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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所半世紀：50 週年所慶專號 

 

        政大東亞所走過半世紀歲月，它是聯繫你我情誼的共同記憶體，也為我國孕育出諸多國家

重要英才。五十週年所慶邀來許多海內外所友前來共襄盛舉，在觥籌交錯與談笑間共同回顧在東

亞所的時光，也在三場所慶系列研討會中展望東亞研究的趨勢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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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五十：回顧與前瞻 

所長 王信賢 

 

 各位學長、學姊與所友們大家好，2018 年是東亞所創所五十週年。不

知各位學長姊是否懷念那段在萬壽路山坳裡求學與生活的日子：住在老舊

但溫馨的宿舍、走幾步路就聽到老師的上課聲、左轉是充滿貼了紅色標記

「限閱」圖書的圖書館、肚子餓了就右轉走向餐廳，甚至是深夜裡伴隨著

蛙鳴的課業討論聲與把酒言歡聲，都令人感動不已。 

 

半個世紀來，東亞所與台灣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一路走來，從萬壽

路到指南路、從革命老區回歸政大校園、從政策研究到社會科學研究，不

變的是東亞所研究的特色，以及在各領域中，眾多所友對台灣中國大陸研

究與兩岸關係發展的貢獻。五十週年所慶系列活動，從 2018 年六月組團赴

首爾拜訪「韓國所友會」開始，到年底的「大國競逐中的東亞局勢」、

「中共黨史論壇」、「兩岸和平研究」等學術研討會，最後並於四維堂舉

辦的「東亞所五十周年紀念晚會暨餐會」達到高峰。此外，我們也出版

《東亞研究》「五十週年所慶特刊」。本人在此先向所有參與及付出的老

師、前輩、學長姐與同學們，致上最為誠摯的敬意。 

 

五十年了，不簡單。面對全球的學術創新與競爭，與兩岸關係局勢的詭

譎多變，全所同仁仍在中國大陸與東亞區域研究領域中持續耕耘著。東亞所

過去五十年在前輩的努力下成就非凡，相信未來五十年會更加璀璨、輝煌。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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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慶學術論壇 
 

 

 
 

 

        東亞所五十週年所慶，為了連結過去半世紀以來東亞所的學術研究傳統與現今東亞發展

局勢，本年度所慶分別以「中共黨史」、「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三大領域，作為所慶

學術論壇的主題。 

 

大國競逐中的東亞局勢 座談會 

       本座談會與會學者，主要為現今在臺灣及韓國學術界的所友，並特別邀請駐臺北韓國代

表部楊昌洙代表蒞臨指導，針對國際現勢與國際關係史進行深入探討。在場次一「中美競逐

對東亞區域的影響」中，李明教授表示自身過去在東亞所求學時期，東亞所對於學生灌輸的

國家認同觀念，直至李教授在學術界耕耘至今，仍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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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座談會場次二「朝鮮半島問題與兩岸關係的比較與連動」結尾時，主持人崔寬藏學

長以自身經歷表示，自己小時候也曾經是來自於北韓的所謂「脫北者」，更敘述了臺灣與韓

國在諸多歷史發展上及國家存在價值所具有的相似之處，並表示自身對於中華民國以三民主

義建國及建設國家的價值相當欣賞，雖然政府過去在大陸時期失敗，但我國的十大建設及經

濟奇蹟，在國際上皆享有相當崇高的聲譽與地位。 

 

中共黨史論壇 

       中共黨史是東亞所重視且極具專長的領域，也是東亞所的特色之一。東亞所自創所至今

始終堅持保有「中共黨史」的課程傳統，根據施哲雄教授回憶就讀東亞所時黨史總共上下學

期六學分，並由郭華倫教授執教。 

 

        適逢東亞所五十周年，中國大陸的黨史研究近年有興起之勢，故此次便與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學院合作舉辦中共黨史論壇。人大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楊鳳城教授表示，人大黨

史系的特色為結合馬克思主義及黨建研究。此場論壇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中國大陸

的政治體制發展」與「地方治理的歷史考察」。前者包括領導體制的遞嬗、幹部制度的變遷、

中紀委運作以及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後者包括 1950 年代北京市高校、前北京市領導人彭真政

治角色及中央地方關係下的海南。此次研討會針對黨史研究的深入探討，為「中共黨史」領

域在未來兩岸學術界交流打下更為扎實的基礎。 

 

兩岸和平學術研討會 

       自 2006 年開始，本所即與人大國際關係學院輪流主辦「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此

次為第十四個年頭，本次研討會首先邀請趙春山教授、蘇起教授、時殷弘教授及林紅教授以

圓桌論壇的形式，以兩岸關係新形勢為主軸，討論中美貿易戰、2018 年縣市首長選舉、中美

台三角關係的變化與影響。第一場次以中共內政為主，包括改革開放 40 年的國家治理、中央

地方紀檢委的演變。第二場次討論主題包括川普的戰略、朝鮮半島局勢與中美競爭、大陸的

融合發展政策，第三場次則將焦點置於韓中關係、星中關係與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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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慶晚宴 
 

       107年 12月 22日，東亞所五十周年所慶紀念晚宴於四維堂盛大舉辦，歷任所長、海內

外所友以及在校師生一同歡慶東亞所五十歲生日。晚宴開始前，由現任王信賢所長帶領在

場所友細數過去五十年的「東亞所大小事」、回顧寶貴的歷史照片，並邀請歷任所長一同

上台為晚宴揭開序幕。適逢五十周年，眾多所友及師長都特地撥空參與這次盛宴，上台致

詞並發表祝福的碩班第一屆韓國所友崔寬藏學長、碩班第二屆張良任學長以及碩士班第十

三屆吳玉山學長在談話前都先自報屆數，現場氣氛和樂融融，碩班二十二屆吳榮鎮學長更

在晚宴中表演一曲薩克斯風，為所慶晚宴增添風采。其實，在報名時就可以感受到眾多所

友對於所慶五十周年的期待，碩班第三屆的周偉玲學姊早在幾個月前就預先幫同屆的學長

姐報名了一桌，還有其他很多學長姐也都以團體報名的方式與會。高雄市準市長、碩班第

十八屆韓國瑜學長特地從高雄北上祝賀，許多海外的所友亦特地撥空回台參與，像是目前

旅美的野口五十六學長、來自日本的佐藤幸世學姊、新加坡的李氣虹學長等都特地趕回台

灣，韓國所友會也在晚宴上致贈東亞所五十週年紀念獎牌。而晚宴上，除了有累積五十年

陣容龐大的所友群眾外，也邀請了人大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者一同共襄

盛舉。晚宴最後由歷任所長一同切下東亞所五十歲生日蛋糕，為晚宴與五十周年所慶畫下

完美句點，也為東亞所下一個五十年的開始獻上祝福與期許。  

            本所現任師長們合影         所友合影           來訪教授與所友合影               在校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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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友的回憶與祝福 

 
 

 

        許多難得一見的所友在短短兩天的所慶活動中現身，參與思想激盪的研討會或是歡騰的

晚宴，編者們一路閃避了熱騰騰上桌的美味佳餚與酒水，穿梭在相互擁抱與問候的人群間，

為讀者找了幾位所友並獻上他們對於東亞所的回憶與給學弟妹和東亞所的祝福。 

趙春山教授 

小檔案   趙春山老師     學位：東亞所碩士班第二屆       現任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首席顧問 
 

在東亞所，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包括黨史和中共意識形態的訓練，除了在個人的生涯中

幫助很大外，在學術上或協助政府制定政策上也有相當的影響，舉例來說，中共意識形態中

的辯證法，其與我們的直線思維方式不同，透過黨史和意識型態的訓練能幫助我們更了解中

共的思維模式。而印象最深刻的所上老師則是吳俊才老師，吳老師認為研究大陸問題，不能

僅單獨研究中國大陸，強調必須深刻理解中國文化及整個區域的態勢，甚至延攬國學大師錢

穆來所上開課。如今大陸所面對的種種問題都與區域周邊局勢密不可分，亦可證實吳老師當

時的高瞻遠矚。透過對中國文化與區域局勢的了解與讓自己看世界更深度。例如我們看兩岸

關係若沒有以上兩項的背景便可能僅停留於現象觀察，無法做更深度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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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山老師 

小檔案    吳玉山老師              學位：東亞所碩士班第十三屆                   現任   中央研究院 院士 
 

我印象最深、對於我往後學術研究與政策制定時的課是郭華倫老師的中共黨史，還記得

郭華倫教授所使用的教材為其所編撰的四冊《中共史論》。我認為中共黨史訓練讓我對中共

整個發展的脈絡能清楚的掌握，不僅僅是停留於理論層次剖析中共。另外中共本身對於黨史

極端重視，是黨員訓練的必要課程，熟悉黨史，吾人較易站在中共視角上看問題，不至於陷

入主觀。 

 

孔裕植學長 

小檔案   孔裕植老師      學位：東亞所碩士班第二十五屆    現任平澤大學韓國絲路研究所教授 
 

過去在就讀東亞所時期，最有印象的課程分別為：李英明老師（中共意識形態研究）與

施哲雄老師（中國社會結構研究），以及魏艾老師的（中共經濟發展研究）。在韓國進入學

術界後，雖然來臺的時間不固定，但與臺灣的淵源來自於過去在政大東亞所師生之間的緊密

關係，也希望政大東亞所這樣的文化，未來能夠持續傳承下去。 

 

陳智菡學姐 

小檔案   陳智菡學姐                   學位：東亞所碩士班第三十六屆            現任  東森新聞台主播 
 

當年之所以會進入政大東亞所，除了自己本身對中共黨史具有濃厚興趣外，就是在輔大

歷史系時期，受到克思明老師的啟發。自東亞所畢業投入媒體業後，雖然沒有專攻中國大陸

及兩岸關係相關新聞的處理，但在政大東亞所所受的訓練，對於自己在媒體業助益甚多，也

鼓勵學弟妹們未來進入職場後，不論從事何種行業，最為關鍵的就是不要有自我設限的想法。 

 

張顧霈學姐 

小檔案   張顧霈                          學位：東亞所碩士班第三十四屆 
 

在東亞所學習的時光非常快樂，並相當高興能夠在東亞所認識一生的朋友，此外，和老

師們密集的往來也是令人回味，除了以前當邱坤玄老師的助教時受老師照顧之外，在畢業後

出了社會仍然經常回來探望老師，當東亞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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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慶花絮 

那些漏網鏡頭 

 

為了給東亞所所友帶來溫馨聚會的

場合，一律謝絕非所友的成員入場。六

位身高皆超過 180的碩一二同學，組成歡

迎團隊兼保鑣整晚站在四維堂入口，讓

入場的所友們彷彿得穿過高牆才能抵達

宴會場，彰顯著東亞所成員身高與責任

感都相當高的特色！（照片：繆宗翰）  

 

本次為東亞所五十週年設計的紀念品如

袋子、變色杯子、紀念服等廣受所友們的好

評，在後方為眾人套量服裝的工作人員們忙

得不可開交。 

       

 五十周年所慶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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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活動快遞 

屬於東亞所的大小事 

 

         壹、東亞所迎新 

       秋天是迎來新生的季節，今年的迎新在 10 月 4 日充滿茶香的貓空茶餐廳舉辦，雖然當天

有些寒冷，卻未減眾人的興致，反將冷天視為多來幾杯的好藉口。除了迎來東亞所 51 屆的碩

一新生外，施哲雄老師、師母亦連袂出席，為碩一新生開講中共趣事，氣氛歡樂、所學甚多。

席間，眾人一杯接連一杯，還額外加點了數道佳餚，讓所有人都能盡情享受、酒足飯飽。 

貳、質化研究講座－王占璽博士 

        本所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邀請東亞所所友王占璽博士回所演講，分享在中國大陸田野調

查的經驗。王博士介紹關於田野調查的基本知識：一二手資料的區別、使用的領域、田野筆

記、田野調查與移地研究的差異等。並邀請聽者一同探討田野調查的類型、理論及文獻的基

礎、訪談過程與場域中研究對象互動以及研究倫理，所上同學對王博士的演講反應熱烈，尤

其是對於訪談過程的技巧，引發積極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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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所史資料 

書寫個人回憶 
 

 

本所成立已屆半世紀，走過風風雨雨，有歡笑、有汗水。從早期的獨霸中共研究，到今天

中國研究的百花齊放，都少不了各位所友們的努力與足跡。 

 

本刊秉持著「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的精神，誠摯邀請所友們分享您在

東亞所的求學經歷、生活經驗與個人故事，用各位所友的回憶，撰寫本所共同的歷史。 

 

Your story, our history. 

-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若您願意與學弟妹分享自身的故事，煩請與我們聯繫。若有需要所上提供任何協助，

請洽張惠梅助教，我們可以派人前往現場取件、翻拍照片或是安排見面訪談，待整理之後再將

原件歸還給您。 

您也可以將資料郵寄至「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64 號綜合院館北棟 8樓」，註明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收」，或是直接傳真（02）2939-1445。我們殷切地期盼各位學長姊們分

享您的故事！ 

網址：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電話：(02) 2939-3091#50801 

電子郵件：eastasia@nccu.edu.tw 

主編：王韻副教授 

執行編輯：林庭劭、陳玟亘、施竣耀 

  

http://eastasia.nccu.edu.tw/main.php
file:///D:/系統資料夾/Desktop/eastasia@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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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秋，東亞所正式創立，至今已逾半世紀，師生與所友間情誼綿綿，英才

現已遍布各界。承蒙前輩篳路藍縷，為了繼續培養東亞後進及所上永續發展，期望能

在有限的學術資源之外，我們誠摯的邀請您參與東亞所未來發展之推動，藉此提供所

上學子獎助學金、田野調查補助經費及所務發展所需資源。東亞所全體師生會珍惜您

的每一份情，我們真誠感謝您。 

捐助金額隨喜，捐款方式則請請參考後附「捐政同意書」，自行參 酌採行適當的

捐助方式，並請記得捐款內容勾選特定用途「東亞所學術發展基金」。若有任何疑問，

歡迎您隨時洽詢所辦公室，再次感謝您。 

 

 

【捐款方式】 
 

 

 

 

 

 

1. 捐款意願書「捐款內容→捐款用途」

請勾選 指定捐贈 東亞研究所   

2. 可現金捐款、支票捐款、郵政劃撥、

銀行匯款與 ATM 轉帳、信用卡捐款、

線上捐款、海外捐款 

3. 相關捐款內容請參見政大「捐政」

網站：http://donation.nccu.edu.tw/ 

 

捐款方式 捐款意願書 
 

http://donation.n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