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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就對政治懷有著極大熱忱的炳忠學長，
從外文系畢業後，進入了政大外交所國關
組，主攻兩岸關係。在研究所時，因緣際
會認識了新黨黨主席郁慕明，如千里馬遇
上伯樂，才華與知識備受黨主席賞識，在
郁慕明主席的熱烈邀請下，學長毅然決定
加入新黨，至此開始了他的政治旅途。即
使台灣的政治文化、選舉制度、媒體關係
等處處不容炳忠學長的政治光譜，但對學
長來說，能做到的，就是不忘初衷、找回
本心，不為追求權力而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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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長訪談

學長當初為何想進入政大外交所就讀？

我從大學到研究所算是轉換專業。我高中
畢業選擇大學科系時，沒有很明確的想念
什麼，只知道自己對於文史及政治很有興
趣。在國中時我成立了個人網站，定期發
表文章，表達個人對政治時事的看法及評
論；高中時參加集會遊行，2004 年三一九
槍擊案是我第一次走上街頭，也是我第一
次在群眾裡頭演講，當時確定了自己對於
政治很有興趣。後來大學指考也可以進入
台大政治系，然而補習班老師勸說「念政
治的人沒人走上正途」，經過多方的意見，
最後我選擇進入了外文系。

然而進入外文系後，我心仍有不⽢，認為
讀的科系與抱負不相符，此外，我也發現
喜愛文學和喜愛研究文學是兩碼子事，所
以去雙主修歷史系、輔系政治系，在政治
系的國關組發現了自己對研究國際關係的
興趣，決定報考相關學科的研究所。而從
參與政大的研討會中我發現政大在國際關
係的研究上區分的更細深，也更實務。在
台大讀了四年書也想轉換環境，培養不同
圈子的人脈，因此選擇了政大外交所。

學長認為在政大外交所就讀，對於之後從
事政治工作有沒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認為系上得到的資源對我有幫助。因為
在新黨任職的關係，新黨的業務偏向兩岸
關係及對美關係，常需要去大陸和美國應
對美國僑界和美國智庫學者，乃至和習近
平見面，需要參與許多外交場合。我擁有

許多機會應用外交所學，甚至是幫主席撰
寫對外聲明，這些都需要用到在外交所學
到的實務，像是外交辭令上的用字遣詞，
要用的恰到好處才能傳達精準語意。

舉例來說，前陣子外交部長和 AIT 處長
共同發表防疫宣言，許多人認為這是台灣
對美關係的提升，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外交
關係不對等的共同發表。過去台灣是透過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來作為⽩手套作為對
AIT 的窗口，以民間單位對民間單位，以
保持台灣的尊嚴。這次卻是官方的外交部
長對非官方的 AIT 處長而非美方國務院的
轄下機關，這其實是不平等的情況。

還有像是到陸方或美方和學者官員見面，
在和他們交流辯論、交換意見的過程中，
也都和過去在外交所學相關。此外，在台
灣的政治場域有很多排場，在出席各種會
議的都需要不卑不亢的態度，而這需要思
考自己所處的立場，進而決定表達的方式，
這一言一行都可以應用在外交領域所學到
概念。

在眾多區域研究當中，學長為何獨鍾兩岸
關係，並以此為碩士論文的主題？

我從國中開始關心兩岸關係，因為兩岸關
係決定台灣政治的發展，台灣的選舉到最
後都會陷入兩岸關係的桎梏。進入外交系
後，我也曾研究許多區域，但我認為其他
區域對台灣政治和國際空間的影響都沒有
兩岸關係來得密切。舉例來說，馬英九執
政時兩岸關係良好，所以我們得以參加世
界衛生大會。我認為中國大陸會決定東亞
格局，而東亞格局決定台灣未來，因此我
決定研究中國大陸，我想了解中國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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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模式想達到何種權力結構、對國際制
度的期許、對普世價值的看法。以上種種
勢必會影響近十年的國際秩序，因此我是
基於務實而研究大陸。

學長從外交所畢業後就直接進入新黨工作，
是畢業前就決定好要投身政壇嗎？

這其實是個偶然。我高三的一個同學，很
積極參與各式公眾活動，當時正逢立委選
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因為總席次減少，
新黨與國民黨合作。厭倦國民黨地方派系
的內鬥，於是我同學寫信給時任新黨主席
郁慕明，希望他帶領新黨獨立參選，而當
時新黨的回饋是希望我同學多帶一些年輕
人為政黨注入動能，而我就是其一。

看中我當時參加 Young 名嘴辯論比賽，取
得不錯的成績，新黨希望我去主持電台節
目，因緣際會下被郁慕明主席發掘，郁主
席建議我邊讀書邊來黨部幫忙，我當時也
只把這份工作當作工讀，卻沒想到 2014 發
生了太陽花學運，時常發表相關意見的我
竟變成了有名的人物。

學長從事政治工作十多年，有沒有什麼心
得經驗要跟學弟妹分享？

台灣現階段的政治環境非常複雜，裙帶關
係嚴重，如果只以參選公職為從政目標，
風險很大，因為選舉的變因很多，政治潮
流會變，一旦落選就代表失業，若沒理念
和專業能力，就會因此失去人生重心。

我希望學弟妹不要急著決定將來想從事何
種政治工作，倒不如多花心力充實自己的
能力，自然會有機會一展長才。此外，一

定要想清楚參與政治的初心為何！對我來
說，我想實踐「透過解決兩岸問題，讓台
灣變得更好」的理念，所以我投身政治。
堅信理念以後，可以多參加活動，認識共
同理念的朋友累積人脈，重點是秉持初衷，
才不會在政壇中隨波逐流，迷失自己。

現在年輕人普遍以台灣為國家認同，對岸
的年輕人似乎也不強求統一。對於年輕人
兩岸關係的觀念和目前兩岸關係現況，您
有何看法？

大家應該要知道兩岸在法理上的事實關係。
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兩岸關係至今仍是一
國兩區，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政府和國家
是不同的概念，政府承認和國家承認也是
不同的。馬政府時期兩岸有一定的默契，
可以推行協定、進行交流，關係其實是對
等的；現在的領導者強調中華民國等於台
灣，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或是以中
華民國台灣的說法來對抗中國，而這兩種
說法其實是矛盾的。然而多數人對此概念
模糊，也不願意去思考、改變現狀，因為
人會對改變感到焦慮。我認為領導者應該
有責任告知民眾，究竟兩岸現階段的現實
關係是什麼，再來談我們該往哪個方向走。
但統獨議題容易在選舉時淪為非理性的口
號，讓某部分人民感到不悅，政治人物因
此不願意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自從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對中國大陸領導
人來說，台灣未被收復，中國便不算崛起，
這是中共領導人的壓力之一，因此中共在
談判上讓出很多空間，以求台灣不獨立。
但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它的核心利益及安
全範圍勢必會擴大。而事實上，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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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速度遠超過它內部政治文化的變遷，
兩岸統一和中國復興的藍圖，成為習近平
作為治國成績取消連任限制的正當性來源，
對他來說「一帶一路」、「脫貧」都比不
上台灣問題的重要。

至於台灣的立場，從地緣政治來看，台灣
的地理位置決定台灣的命運，不可能不依
附地緣政治中的兩強（美國或中國大陸），
此無關政權意識形態屬性。台灣目前依附
美國，但大陸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
會接受台灣始終靠向美國。此外，在中美
對抗下，台灣的地理位置影響著中國大陸
的國家安全及民族情感，不要低估中國大
陸 14 億人對台灣的民族情感，這是幾代人
累積下來的，寄望台灣的民意會改變事實
是不實際的。我認為 2021 年、2049 年「兩
個一百年」是兩岸關係上兩個值得關注的
時間點。

政壇對外界而言，彷彿是個複雜且難以看
清的世界，在學長參與政治的這幾年，覺
得政壇是個什麼地方？

我認為說複雜不算錯。前立委朱高正曾經
說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從我這五、
六年打滾政治圈的體悟，我認為這句話對
了八成，剩下的兩成是我們這些不願說謊
的人。政治學中提到理想的政治需求進入
黑盒子（理性空間）產出而回應需求，黑
盒子裡面有各種利益分配，例如政黨候選
人如何產生、在選舉經費壓力下導致金權
政治。

我們讀外交，常把國家都當成理性行為者，
忽略了人是情感動物的本質。然而民主選
舉需要操縱選民的情感、炒聲量，不單純
考量候選人的才能，因為選民多半不會真
正地理性評估政見，選黨不選人成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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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還是有一群人在撐著說真話，真話
一定要有人知道，這能使人們在政權垮台
時有多少有點準備。話說回來，要入政壇
必須回歸初衷、堅持心裡的主見，如此方
不會沉淪，才有機會改變台灣國內的政治
亂象。選舉固然重要，因為我們確實要先
想辦法選上才能施展抱負。但若是靠著騙
人選上後，那選上以後根本不會去執行政

學長有沒有要給外交系的學弟妹的勉勵？

我認為進入外交系的人有幾種類型：一、
對國際政治有興趣；二、個性喜歡交際；三、
對台灣的未來有理念和抱負。第一類可以
走學術和國際評論，但在台灣大家不太關
心國際關係，舞台有限，不妨考慮轉入中
港、歐美地區發展。第二類喜歡交際的可
以多方探索自己的喜好，並不侷限，具備
交際手腕以及外交訓練，可以選擇進入媒
體公關、從政。第三類必須多看看多想想，
在思考台灣的未來時不能偏離現實，再來
考量選擇怎樣對台灣最好，不論藍綠紅，
萬變不離其中。我認為外交系的出路是很
廣的，可以延伸到各行各業。希望以上有
幫助到學弟妹，謝謝。¶

選舉的現實。台灣選舉的模式更是加深情
感對選舉的影響，從地方到中央都產生很
多操控情感和騙人的政客選上，這是一個
惡性循環。舉例來說，前陣子陳玉珍立委
說台灣還沒獨立，被蘇貞昌院長攻擊沒資
格當立委，這就是謊話凌駕真話的例子。
所以我喜歡跟理想台獨派聊天，因為至少
他們清楚台灣還未獨立，對事實的知有共
識的，才能夠進行後續的討論。

見跟理念，因為會產生理念和現實利益的
衝突的矛盾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