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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才所長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 

「紀念吳俊才先生—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 
  

        

 

 因為感念吳前所長俊才對於中國大陸研究的付出與貢獻，東亞所草創時的學生們、吳前

所長的親屬們，偕同東亞所師生與其他貴賓共同在 105 年 12 月 24 日，於本校社資中心數位

展演廳舉辦「吳俊才所長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本次紀念活動特別配合東亞所所慶選在同一

天舉辦，在緬懷吳前所長風範的同時，展望未來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術前景。又因為吳前所長

為基督徒，加上紀念活動正值平安夜，使得紀念會場沾染寧靜與平靜，並滿溢溫馨和感人的

氛圍。吳俊才（1921 年 12 月 25 日─1996 年 8 月 26 日），湖南沅江人，畢業於中央政治學

校（政治大學前身），曾隨羅家倫大使前往印度，並取得新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1949

年後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留學。民國 56 年，吳前所長奉蔣總統之命創辦本所，宗

旨是研究共黨問題、培養反共人才，實則是實踐吳前所長一生不變的書生報國理想。吳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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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致力尋求擁有瞭解中華文化、並對共黨問題有深厚研究功底的

專才來任教，同時吳前所長不吝向國際分享台灣所擁有的寶貴學

術資料，努力將台灣與國際學術接軌。 

 在紀念活動中，吳玉山院士首先詳盡介紹吳前所長的身世，

兩位吳家姊妹也向眾人娓娓道來關於吳前所長的點點滴滴。 

吳玉山院士感性地回憶自小伴隨東亞所成長的過程，他在東亞所舊址金華街成長、念

書、畢業，與本所的緊密關係猶如東亞所的「所子」一般。同時，吳院士點出本次紀念吳前

所長的真諦：「懷念他、想想他對我們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吳前所長開啟中國大陸研究學術之先河，不遺餘力地培養相關領域專才為

國奉獻。丁主任表示吳前所長過去培養出台灣第一代的中國大陸研究與國際研究人才，無疑

為這些領域做出重大貢獻；一如吳涵碧女士風趣地指出的：「俊才，『俊』應為動詞，因為他

造就你們這些『才俊』。」 

 第二是吳前所長把東亞所打造成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從這個意義上，每一個東亞所的成

員都是東亞所的「所子」。創所第一屆的施哲雄老師充滿感情地回憶：「吳前所長對朋友像家

人，對學生如子女，也因為像家人，我未曾見吳老師生氣。」；張良任代表感念一生的成就都

跟東亞所的訓練與栽培有聯繫，認為吳前所長不但非常關心學生的日常生活，還照顧學生的

未來與前途、積極介紹工作；邱坤玄教授當時雖然不是念東亞所，但也因為論文指導的緣

故，與吳前所長及東亞所結下不解之緣。他表示吳老師「對自己負責」的教誨影響自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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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抉擇，而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吳前所長在海外任大使時，百忙之中還親筆回函，可見吳前

所長待人處事的細膩與真誠。 

 時至今日，吳前所長的風範與理想仍有被後人紀念與傳承的

意義。吳玉山院士認為，除了追求學術成就與榮譽，台灣更需

要有政策意義、能夠有助國計民生的研究，紀念活動就是要突

顯這種日漸消逝的傳統學術典型。他認為本所傳統是「知識報

國」，呼籲相關研究者應該努力盡一個知識分子關心社會與國

家的責任。寇所長則認為今昔「權力與知識關係」有所轉變，東亞所的學術訓練必須兼顧社

會科學的方法訓練與政策實務的運用，才能開創本所的康莊未來。東亞所至今已有 48 年深

厚基礎，若能堅持不懈、努力奮鬥，東亞所的下一個 50 年勢必更加燦爛。 

國研中心主任丁樹範與東亞所

所長寇健文致開幕詞，貴賓包含曾

受吳前所長照顧的創所時期老所友

們也都一同出席此次盛大的紀念活

動。此外吳前所長的親屬亦受邀致

詞，其中包含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吳德里與吳涵碧姊妹等，皆親臨紀念活動現場發表動

人談話，詳細談話內容與更多照片將會發布在東亞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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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 

「變遷中的亞太格局與兩岸關係」 
 

 

 東亞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於 12 月 23 日共同主辦第十二屆「兩岸和平研

究」學術研討會。此次研討會在台灣新政府新政半年與美國川普當選的國內與國際新情勢下展

開，尤其是兩岸關係急凍的艱難情況之下，邀請的大陸學者都能順利出席，過去 12 年間東亞

所歷屆師長建立的長期信賴關係，在最後一刻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大會主題圍繞在和平的追求與深化之上，本所所長寇健文認為兩岸關係的國內外局勢都步

入新的階段，研討會的舉辦正合時宜；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李明表示目前官方不通的情形下，以

學術交流的方式共同為和平前景作出貢獻特別有意義；田野副院長也肯定東亞所與政大在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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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持續深化上的貢獻；邱坤玄教授則明確指出，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兩岸共同目標仍是

追求和平。 

 本次研討會分為四個場次，共有八篇論文發表，內容遍及美國大選、亞太局勢、大陸情勢

以及國內變遷等。大陸學者傾向以衝突視角切入國際關係互動，並聚焦於美、日可能發動的經

濟戰略圍堵；我國學者則認為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並非互斥，北京應以平常心看待，避免過度

反應所造成的反效果。當然，有問題就有相應的解決方法，衝突爭端解決機制也在討論之列。 

學生王嘉生表示，透過今天這場活動，聽到有別與以往不同的觀點，獲益良多。整體而言，

今日會場討論活絡，不同觀點的匯集不但給會場增添活力，也替兩岸和平前景開闢了道路。 

本次研討會除了李明院長與寇所長到會以外，出席的所上老師尚有丁樹範、王信賢、王韻、

邱坤玄、黃瓊萩、鍾延麟、魏艾，以及施哲雄老師賢伉儷等等。同時，尚有人民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副院長田野所帶領的七位人大學者代表團，以及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亞太和平研

究基金會副董事長陳忠信等，多位著名國內外時事觀察家前來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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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活動與新聞 

 

陸銘教授 

「中國大陸經濟的近期趨勢與長期戰略」專題演講 
  

本所王信賢教授邀請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

座教授陸銘，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前來政大演講。此次講演主題是「中國大陸經

濟的近期趨勢與長期戰略」，陸教授雄辯滔滔、講題生動、論點尤其讓人耳目一新，當日綜合

院館 11樓場地也被本所師生與旁聽者擠得水洩不通。 

 與坊間一般的評論不同，陸銘教授認為中國大陸經濟問題的關鍵是內部資源錯置而非全

球競爭，應該透過戶籍、土地等全方位的改革，提升潛在經濟成長率並脫離中等收入陷阱。

例如面對當前人口紅利的消失，可以用放寬都市戶籍、提升農村居民教育、廢除退休年齡等

方式來因應。對於長期戰略問題，陸銘教授提出「宏觀問題出在微觀上」、「總量問題出在結

構上」、「有供給的地方沒需求，有需求的地方沒供給」等言簡意賅的說明，詳細透析了時下

中國大陸經濟情況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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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活動為東亞所本學期首場「中國大陸系列專題演講」，未來本所將陸續邀請各方專家

學者，對不同主題深度探討，讓全校全體師生一起認識中國大陸，也歡迎師長與先進在未來

推薦講題與講者。 

 

 

當代中國青年研究論壇 

今年 10 月 19 日與 26 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頂尖大學聯絡辦公室」偕同東亞研究所

共同舉辦「當代中國青年研究論壇」小型學術討會。最特別的是本次論壇為熱心的碩士班學

生主動提出與承辦，加

上薛健吾老師賣力支持

並邀請多位中國大陸研

究領域中的學術新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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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作為講評人。活動出乎預料吸引了眾多外系所學生的參與，實際參與人數與報名人數超

乎預期，活動場地不得不數次更換。 

本次學術研討會分為兩個場次

舉辦，參與本次學術研討會的發表

人皆為東亞所的新生代學子，包含

方恩斌、姚科名、張士峯、陳定

槤、廖志輝、賴聖雅等；而受邀與

談的評論人更是不乏本所畢業的前輩與先進，此次有幸邀請到吳文欽、邵軒磊、張廖年仲、

湯智貿、黃士豪、蔡文軒、關弘昌等校內、校外的老師及學者專家一同與會交流。兩個場次

的研討會現場討論熱烈，參與同學的規模可謂盛況空前。 

本次論壇反映良好，主持人以及與會嘉賓樂見類似的學術性質研討會在本所萌芽、成

長，並建議將來要在這方面繼續努力辦理，也希望未來所友多多支持這樣的活動，給予本所

年輕有生力量一個表現的舞台與磨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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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挑戰：面對中共十九大」學術研討會 
 

東亞研究所於 105 年 9 月 30 日偕同中共研

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及國家圖書館等，

共同舉辦「發展與挑戰：面對中共十九大」學術

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吸引超過 250 位人員共襄盛

舉，並有多家媒體記者到現場採訪。本次研討會

發表的論文主題深度關切現今中國大陸及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參與者除了專家學者以外，

尚有許多國外駐台單位之官員及其相關研究人員前來與會，台上與台下的討論一樣精彩。 

 中國大陸將於 2017年召開「十九大」，為進一步瞭解與掌握中國大陸各方面的發展及台

灣可能面臨的挑戰，本次研討會總共發表九篇學術論文，圍繞在習近平治理下的經濟與社

會、政治與軍事、兩岸關係與區域安全等三大重要主

題。整體而言，本次會場的討論氣氛熱絡，在場參與者

的問答與意見交流更是本次研討會的重頭戲，如：「王

岐山會不會留任常委」、「習近平會不會修改任期」等等

辛辣的問題都成為焦點，場次結束之後還有記者追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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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老師台灣與教廷邦交等問題，可見研討會受到的肯定與矚目。 

 本次研討會在國際事務學院李明院長的開幕致辭中展開，隨後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邱垂正教授發表專題演講。邱副主委以「兩岸情勢與政府兩岸政策」為題，配合當下

兩岸關係局勢，完整地針對新政府的兩岸政策、立場及觀點做出詳盡說明。整場研討會聚焦

在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政治、軍事、兩岸關係與區域安全等領域的探討，有助於中

國大陸研究社群精進對習近平政府的瞭解，以及讓台灣社會更能體認我國所面臨的挑戰。 

與會者與東亞所同學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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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東亞研究所 招生說明會 
 

  每年九月都是本所吸引各系所人才成為

「未來東亞人」的重要季節，東亞所於 105

年 9 月 3日下午在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北棟 11

樓舉辦招生說明會。本次活動主要是向參與

者介紹東亞所的現況與展望，說明本所碩、

博士班的招生考試等議題。本所所長寇健文、鍾延麟與黃瓊萩等多位老師共同出席與會，其

目的是希望讓有意報考本所的考生進一步瞭解東亞所，同時解決考生們在推甄、入學考試時

可能面臨的相關問題。 

 當日與會者熱情分享自身與中國大陸的交流經歷，並針對學習、考試準備以及課程上的

問題發問。有許多考生曾有赴中國大陸交流或是交換等相關經驗，在認識陸生朋友與中國大

陸後，驅使他們對想要對相關領域有更深入瞭解，因此前來參加招生說明會。 

 另外，今年更是邀請了剛上榜的新生以及熱情的學長姐們到會分享，除了提供甄試、考

試準備過程與學習經驗以外，還分享了自身在東亞所的求學收穫。會後，全體師生分別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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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所提出的問題給予建議以及解答，相處氛圍融洽。我們期待所友們也能多向親友推薦東

亞所、鼓勵對於相關領域研究有興趣的年輕學子一同來瞭解、參與東亞所的招生活動。 

 

105 年東亞研究所 迎新餐會 

 

  東亞研究所為了歡迎碩一新生的加入，

同時讓新生可以快速融入東亞所大家庭， 

本所於 105 年 9 月 19 日晚間在燕樓小館舉

辦迎新餐會。除了今年的碩一新生以及碩二

的學長姐外，東亞所所長寇健文、丁樹範、

王信賢、薛健吾、黃瓊萩、鍾延麟等多名所上老師一同到會迎新。 

 為了要進一步的認識學弟妹，並快速增進彼此之間的情誼。在餐會的過程中，碩二學長

姐們充分發揚本所失傳的優良傳統，透過遊戲的方式與學弟妹們熱烈互動，為活動增添許多

熱鬧、愉快的氣氛。 

 碩一新生陳冠宇表示：「所上老師和學長姐都非

常熱情，並都給我們新生很好的祝福。」本所向

來有聚餐、出遊的固定行程，在聯繫所上師生情

感的同時，共同攜手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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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草嶺古道一日健行 
 

 今年東亞所所遊於 105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舉辦，地點選在東北角的草嶺古道。草

嶺古道在每年 10 月、11 月之時芒花盛開、秋風輕拂，向來為國人郊外踏青首選，難度平均

的路段適合全體師生一起踏青！ 

 本次東北角草嶺古道健行活動全長規劃

11.1公里，由所長寇健文賢伉儷陪同全體學生

與所友參加。全體師生一大早就精神煥發，只

消耗兩個小時就越過「跌死馬橋」、「雄鎮蠻

煙」、「虎字碑」、「埡口觀景亭」等著名景點，

並抵達埡口稍作休息、享用福隆便當。當日晴空萬里、艷陽高照，但整體的步行速度卻超乎

預期，可見本所師生各個身強體壯、興致高昂。 

 草嶺古道埡口觀景亭的景緻宜人，加上碩一新生積極響應本次所遊，使這次健行注入不

少樂趣與朝氣。健行結束後，一行人前往松山「二空眷村小館」共同享用特色餐點，而依舊

神采奕奕的同學們更立志挑戰自我，相約下一次征服難度更高的合歡山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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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集所史資料 ，書寫個人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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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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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韻助理教授 

執行編輯：姚科名、林亮希 

美編：林經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