生們在輕鬆的氣氛中學習捷克

文。下圖為聖誕節前最後一堂課，老師要求大家分

享自己國家的聖誕習俗。我帶了憲法跟國旗到課，

跟大家說明這天是中華民國的行憲紀念日。

四、考試

捷克的期末考試並不是在一天中舉行，而是

有個「考試月」。各科老師都會指定至少三個日期

給學生們考試，我當然是選擇早考早放假。而提早

考試還有個好處是，根據捷克學制，若第一次考試

失敗，可以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重來。重考雖然最高

只會有E（考試結果有A、B、C、D、E、F六個等

第），但總好過直接被F。

■ 與Romancov教授合影。

■ 與Jan教授合影。

■ 捷克文課。

■ 捷克修課表。

下圖為Romancov教授。Romancov教授主授歐

洲史（正式課名為地緣政治與地緣策略），算是所

有課程中相對輕鬆的。教授的考試內容也比較偏重

記憶，期末考為ABC選擇題，可能出現「某某會議

是在哪一年份舉行」這種考題。

下圖為Jan教授。Jan教授主授軍事史（正式課

名為戰爭、國家與社會）。教授野心宏大，上學期

爬梳從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一路到近現代的

戰爭思想；下學期則主要介紹Stephen D.Biddle的戰

爭模型。雖然課程本身輕鬆，都屬於開放式討論，

但Jan教授的期末考可說是最具挑戰性的，不僅要

熟讀讀本，下學期更是直接考模型實作報告。如無

相當之準備，很可能直接被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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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行萬里路

既然來到歐洲，除了學業上的精進外，最重要

的大概是要「行萬里路」！誠如在羅馬遇到葉門人

時，葉門朋友對我說「出外旅行能更認識自己」，

旅行使人廣闊，冒險使人成長。下圖為冰島藍湖溫

泉。

■ 學生會邀請羅然 (Olga Lomová) 教授演講，講述「捷

克漢學簡史」。柯良叡大使出席。

■ 學生會拜會捷克中華民國臺灣商會。

■ 學生會成員與柯良叡大使共餐。
■ 比薩斜塔眾人合照。

■ 冰島藍湖溫泉。

■ 布拉格僑胞年夜飯，學生會長致詞時間。 ■ 學生會參與臺灣協會華語教學中心的開幕典禮。

■ 酒吧。

■ 湯圓晚會。

■ 捷克總統就職大典時，眾人一起到布拉格城堡舉國

 旗。
肆、捷克臺灣學生會

我到了布拉格後，擔任捷克臺灣學生會會長。

捷克臺灣學生會為團結臺灣學生、促進文化交流的

團體，平均每月舉辦一次大型活動。下圖為冬至湯

圓晚宴，我們邀請外國學生一起來煮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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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動態

在民國80年、81年班畢業系友的籌辦下，睽違

兩年的系友大會於2022年12月10日晚間，假徐州路

2號庭園會館1樓舉行。去年系友大會因為疫情而停

辦一次，相信令不少系友扼腕，因此本次大會獲得

系友們熱烈響應，席開二十七桌。系友亦熱心捐贈

豐厚的摸彩獎品，除了3支iPhone、55吋電視等大

獎，亦有許多禮包、名酒等好禮。

傍晚時分，在輕音樂及懷舊影片的陪伴下，系

友們陸續走入會場，雖然大會還未正式開始，系友

卻早已迫不及待地與久未見面的同學、學長姐及學

弟妹們熱情交流。雖然當晚會場外寒風凜冽，但走

入會場內卻是溫馨無比。隨後，在81年班的汪純怡

學姐、碩專班16屆的張茂楠學長的主持下，系友大

會正式開始。主持人首先請與會者起立唱校歌，螢

幕上同時播放著含有臺大人、景、物的校歌影片，

相信讓系友憶起不少當年的青春時光。

■ 胡定吾會長致詞。

2022年系友餐會花絮
文 / 蕭宏達（政研二）

陸、後記

少年們，要胸懷大志！～威廉·史密斯·克拉克■

■ 眾人在葡萄牙波多的合照。 ■ 在科索沃教當地小孩氣功。

■ 在北馬其頓過境時，護照被刁難。安然交涉過境後，在

 首都斯科普里遇到同車的丹麥朋友們。

■ 在羅馬尼亞遇到的旅舍老闆的媽媽，手藝十分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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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韓國kpop流行舞蹈表演，來自臺大世界風格舞

社的政治學系學妹新田萌繪則與81級的社會系系友

Nadia潘玟伶帶來跨世代的朝鮮舞演出。值得一提

的是，朝鮮舞表演的指導老師是80年班的洪琬瑩學

姐，學姐也在臺前為他們錄下婀娜身姿，供日後回

憶。表演者們的精彩演出，為與會者帶來了視覺與

聽覺上的享受。

在表演之餘，現場也播放了81年班的懷舊影

片，記錄著學長姐們的青春回憶。而本場活動的重

頭戲——摸彩活動則穿插在各項表演之間，將活動

氣氛維持在高點。與會者不時仔細聆聽主持人口

中唸出的幸運號碼，希望自己除了能帶走滿滿的回

憶、也能抱回大獎，滿載而歸。

在最後宣布會長及副會長改選結果之前，80、

81年班的學長姐上臺溫馨合唱《萍聚》，也是80年

班的前系主任張登及教授亦藉此一展歌喉。「人的

一生有許多回憶，只願你的追憶有個我」，相信這

首歌已唱進與會者的心坎。根據改選結果，系友會

會長、副會長及理事皆順利連任，未來一年將繼續

為系友會盡心盡力。系友大會在一片歡騰中結束，

系友們紛紛在臺上與同學及老師合照留念，才依依

不捨的離開會場，期待來年系友大會的到來。■

■ 榮獲臺大2022年傑出校友的知名企業家韓定國。

■ 81年班的學長姐合照。

■ 學長姐合照。

■ 在學的學弟妹們。

■ 合唱臺大校歌。

接著主持人陸續請諸位嘉賓上臺致詞。胡定吾

會長在致詞時介紹了數位在各領域表現傑出的系

友，藉此讓後輩多認識他們、向他們看齊，也說明

同學們畢業之後多元發展的無限可能。本次系友大

會也確實冠蓋雲集，包含現任總統府秘書長李大

維、榮獲臺大2022年傑出校友的知名企業家韓定

國、前駐美大使高碩泰、前財政部部長劉憶如、僑

委會委員長童振源等。

社科院院長蘇宏達教授則感謝系友們的協助，

讓臺大政治學系能在國際上有傑出的表現。代表80

年主辦班的黃睿文學長在致詞時更直接高歌一曲，

一邊高唱其自行改編的《往事只能回味》，一邊播

放著其精心製作的懷舊影片，將現場氣氛炒熱。

在享用美食的同時，主辦方也為系友安排了舞

蹈表演。來自臺大小海豚mv舞蹈社的幹部帶來了

■ 81年班的學長姐合照。■ 主持人碩專班16屆的張茂楠學長與81年班的汪純怡學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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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2023年

1/4

【Journal Editor Meet】

■講題：Journal Editor Meet

■講者：哈佛大學Steven Kelman特聘教授

1/6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US and China Relationship

■講者：Prof. Steve Kelman（The Weatherhead Professor of Public Manage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1/10

【畢業校友演講】

■講題：Contracting Out Discrimination: How Do Service Provider Sector and Cost  

            Saving Information Affect Citizens’ Blame for Discrimination?

■講者：洪琬茹（美國Rutgers大學博士候選人）

1/10

【畢業校友演講】

■講題：Do Citizen Perceptual Align with Archival Performance Measures：A 

            Meta-Analysis

■講者：許弘毅（美國Rutgers大學博士候選人）

3/17 【全球共善學思會「善治理：政府、民間與企業的共善與共責」】）

3/18 【2023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會】

4/10

【尖端講座系列】第三十五場「歐中關係的範式轉向—背景及影響」

■講題：歐中關係的範式轉向—背景及影響

■講者：張倫（法國CY 賽爾奇—巴黎大學CY Cergy-Paris 教授）

4/28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A Lost Decade for Democracies?

■講者：黃凱苹（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政治學系學術活動大事記

■ 2022年系友大會，主辦班81年班、協辦班80年班系友合照。

■ 71-75年班的學長姐合照。■ 頒發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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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6/30

【美國博班申請攻略工作坊】

(Workshop on Application Strategy for US Ph.D. Programs)

■講者：Professor Amy Liu,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T Austin

7/10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Conditions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Violence

■講者：王宏恩助理教授（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

8/22 【設計研究工作坊】強化民眾進行資源回收行為與品質

8/24 【提升民眾搭乘公共運輸的行為工作坊】

9/25

【課堂演講】

■講題：從研究室走進監獄

■講者：陳健民教授（現任政治大學社會系客座教授）

9/26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海國」日本的政治思想與臺灣論述：從「臺灣出兵」到殖民統治

■講者：藍弘岳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9/26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南海之國際合作」國際研討會】

9/27

【課堂演講】

■講題：行政法人圖書館

■講者：林奕成（高雄市立圖書館代理館長）

9/28

【2023臺大政治學系友職涯分享系列座談】場次一 

■主題：The Paths Less Traveled: Unique Experiences and Career Paths for PoliSci 

           Majors

■講者：B97 國關組 楊凱皓（Assistant Professor at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B01 政論組 廖羿雯（Music Therapist at The Children’s Trust）

日期 活動名稱

4/28 

【本系專題演講】

■講題：死中求存的絕境策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決策揭秘

■講者：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 Hoover Institution 研究員、中國與亞太研究

            學會China and Asia Pacific Research Society會長）

4/29

【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活動】

■講題：《中共秘書政治的百年史》新書分享

■講者：蔡文軒（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

5/4

【課堂演講】

■講題：俄烏戰爭的觀察與啟示

■講者：揭仲博士（淡江大學戰略所助理教授）

5/18

【課堂演講】

■講題：認識國合會：臺灣援外經驗分享

■講者：李志宏 副秘書長（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5/19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作為方法的中國政治思想

■講者：安井伸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5/23

【公共管理與政策評估應用方法工作坊之系列演講】第三場次

■講題：稅務智慧化服務與數位轉型

■講者：張文熙主任（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5/25

【課堂演講】

■講題：全球經貿秩序將何去何從？

■講者：顏慧欣 副執行長（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6/7

【地方治理之績效評鑑與重大個案分析團隊工作坊】

■講題：臺北市政府一級機關首長流動與背景之分析

■講者：洪美仁（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 副教授）

6/13 【《疫情後的民主狀態》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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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11/1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治以領政？中國政治思維的一種演示

■講者：許雅棠（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11/1

【課堂演講】

■講題：重⼤政策議題-淨零碳排百寶箱

■講者：魏國彥（前⾏政院環保署長／逢甲⼤學創能學院講座教授）

11/14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公部門應用人工智慧推動現況與挑戰

■講者：張文熙（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任）

11/17 【「習近平第三任內的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12/7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From Liberal to Illiberal    

            Authoritarianism

■講者：Dr. Stephan Ortmann（Assistant Professor ,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2/25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待確認

■講者：王元綱（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日期 活動名稱

10/2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The Survival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Problems of Power Sharing and 

            Control in Xi Jinping’s China

■講者：蔡文軒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10/2

【2023臺大政治系友職涯分享系列座談】場次二

■主題：Careers in Data & Consulting in the US

■講者：B01 政論組 俞斯敏 Szumin Yu（Senior Data Scientist at CVS Health）

           B99 國關組 施博旺（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Consultant at AECOM）

           B01 國關組 傅馨霈 Abby Fu（Senior Analyst, Market Intelligence at DAI）

10/4

【課堂演講】

■講題：行政法人二三事

■講者：李天申（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10/11

【課堂演講】

■講題：長照政策之發展

■講者：王光旭（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10/12

【公共政策與評估應用方法工作坊之系列演講】第一場次

■講題：臺灣空氣污染治理與未來規劃

■講者：蔡孟裕司長（環境部，大氣環境司）

10/14-15 【「印太戰略與供應鏈重組：認知與概念再轉變的日本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10/14 【2023年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公民參與及治理績效】

10/26

午餐演講系列】

■講題：質性研究的進程與反思：參與式預算的個案探討

■講者：孫煒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