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4月24日本通訊訪談了東亞所成立之後，第一屆招考進所的碩士班學生，同時也是當年榜首的施哲雄

老師。施老師完成碩士學位之後，在吳俊才老師的推薦之下，先在國研中心工作半年，後來回到東亞所擔任

行政講師一職，且於民國70年，東亞所創立博士班之後，順利考上，成為第一屆博士班學生。施老師半生皆

為東亞所奉獻，在擔任東亞所教師與所長期間，提攜學生不遺餘力，不僅親自帶領學生走遍中國大陸，身教

言教並行，同時在兩岸學術交流的草創時期孜孜不怠，不僅親眼見證兩岸關係的歷史演變，更投身其中，促

成多場重要的交流活動與協議。

以下節錄部分施老師於訪談中分享的經驗與給後輩的建言：以下節錄部分施老師於訪談中分享的經驗與給後輩的建言：

◎“以前東亞所學生都住在國關研究所的宿舍，天天生活在一起，相互提攜、活動，感情很好，十分

團結，這種情感的連結對於出社會很重要，出社會朋友多很重要，能相互幫助。＂

◎“對大陸的認識和實地到當地很有關係。人是生活在自然之中，自然會影響人的一切，包括思想，

所以先了解當地的地理歷史等，才能用更全面的視野分析它的政策戰略等等。＂

◎“現在時空不一樣了，現在學生出社會不一定只能走大陸研究這條路，培養多元能力是很重要的，

要應變社會的變化。加強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越強，發展的空間越大，越不受限。有機會也多參加證

照的考試，以備不時之需。總之，在未來的發展方面，第一是能力，第二是機運，第三是人脈。除了照的考試，以備不時之需。總之，在未來的發展方面，第一是能力，第二是機運，第三是人脈。除了

專之外還要博，這樣子和他人聊天時才會有內容。現在東亞所的優勢和以前比較起來較少，所以充實

自己很重要。＂

本通訊自第三期起，將以特輯方式陸續報導東亞所

重量級所友的人生與職場經歷、對東亞所的期望、

對後輩與學弟妹們的鼓勵等，希望藉此重現東亞所

歷史與彰顯東亞所精神之外，更藉由前輩們的經驗

分享，承先啟後，進而連結東亞所每一位成員之間

的情感。



本次專訪內容因受限於版面，僅重點摘要記述，詳細專訪內容，將全文登於本所網頁上，歡迎全體所友與同學上網檢閱，除重溫年輕時的求學點滴，亦可從

兩位所友的成就汲取豐富的人生經驗。

◎ 老師功能不僅是傳道，更在於解惑。在學校教導學問是基本，更重要的是應該教學生如

何「生活」，若只問教學不教生活是非常遺憾的事。許多優秀學生，應有更好發展，卻只能

受限於環境或前規則，晉升到一定位階後就無法更上層樓。或許「溫良恭儉讓」是成為優秀

學生的基本功，但如何在社會上生存，是需要更多磨練與體悟。

◎ 「檢討失敗」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不僅重新審視自己為何失敗，還要檢討其他客觀條件。

◎ 「全神貫注」也是成功的不二法門。應在人生關卡中，只選擇幾件大事，並且全神貫注

投入方有成功的「機會」。投入方有成功的「機會」。

◎ 對於東亞所未來的發展，期望能夠集合「眾人之力」，時常舉辦聚會及活動凝聚

所友與所上師生的向心力；發揮創意設計專屬東亞所的紀念商品。最重要的，必須

擴大與外界連結，將東亞所的人文與精神向外傳遞、發揚光大。

◎“經常有人問我什麼時候到大陸最好，我的回答是:身體健康最好!所以建議同學先把身體練好，不

管到哪裡去，都要用身體適應環境，而非等環境來適應你的身體。所以終身培養一種運動非常重要。

再者，沒有範圍，範圍最大。最好是不要預設條件，才能讓自己去觸碰許多事物，而後體驗意想不到

的收穫。＂

 104年4月28日本通訊訪談第二屆碩士班同學，同時亦為當年

榜首的張邦文所友。邦文所友係軍人子弟，因緣際會下與東亞

所結緣，其選擇了與一般所友不同的發展道路；多元的職業選

擇，諸如，從經濟部研究員再轉到陶瓷公司擔任董事長特助，

還曾考上外交官、華航空少、廣播公司播音員，以及中視記者

等，期間亦有機會擔任總統秘書，但受長輩提醒「你的前途是

繫在這個人身上」；經過漫長思考，決定放棄這夢寐以求的大繫在這個人身上」；經過漫長思考，決定放棄這夢寐以求的大

好機會，重新選擇回到商界繼續努力。其後和幾位合夥人共同

創辦目前任職的開屏建設，參與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浦東新區的建設。正當事業處於高峰，健康出現警

訊，邦文所友心想人生不應該是這樣的結果，毅然決然回到台灣休養，沒想到開啟了人生另外一個新

的階段：運動；在三鐵運動界創造了另一個嶄新的領域。以下節錄部分邦文所友於訪談中分享的經驗

與的建言：



本屆所慶晚宴於103年12月19日盛大舉行，多位來自公

私部門與學術界的所友共襄盛舉，還有所友自海外歸來

，特地出席母所所慶，足見東亞所大家庭成員間的感情

與向心力。所慶籌備活動由碩一同學負責；同學們自組

一個攝影團隊，以製作影片作為慶祝所慶的表演方式。

影片以「新舊東亞所」作為主題，拍攝過程中邀請了幾

位東亞所的前輩與學長，由他們擔任各屆畢業所友代表位東亞所的前輩與學長，由他們擔任各屆畢業所友代表

，分別錄製一小段他們對東亞所的談話。影片後半段的

主題是「在東亞所的一天」，內容呈現目前東亞所學生在所裡的生活，希望使所友們可以更了解現在的東亞

所，同時也可以與所友們在學時期的生活做比較。影片末段介紹部分東亞所過去留下的經典照片，除了表達

繼承東亞所精神的主旨，還有繼往開來的意涵。所慶期間，活動籌辦人員（碩一同學為主）全部著正式服裝

，藉此表示對於所慶活動的重視與專業精神。

                                                                                              本所於去年12月19日舉辦第十屆「兩岸和平研究論壇」，

                                                                                              主題為「服務貿易協定爭議之後的兩岸關係與東亞情勢變

                                                                                              遷」，會議首先邀請施明德先生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

                                                                                              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之後由兩岸專家學者，包括中國

                                                                                              人民大學國關學院的陳岳、時殷弘、王英津、李慶四等教

                                                                                              授，台灣方面的石之瑜、童振源、許振明、何思慎、楊昊                                                                                              授，台灣方面的石之瑜、童振源、許振明、何思慎、楊昊

                                                                                             、陳一新、范世平、黃奎博、張登及、劉世忠、張廖年仲

                                                                                              等學者，以及韓國成均館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玉教授

                                                                                              與高英姬研究員，以小型討論會與半閉門會議的形式，共

同探討服貿協定如何引發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觀感的歧異、東亞國際社會的變遷，與兩岸關係的發展等議題。



由本所碩士班學生主辦之東亞所師生所遊，於103

年12月20日與21日舉辦，所遊地點為奧萬大森林

遊樂區與清境農場。本次所遊最特別之處，除了重

續東亞所師生定期出遊的良好傳統之外，更邀請了

前一天出席兩岸和平研究論壇的四位人大國關學院

的老師們一同參加，包括陳岳、時殷弘、王英津、

李慶四等教授。這樣的經驗不僅對於東亞所師生是李慶四等教授。這樣的經驗不僅對於東亞所師生是

頭一遭，對於幾位人大的老師們來說也是很新鮮而

難得的體驗。在兩天的所遊當中，人大老師們與同

團同學互動良好，不僅在遊覽車上共同高歌，用餐

時刻更不吝分享他們在大陸的教學經驗與對於兩岸年輕人異同之處的觀感。

                                                                                             本所於103年12月19日接待由人大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兼中共黨史系主任楊鳳城所率領之15位師生來訪，雙方於

                                                                                             東亞所內舉辦座談會，會後並由寇健文所長與楊副院長代

                                                                                             表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此協議將為雙邊師生進行共同研究

                                                                                            、舉辦學術會議、資料出版合作、以及師生移地研究等工

                                                                                            作提供更多助益與所需協助。人大馬院的中共黨史系建於                                                                                            作提供更多助益與所需協助。人大馬院的中共黨史系建於

                                                                                             1950年代中期，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共黨史黨建和當代中國

                                                                                            史。本所與黨史系自1993年起開啟交流，雙方關係友好，

                                                                                            此回簽訂學術交流協議，將有助於深化雙方未來的合作，

特別是在中共黨史方面的深度研究。



東亞所103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獎學金研究成果發表會」，於今年1月15日在東亞所812教室舉行。「成果

發表會」是由博士班學生主持，東亞所碩博士生自由參加，除會後的頒獎典禮之外，會議期間沒有任何師長

參與，因此是一個完全由學生自主進行的會議。這是一個經驗分享與交流的平台，由獎學金獲獎學生進行研

究成果發表，並開放聽眾提問、討論，同時也提供碩博士生彼此交流的良好機會。本次會議發表人共8名，

研究領域包含涉及中國大陸黨政制度、經濟與社會發展、對外及兩岸關係等多個面向。「會議期間有發表人

分享研究路程上的甘苦、機遇及巧合，也有關於研究方法的辯論，以及關於田野調查的有趣經驗談。會議後

在頒獎典禮上，鍾延麟老師期許各位同學能更專精於自己的研究領域與議題上，但同時也多接觸其他領域，在頒獎典禮上，鍾延麟老師期許各位同學能更專精於自己的研究領域與議題上，但同時也多接觸其他領域，

因為這些經驗都是在為未來自己研究、參與研討會甚至投稿建立基礎」。「研究生獎學金研究成果發表會」

開始舉行至今已經是第3個年頭，這個發表會與獎學金制度結合，讓獲獎學生能更有資源及資金進行研究，

並以發表的方式回饋給所上的同學們。衷心期望這個具有交流功能與傳承意義的活動能持續舉行，成為東亞

所的「新」傳統。

九位來自東京大學、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日本著

名大學的碩博士學生，在日本慶應大學總合研究部准

教授加茂具樹的率領下，組成「2014日本東亞研究碩

博生台灣研習團」，並於11月18日上午於本校國際事

務學院進行論文發表會，由東亞研究所與日本研究碩

士學位學程共同接待。這幾位優秀的日本同學在發表

會中展現個人論文成果，論文題目範圍包括獨島、海會中展現個人論文成果，論文題目範圍包括獨島、海

權、臺中日韓關係、中共重要領導者、中國政商關係

，與非營利組織在中國的發展等。



由10多位碩班同學自發組成小型談話會，密集安排在

103年10月至12月上旬，共計七週的時間進行討論活

動型態跳脫以往制式「照本宣科」，聚焦討論時事脈

動，議題廣泛跨越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以及

兩岸關係等。透過同學們不同研究領域觀點的交換，

儼然是一個專業的「青年論壇」。談話會還安排兩次

專題演講，分別於11/19號與26號邀請中央研究院政專題演講，分別於11/19號與26號邀請中央研究院政

治所助研究員蔡文軒，以及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博士後

張廖年仲研究員。談話會活動促成了所友與在學學生的情感連結，亦從討論過程中交換心得，彼此皆享受

活動所帶來意想不到之收穫。期待這樣形式的談話會能夠一代一代傳承，拓展議題的廣度與深度，並且邀

請各界所友回娘家共襄盛舉，以期增進所友與學弟妹們的感情。

蔣前總統中正先生於1967年2月14日指示創辦東亞所，迄1968年1-6月進入緊鑼密鼓階段，此期間蔣經國

先生曾多次詢問建所計畫、教授陣容與課程內容，希望東亞所要以培養人才與學術研究為重點，並特別照

顧同學的生活和研究環境，並於1968年12月四日東亞所成立後，假國防部接見本所師生，期勉本所師生：

一、很久我就想成立這樣一個性質的研究所，…現在全世界都注意大陸共匪的問題，…但是都不夠

深入，因為缺乏基本理論上的培養…另一個缺點，對各種問題，就是缺少系統，…所以東亞研究所

，應該特別強調：深入研究基本理論，系統整理現有資料。

二、過去，人家說我們臺灣是研究大陸問題的權威，但是，沒有具備理論基礎的研究生來參加研究二、過去，人家說我們臺灣是研究大陸問題的權威，但是，沒有具備理論基礎的研究生來參加研究

，權威是建立不起來的。

大哉斯語，雖然時空與國際局勢已大幅變動，但當年對本所師生的殷殷期許，卻依舊如新，亦如暮鼓晨鐘

般時時警示吾等後學，願全體所友、師生、同仁齊心戮力，勿忘所囑。



民國57年秋天，東亞所正式招生開課，所址暫設台北市金

華街本校公企中心，民國59年春隨同國際關係研究所遷至

文山區萬壽路64號。國研中心原來的馬蹄形，中間的一排

一樓三間，是東亞所學生的教室。

蔡維屏先生當擔任國研中心主任後數年，希望國研中心是全棟樓

，因此東亞所才在國關中心後方另外蓋一棟教室。本圖為曹伯一

所長期間(任期民國63-69年)的東亞所教室外觀。

民國89年8月校本部綜合院館落成，所址遷至政大校園院館的

北棟八樓內，同時與本校外交學系、俄羅斯研究所共同成立國

際事務學院。

本所成立將屆半世紀，走過風風雨雨，有輝煌、有轉型、有改變。從早期的獨霸中共研究，至當今台

灣中國研究百花齊放的情況下，仍屹立不搖地佔有一席之地。「不信青春換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

本所誠摯邀請所友、學長姐們撰寫您們在東亞所求學的回憶，並不吝提供相關歷史的照片和資料，讓

我們齊力回首、重建這段輝煌的東亞所發展史。

請您將資料郵寄至「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綜合院館北棟8樓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收」

或直接傳真(02)29391445，感謝學長姐們的熱情協助。如需所上提供任何協助，請洽張惠梅助教，我

們可派人去現場取件、翻拍照片或是安排訪談錄音，待整理之後再將資料原件歸還給您。們可派人去現場取件、翻拍照片或是安排訪談錄音，待整理之後再將資料原件歸還給您。

相關網址：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相關電話：(02)2939-3091#50801 

電子郵件：eastasia@nccu.edu.tw 

主編：黃瓊萩教授

執行編輯：夏宜嘉、張庭蓁

美編：林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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