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23

系友

方天賜老師
撰文／許育瑋

較不好的事情或事物。而在飲
食文化方面，老師提到台灣和
拉丁美洲較為相同的地方在於，
墨西哥人亦會吃內臟，因此在
台灣看到時並不會覺得非常奇
怪。

另外，台灣良好的治安是
老師覺得非常印象深刻的點，
此可能亦為台灣人擔心前往拉
丁美洲的原因之一。老師提到
在台灣遺失東西時，東西通常
會被留在原地或被送到遺失物
管理中心，可能因為台灣人基
於對彼此尊重以及從小的家庭
教育和社會觀念，所以不會隨
便拿取他人的東西，老師認為
這是拉丁美洲國家，甚至是其
他國家應該要向台灣學習的地
方。

台灣可以向拉丁美洲
學習的地方

老師覺得不只是台灣，可
能是整個亞洲，整體的自殺率
偏高，文化較為壓抑，且競爭
過於激烈，因此老師認為台灣
人可以學習如何放鬆，讓生活
在工作及興趣中達成平衡，避
免讓自己陷入太高壓的狀態，
也盡量不要互相比較，陷入相

互競爭的惡性循環。求學、求
職固然重要，但這些並非大學
的一切。重要的是事要知道自
己有在進步，並清楚自己在做
的事，如果能夠做到這些，讓
自己適當的放鬆並非壞事，反
而能讓自己活得更快樂，從事
任何活動也都更有動力。因此
老師推薦大家可以嘗試慶祝生
活中每一個值得慶祝的時候，
可能不一定要是什麼大事，慶
祝一些生活中的小確幸對自己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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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三十：
方天賜老師專訪，
從政大外交到 LSE，
從印度研究到政黨外交

您於政大外交系畢業後，繼續於
政大就讀外交所碩士，最後進入
倫敦政經學院攻讀國際關係的博
士，在這段求學的日子裡，有什
麼特別印象深刻或有趣的事嗎？
在外交系讀學士跟碩士有什麼顯
著的差異嗎？

　　大學時期的時候，外交系同
學彼此的感情都還蠻不錯的，主
要就是大家課外活動聯繫都蠻多
的，以前我在大二當系學會總幹
事的時候系上有新生宿營、書展、
得了好幾屆冠軍的啦啦隊比賽等
活動，讓大家有蠻多時間都會聚
在一起的，很常互動，記得以前
還會整班一起去貓空夜遊，還有
去淡水騎腳踏車。除此之外我以
前也是系棒的成員之一，守右外
野，那時職棒才剛開始，球隊的
學 長 都 蠻 積 極 想 推 廣 棒 球 運 動
的，球隊裡面學長學弟之間的感
情也蠻不錯。那時候還參加過系
際盃的足球賽，因為學長很強所
以我們拿了冠軍，也參加過新生
盃的活動，那時候都會稱自己是
外交系體育組的。學姊也在戲劇
社參加當時學校的戲劇比賽拿了
第四名，大學生活真的是很多彩
多姿。

　　研究所的時候大家因為研究
領域不同，互動就比較少，大家
都 是 著 重 在 課 業 上 的 活 動 比 較
多，跟大學不太一樣。到國外讀
書時除了語言不同之外，接觸到
很多國際學生，這是我覺得跟在
台灣讀書很不一樣的地方，我們
普遍大學外籍生比例還是比較少
一點。

那老師在大學時期有特別要好的
同學、學長姐或學弟妹嗎？

　　有，到現在都還會一直聯繫，
接受採訪的今天剛好有大學同學
跟研究所同學的聚餐，等等採訪
完也要到台北跟研究所的同學聚
聚，像是系上的系主任盧老師。
我們班蠻多同學都到國外工作或
是生活，不少也是外交部的同仁、
大使，要聚會不是很容易，只要
外派的同學回來我們一會找機會
聚餐，甚至去健行、登山。這次
系刊採訪我有跟你們提到江衍迪
（Andy），他就是我們系棒之前
的隊長，現在在南投那裡每天都
在騎自行車，是一個很有故事的
人，畢業後有到中南美洲一陣子，
我跟他也還蠻不錯的。外交系的
同學可能大家都覺得畢業以後就
是當外交官，不過我們班的人畢
業以後，除了外交官以外，有些
當大學教授教書，有些去業界工
作，在各行各業都有不錯的發展，
蠻多元的。那時候畢業考研究所

也是，去考勞工所、經濟所、東
亞所、政治所還有其他學校的也
都大有人在。

那如果要選一段人生經歷是老師
覺得最精彩，最值得回味的，會
是哪一段呢？

　　我想還是大學吧。跟前面的
義務教育很不一樣，大學的自主
性跟能動性都很高，所以過得蠻
多采多姿的，就是青春！做了很
多事，認識很多人，有很多的常
識，時常回憶都會覺得很棒，同
學們即使現在畢業了，也還是很
常在 LINE 群組裡分享一些照片，
大家聊聊一些過往的回憶。

在求學時期，您是怎麼摸索出自
己的人生方向的？有過特別迷茫
的時期嗎？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當時外交系並不是我升學的
第一志願，我一開始是對法律比
較有興趣，但在念了外交系的課
程之後覺得蠻喜歡的，同學也都
很不錯，就沒想轉系了，想說就
好好念完，我那時的成績也都算
中上吧！不過在大四的時候我有
想過是否就走外交這個領域，我
有點想找找看不同的選擇，所以
有修新聞英語還有微積分，修微
積 分 是 想 說 念 點 商 管 之 後 賺 點
錢，但是修了之後還是覺得國關
跟外交比較有興趣，未來的方向
就大概定下來了，就先考了外特，

也有考過，但還是想去國外念書，
就試試看去考公費留學。當時成
為學者走學術領域是我的興趣之
一，試的考公費留學結果考運不
錯就剛好有機會能去英國念書，
才慢慢走國關學者這條路。我自
己是都階段性達成目標再看看有
沒有其他選擇，一直試試看，有
時候就會有些自己沒預期到，也
不錯的機會出現。

工作這種事我覺得有熱情就會蠻
甘願做下去的，就跟你去參加系
學會、系上活動、社團活動等等
是一樣的。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
以把興趣變成工作，但我覺得至
少可以先從現在在做的事情去找
一些樂趣或是成就感，就能一直
做下去，有熱情、興趣，真的是
蠻重要的事情。

老師會覺得現在有一定要升學念
博士嗎？

　　現在你讀什麼科系跟你做什
麼職業不一定完全相符，念到博
士也不一定會有你預期中的理想
收入，但蠻像是一個人生目標的。
我以前也有問過學長念博士這件
事情，他那時是跟我說：「現在
這個年紀比較有機會念，要想想
看自己如果不念到四十歲時會不
會後悔。」我覺得在現在大學這
個年紀比較有機會能拿個學位，
因為長大後你可能有很多事情要
考量，像是家庭就是一個，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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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過了一個時間點，他可
能沒辦法再選擇了。

那在大學時期，老師有夢想中的
工作嗎？

　　有啊！我在大學時在校園裡
看到老師能帶自己的小孩在校園
裡面玩耍就覺得教授這工作好像
蠻輕鬆的，結果後來自己當教授
時才發現現在的教授跟以前的教
授不一樣，除了教學以外還有各
種行政工作要處理，還有研究要
做，今天採訪完我也還有一些報
告要趕，教授可以說是一個沒有
固定上下班時間的職業，有時都
會覺得比之前駐印度時的工作還
要忙。

對於想做跨領域嘗試的同學，例
如說可能對外交比較沒有什麼興
趣，老師有什麼建議嗎？

　　這個蠻看個人風格的，我自
己比較保守一點，不會走到全盤
皆輸，會確保自己有後路可以選
擇。像我當初會嘗試公費留學就
是因為自己已經考上外特，如果
沒有辦法考過公費留學的話至少
有份工作，但我認為這還是很看
個人的個性跟考量。有學生問我
未來規劃問題的話，我都會請他
想想看他五年後想要什麼樣的職
業或生活，然後往前推第四年、
第三年、第二年、第一年，推到

現在看看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事，
如果太趕那就往後多一年，如果
因為自己有規劃而延畢沒什麼不
好，畢竟學生這個身分他還是有
些特殊性的，人生很少有機會可
以去國外讀書長見識，學生時期，
年輕嘛，要考慮的事情也比較少，
不 太 會 有 什 麼 要 顧 家 的 家 庭 壓
力，那就要好好把握機會。

　　如果是真的要做什麼事情都
不知道的人，那也是要去多方嘗
試，參加社團、課外活動，多多
修些不一樣的課，或是旁聽跟不
一樣的老師、學長姐聊聊等的，
也都比空迷惘，什麼都沒做來的
好。不要只是迷惘，要有所行動，
趁年輕多多嘗試，大學念五年六
年其實沒什麼差別，重點是畢業
時你能夠在大學時期帶走什麼、
這個時間點能做些什麼來達成目
標，是比較需要思考的。

　　每個嘗試都可以成為自己的
養分，以前在外交部服務的經驗
讓我在申請倫敦政經學院時有加
分，申請公費時剛好只有印度研
究有名額，就走印度研究。因為
在 LSE 讀印度研究的關係，後來
當時的國科會，也就是現在的科
技部要在印度設科技組，我這份
資歷也有加分，就被找到印度去
工作。唸完書找教職工作時，因
為清大當時對印度研究蠻有興趣
的，所以就到清大來教書，我每

一段經歷都跟上一段經歷蠻有關
的，主要也是我有嘗試的關係，
自然遇到很多不同的機會。

2020 年您曾於國民黨內擔任國際
事務部的副主任，在任職期間有
遭遇過什麼樣的困難或是讓您覺
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

　　我其實一開始對政治領域的
工作沒什麼興趣，主要是那時黃
奎博老師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自
己是覺得每種嘗試都是自己的養
分，所以有不錯的機會就嘗試看
看。那時我是做義務職，工作不
會到很多，剛好遇到疫情所以很
多事情都是遠距討論。比較正面
的部分就是以往都是在處理國與
國之間外交相關的事情，但處理
政黨外交是第一次，那時候主要
是在主推推特（Twitter）這個社
群媒體平台，自己也學到蠻多東
西的。但這個工作比較負面的部
分就是目前我國政黨意識形態都
蠻強烈的，在不同黨派從事政治
工作很容易被黨派不同的人貼標
籤，這是我覺得蠻奇怪的現象，
也會讓別人對從事政治領域工作
這件事情，有不好的看法。但總
體來說，這段經歷還可以，讓自
己得到不少養分。

從學者到政黨要職，您對於就讀
政治、外交相關的學生想從事政
治，您認為需要有什麼樣的能力、
特質以及心態呢？

　　 十 年 後 不 好 說， 但 目 前 來
看，社群經營蠻重要的，我相信
不管什麼行業都是，臉書、推特、
Instagram 等等的社群經營都很
重要，有很多的粉絲代表有一定
的聲量、影響力，這也是現在政
治領域比較重視的，跟過去不太
一樣，網軍這個現代政治議題也
是與社群媒體經營有關，所以如
果對從政有興趣的話，建議是從
現在就開始經營一些社群聲量，
打造個人的形象。

老師能給我們仍處於大學時期的
學生一些建議嗎？

　　在進大學時都會說學業、社
團、愛情這三角要兼顧。大學不
只是只有課程學習而已，它有更
多的可能性可以發揮，各式各樣
的課外活動等等，現在的交換機
會也比以往多很多，有機會就可
以去，但交換時我覺得不要帶太
多的課業壓力，去交換前該修的
學分就好要修完，那在交換期間
可以輕鬆修課，修最少的學分數，
多旁聽、交朋友，要帶些目的性
去做這些事情，像是每天多認識
一個新朋友等等，這樣可以多累
積一些機會跟養分。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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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資訊量多，有更多機會能夠
吸收新知、多元的資訊，這跟我
們 以 前 念 書 的 時 候 是 不 太 一 樣
的，要好好運用。

作為外交系的傑出系友，在外交
系學士及碩士的就讀過程中，有
什麼經歷是您認為影響您日後發
展最多或最深刻的呢？

　　 我 讀 書 時 有 一 位 邱 坤 玄 老
師，很多課程內容都有點忘了，
但老師說的話我印象蠻深刻的，
像是他之前有說過「知識份子的
良心」蠻發人深省的。在現在這
個有點民粹、反智、不太重視專
業的時代，是蠻需要知識份子的
良心，敢逆風向，言人所不敢言
我覺得是一個知識份子要有辦法
做到的，我自己很常把這句話記
在心裡來提醒自己，這是個學術
自由的時代，應該要更能夠做到
這件事情！

在清華大學擔任教職的過程中，
您認為清大學生跟政大學生有什
麼特別不一樣的特質嗎？

　　我主要還是在清大任教，就
我的觀點來看，清大還是理工科
學生比較多，我們就從自然科學
跟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我覺得
社 會 科 學 要 跟 自 然 科 學 多 學 一
點，特別是嚴密的分析、實驗精
神等等。社會科學要很多知識的
累積，很多理論有可能因為時代

不同而有所改變，花的時間很長，
社會科學的學生也很常花時間在
探索人生，所學與理工科來說是
比較沒那麼精實的，理工可能花
兩年就能夠有一定程度的知識展
現，但社科可能要花好幾年才會
有一定成果。另外就是共筆、博
士帶碩士、碩士帶學士等等的概
念，在清大就比較多，我覺得這
些文化都是可以帶到政大的！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你影響您整個
人生歷程、價值觀或是想法最多
的一段話、一首歌、一本書、一
部電影或影集？如果要推薦一本
著作、一首歌或是一部電影給外
交 系 學 生 的 話， 您 會 推 薦 什 麼
呢？

　　影響我最大的一句話應該是
我老婆說要同意嫁給我吧！沒有
啦，我覺得要推薦的話我會推薦
一 首 歌： We are the world。 這
是 一 個 有 關 美 國 援 助 非 洲 的 歌
曲，他的歌詞蠻簡單的，但挺符
合外交系的精神，我們關懷的不
只是國家，應該要到全球各地的
發展。

　　老實說我們台灣的國際觀其
實不怎麼關注發展中國家，大多
都 著 重 在 歐 美 日 韓 及 中 國 大 陸
等，對世界很多角落其實是很陌
生的，關注度不夠。有時候可能
因為一些事情大家才關注，但事
情一過這關注又沒了，我覺得挺

可惜的。我們是個海島國家，跟
全世界的連動應該要多一點，不
只是在經濟層面。我們甚至對國
際事務的理解也不多，甚至是對
中國大陸的理解。我們台灣印太
政策的內容甚至可能連自己的國
民都不太知道。從俄烏事件來看，
我們也應該要了解更多的脈絡，
而不是被去脈絡化的報導給帶風
向。台灣在國際事務上應該可以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那這首「We 
are the world」就是一個關懷世
界的概念。

採訪心得：多方探索與常識、
關懷世界

　　很高興能夠採訪方老師，因
為老師當天有其他行程要趕，所
以沒有更多的時間能跟老師繼續
聊天，非常的意猶未盡。作為學
生，大部分的人花了很多時間在
探索要做些什麼，我自己就是一
個 例 子， 從 高 職 餐 飲 到 普 通 高
中，再到大學，我做過不少嘗試，
也因此遇到很多不同的機會，同
時一直提醒自己要保持開放的態
度，不管是對人還是對事。採訪
過程中跟老師聊到不少系棒的事
情都蠻有共鳴的，學長都不錯、
怕被球砸、場地很爛等等，聊得
很開心，對於未來想從事政治的
我，老師提供的建議也啟發我很
多。作為外交系的學生，或許我
應該要看得更多，不只是看大國
權力如何運作，也要關注氣候議

題、貧窮議題以及世界的各種角
落，關懷世界，尤其是在這個全
球化的時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