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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崇涵 × 蔣萬安
兩個大男孩的對話

兩個才華洋溢的大男孩，來到政大外交系，因面試⽽相識相趣，至此成為大學時期形影不離的
好友。在學有所成後，兩人雙雙成為令人稱羨的海外菁英，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但月是故
鄉圓，他們仍決定放下事業、回到台灣，⽤不同的方式回饋母校。

最終，兩人回到一切的起點，再次接受來自政大外交系的訪問談話。今昔之際，彼此間不同的，
是人生歷練；不變的，則是堅實友情。

吳崇涵與蔣萬安兩位學長的故事開端，其實就是我們熟悉的生活切⽚。與他們相同起點出發，
我們興許自己能從本次訪答中，細細品味、並得到啟發。

撰稿／翁子桓、蔡閎丞　攝影／蔡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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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請問兩位學長，當初為何會選擇進入
外交系？

蔣：我讀建國高中時是第一類組的學生，
當時的目標設在法政學群。一方面除了個
人興趣，因我本⾝讀過很多國際關係、國
際政治的書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家庭背
景。我父親的職業和外交相關，從⼩我便
⽿濡目染、並有機會能跟隨父親出國遊訪；
常常和父親聊天也愈讓我對外交系懷有憧
憬。綜合以上種種，我最後選擇修讀政治
大學外交系。

我在高三時申請政大外交系的推薦甄試入
學，在我如願通過兩階段的筆試和面試後，
高三下最後一學期便多了很多能自由運用
的時間。我時常前去政治大學，打探未來
大學生活環境、也旁聽了很多外交系的課
程，比如說李登科老師的國際政治。回過
頭來想想，我仍認為這是一段非常值得的
時光，不僅讓我知道我做了正確的決定，
也讓我對政大外交有更多的期待。

吳：其實我在高三那年，就已經注意到外
交系能夠以推薦甄選的方式入學，當時外
交系推甄已經行之有年。我在高二時曾是
時事研究社的教學組，就是看看書再帶點
討論，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看過的那本「李
登輝和他⾝邊的人」，我認為那時無論社
團內的討論或爸爸在飯後帶我一起看新聞，
都讓我對分析國際形勢開始產生興趣。

當時念的是社會組，也發現了外交系似乎
是個有趣的科系，大家普遍覺得進外交系
以後就一定要考外交官，不過最後可能只

剩下為數不多的人還堅定地想考外交特考。
我那時會想推甄進外交系其實也是想從事
這方面的工作，畢竟台灣當時的外交環境
大有可為，外交官員的待遇也不錯，還能
遊歷各國，所以我認為外交系就是一個我
想要積極投入的科系。外交系不僅是我的
第一志願，也是我當時唯一有興趣的科系，	
能順利達成自己的目標，我想我很幸運。

學長對系上的什麼課程或哪位⽼師最印象
深刻呢？

蔣：我還記得一年級的基本課程有劉德海
老師的國際關係導論、翁永和老師的經濟
學…他現在還有在教嗎？（眾人：有！）
這幾位老師的教學都為我在日後外交系的
進階課程打了很好的基礎。在我畢業、甚
至出國唸書以後，也都還有和他們聯絡，
不論是回學校請益，或是純粹相約敘舊，
所以記憶仍相當深刻。

除了以上幾位老師的課，我對李鍾桂老師
的國際公法以及陳純一老師的國際公法實
務研習也很有印象。感謝兩位老師的啟蒙，
我很早便對國際法學科興致勃勃，之後也
有幸代表政治大學參加了傑賽普國際法辯
論賽，和法律系的同學一起組隊，與其他
來自臺灣大學、東吳大學等等的傳統強隊
進行全英文的國際法案例辯論。這是個非
常寶貴的經驗，當時的準備過程、賽前討
論、實戰演練，對我往後出國留學、進入
職場、平時的待人接物都甚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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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和老師的經濟學、鄧中堅老師的國際
政治經濟學，則是當時國際關係中的新興
領域。不同於傳統強調的政治層面，國際
經貿互動不僅是當時的世界趨勢，也是受
台灣看重的焦點。在提升經濟實力和國際
地位方面，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
經濟學、國際組織、國際公法都是相當重
要的科目。

其他還有第二外語和區域研究課程，我當
時選擇了拉丁美洲區研配合我的第二外
語——和崇涵一起學了三年的西班牙文。
不瞞你說，當時系上的同學對於第二外語，
常常會有不⼩的埋怨以及疑問；大家常會
疑惑第二外語的使用時機，還有相對英語
來說的普遍被取代性。不過，現在回過頭
來，我卻是慶幸自己當時有學習西班牙文。
事實上，作為使用人⼝數前三的語言，在
美國、中南美洲和很多歐洲國家，西班牙
文是生活中非常實用⽽且便利的。學好基
礎，至今都對我的人生帶來各種不同的助
益。

吳：印象深刻的課程，包括鄧中堅老師、
李明老師、劉德海老師等等，這些老師都
是當時外交系的主力，並且充滿熱誠。最
有印象的是大一時劉德海老師的國際關係
導論，老師的課程是非常紮實的，許多國
際關係的知識以及我在授課中強調的基本
理論與架構都是從老師的課堂而來；老師
非常嚴格，就算是大一新生也毫不留情地
用許多外文文獻以及課堂內容來充實我們。
我當時得到九十幾分，這堂課也替我未來
在國際關係的發展打下基礎。

當然，楊日清老師的政治學、翁永和老師
的經濟學、邵宗海老師的中美關係、李明
老師的危機管理、鄧中堅老師的國際政治
經濟、李鍾桂老師的國際公法等……這些
都是基礎學科，學得好，未來無論想往哪
方面發展，都一定受用良多。外交系課程
給學生的是一個根基，如果根基穩定，將
來無論特考，出國深造等等必然會輕鬆許
多。

我與萬安都一起修課，就連分兩班授課的
國際公法，我們也一起上同一堂，我和他
每堂課都坐在第一排，不斷抄筆記以及問
問題，我們的基礎知識就是這樣堆疊出來
的。除了基礎學科外，英文能力也是我們
的重點，當時我們參加了大大⼩⼩的英文
營隊，美加營、經貿營還有赴美參加模擬
聯合國，參與活動得到的經驗以及人脈直
到現在都還受用無窮。

看來兩位學長的感情相當要好呢。想請回
憶下大學時期，有任何有趣的故事能分享
嗎？

蔣：我們兩個有趣的故事非常多，說真的，
崇涵是我在政大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們
最早是在高三推甄時，在百年樓第一次見
面⽽認識的，我還記得他穿成功高中的制
服襯衫，我則穿建中制服襯衫和⽑⾐，兩
個人一起聊著緊接⽽來的面試題目。在放
榜後、確認彼此都順利甄選上外交系，我
們就開始保持聯絡。在高三的最後一段時
間，我們都會相約去旁聽外交系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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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除了李登科老師的國際政治，我記得
我們會去拜訪一位年邁的周煦老師。

到了大學時期，我們都會討論課程規劃、
一起修了很多課，也會針對上課內容交換
筆記、考前互相幫忙；升上大二，我們更
決定一起雙主修法律系。有這麼一位大學
的死黨能在課業上扶持彼此，真的是讓我
滿開心的一件事。

另外，崇涵同時也是外交系學會的會長，
不論是外交酒舞會或是迎新宿營等等系上
活動，我們在大一都會一起參與、在大二
一起籌劃；還有系際的啦啦隊和合唱團比
賽跟系棒，也都是我們一起參加比賽的回
憶。反正我和崇涵就一直很要好，一路到
大四大五——我們雙主修法律系所以大學

唸了五年——快畢業時，我們則會就往後
的人生學涯、職涯一起夢想如何規劃。我
當時便很清楚自己會出國唸書，並且選擇
法學進行研究，⽽崇涵決定留守國際關係
領域。我們先後出國，也有很長一段時間
兩人都在美國，我在賓州費城、崇涵則在
聖地牙哥和紐約。

吳：我有去賓州找過萬安一次！萬安也有
來紐約找過我。我從聖地牙哥來到東岸後，
兩人便會約見面，聊聊留學的⽢苦談。我
有進去萬安的宿舍過，一個簡單、⼩⼩的
公寓宿舍，就在賓州大學法學院附近；我
當時就在那裡過夜，還睡在地板上。後來
萬安也有帶我去吃起司牛⾁三明治，費城
有名的經典⼩吃……如果認真起來的話，
有趣的回憶可以講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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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兩位學長的分享，接下來則是蔣萬安
委員的專訪，將就您目前的職務進⾏訪問！
首先請問，截至目前，您認為自己所提的
哪項法案最具代表性？

蔣：在上一任立法委員的任期中，我很高
興能夠運用首次參選時所強調「擔任商務
律師的專業和經驗」，成功地推動公司法
修正。這也和我參選的原因有關：七年前，
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以執業律師的⾝份和
心得，參加了很多政府舉辦的修法會議，
例如經濟部中⼩企業部的修法⼩組，就如
何鬆綁公司法與證卷交易法進行討論。我
總是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過去曾處
理的案例和最新的法規，一心希望台灣能
與時俱進、接軌國際，新創團隊便能藉由
新法更有效率地獲得投資。但是，會議結
束後總是沒有結論，在我洽詢後，各個會
議負責人皆以「需要層層上報」作為答覆，
使得結果不了了之。

這份無力感讓我體會到，與其繼續在立法
體制外大聲疾呼，不如進入體制內，成為
立法者後，直接制定更好的法律。如此，
我不僅能幫助新創團隊，往後還能在其他
領域照顧更多普羅大眾。在如願勝選後，
我也秉持理想，	在上屆任期推動公司法的
全盤修正，和經濟部多次來來回回。最後，
我終於在兩年前總共修有	148	條，修法重
點包括發行特別股，讓非上市櫃、非公開
發行公司有更彈性的股權結構，影響逾	70	
萬企業家、也落實我的競選承諾。

另外，我也非常關心⾝心障礙人士等弱勢
族群。首先分享個⼩故事：在我剛進立法

院時，有位陳情人李伯伯，年逾八十，並
且有一個和我年紀相仿、患有唐氏症的兒
子。幾年前，台灣通過⾝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修正案，該次修法後，新制⾝心障礙
手冊持有人每五年需至主管機關重新鑑定
並換證。李伯伯和我訴說他的焦慮，他說
他年事已高、不知哪天便會離開人世；未
來他若不在兒子的⾝邊，便沒人能照顧他
了。屆時，生活無法自理的兒子，若無法
獨自完成換證程序，便會喪失一切⾝障者
應有的權益。該修正案的立意良善，旨在
提昇資源分配的效率，然⽽，卻疏忽了法
律的理想和現實中，有著像李伯伯這樣、
且為數眾多的家庭在社會上努力的存在。

我因⽽提出修法，重點在於經過醫師鑑定
為不可逆疾病患者，政府需要給予永久有
效的⾝心障礙手冊，其他疾病若能減緩、
回復，則須定期換證，係將原制修為更有
彈性的雙軌制。提案之初，衛福部其實不
太願意再次修法；我和衛福部溝通多次，
藉由委員質詢、辦公聽會、多次邀請家屬
至部門溝通，終於在去年，通過了我所提
出的修正案。對我來說，雖然這次修法較
無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仍然讓我對自己感
到驕傲。我也很感謝這個認識李伯伯的機
會，能讓我認識到很多⾝心障礙朋友的家
屬，並能更精準地針對所需，提供一己之
力。

學長和同為外交系友的江啟臣委員目前皆
在國民黨扮演重要的改⾰者角色。請問您
是否會運⽤國際關係、憲法等所學，依據
動態的情勢來調整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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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我一向對於兩岸關係抱持著開放的態
度，政黨需要隨著世界局勢不斷的變動，
提出因應時局的論述。另外，也很重要的
是多數國民的共識，所以政黨在調整兩岸
論述時，需要不斷的開放討論、甚至召開
辯論，不應對不同的聲⾳感到排斥。政黨
不必然堅守一種路線，只要所有人都能經
過討論、對話、溝通、辯論，最終所決定
⽽出的兩岸論述就需給予信任和支	持。有
了我過去所累積的經驗，尤其是外交系給
我的養分，不論是國際關係、國際公法、
兩岸研究，我很樂意能運用所學，積極參
與國民黨的討論並盡力給予協助。我的了
解是，江啟臣學長日前正在規劃國民黨的
改⾰委員會，委員會包含有組織改造、財
務規劃、青年參與、兩岸論述等四個面向，
⽽兩岸關係自然是重中之重。我想，接下
來國民黨會邀請改⾰委員會的成員，其中

包含學者、外交官等等有實務經驗的專業
人員，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
並進行討論和辯論，最終在充分溝通後達
成共識決的兩岸論述。

可以感覺到學長從律師⾝份⾛入國會後，
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讓您也體會與學習了
很多。請問您有任何心得建議能給可能投
⾝政治的外交系後輩嗎？

蔣：我很⿎勵同學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因
為當時⾝為外交系學生的我，仍受科系出
路所侷限，⽽多選擇政治、法律和經貿的
課程。但我認爲，因應現在全球的趨勢，
若要具備更高的競爭力，需具備的知識才
能就要更深、更廣。舉個例子，像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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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組的學生，便需要跨出組別思維，多多
接觸資訊科技、設計、統計等各方面的才
能。程式語言尤其是未來人類皆須具備的
能力，且學習的年齡層只會愈低；其實程
式語言並不求艱澀，更重要的是邏輯思考
的訓練。對我自己來說，若能重新來過，
我希望能多修一些資科或統計系的課程，
⽽非讓選課不出公職和學術的方向。另一
方面，我也深信，即便學弟妹的目標就是
公職，如調查局，若要成為一位優秀的調
查人員，其職務仍然相當要求電腦資訊、
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的能力，⽽外交人員
亦是。因此，我很⿎勵學弟妹除了要學好
基礎課程，更要多多接觸不同科系所開設
的課程，使自己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多領域
人才。

最後舉個⼩例子：谷歌和蘋果等等科技
公司都推出語⾳助理，用⼾可以透過和	
Google	Assistant、Siri	對話，讓智慧裝置
完成對應的指令。語⾳助理提供各國語言
的服務，唯獨在中文等語言上，功能仍然
相對有限。中文的字、詞、句本⾝多帶有
不同的意思，在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下，
需要非常精準的辨識才能成功判讀辭令。
若一位語文學畢業生能夠結合艱深的文法
學訓練以及跨領域的資訊能力，便能成為
今日科技業所極力追求的人才，為語⾳助
理服務注入能量。

吳：我很認同萬安以上所說，因為我在上
學期曾開過一堂「科技與國際關係」，除
了提供相關知識，課程中也都有再三強調
這門課的意義。⾝為外交系的學生嘛，視
野就是需要開闊。

蔣委員的訪問結束後，我們繼續訪談，這
次我們的座上賓是蔣委員在外交系求學時
的好友，擁有多年海外教學經驗，最近才
回到外交系擔任教授的吳崇涵⽼師。起初
志不在研究與教職的他，也與我們分享了
許多這條漫漫長路上的心路歷程，以及他
遠赴美國再前往兩岸三地任教的點點滴滴。

為何選擇美國⽽不是歐洲的政治學系繼續
深造？可否與我們分享您在海外攻讀學位
時所遇到的挑戰？

吳：在大學畢業後，我還是對外交領域充
滿興趣，於是開始萌生出國留學的念頭。
之所以選擇美國，就是因為國際關係的重
點與主要的學者、學派都在美國，無論理
論或實務的發展上，美國都是國際關係的
重鎮，且當時外交系老師大多留美，所以
美國給我的影響很深，我勢必要去那裡繼
續深造。

還有，我其實也是個美國迷，從國中開始
就對美國的地理與文化深感興趣，美國各
州我都能倒背如流，還常常收看美國職棒；
不知為何，有關美國的事物總能吸引我。
我那時甚至有完成學業後移民並定居在美
國的想法。學業上與個人因素的雙重影響，
就是讓我選擇美國的原因。

我在美國也待了將近十年，十年在一個人
的人生中其實占了不⼩的比例。回想起剛
從台灣到美國的銜接期，進入全英語環境
下，那時台灣沒有英語課程，文獻並非英
文，也幾無外籍生。到了美國後，⼝語上
以及書寫上一定比美國同學弱了點，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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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學英文學得早，到了美國還是遭
遇不⼩的挫敗。之後透過不斷練習，成績
總算有了起色，這種因語言產生的挫折感
讓我印象深刻，所以同學們一定要好好珍
惜現在擁有英文教學的環境，更要把握每
一次運用英文的機會。

根據⽼師之前於中國幾年的教學經驗，您
覺得中國學生與台灣學生差異為何？

吳：我其實一直很想出版這方面的著作，
在我的人生中體驗到了中、美、台這三邊
的文化及教育差別，⽽我也感觸頗深，尤
其是教育方面，兩岸三地有相同也有差異。
其實中國的高等教育仍然處於起⾶階段，
他們的大學錄取率僅有 40%，意即他們需
要通過嚴厲的考驗才得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成功進入好大學，就是一個⾝分地位
的象徵，也代表了未來將會輕鬆許多。處

於這個階段的中國，在龐大的需求以及低
錄取率下，激烈競爭應運⽽生，學生對學
位的渴望非常強；中國頂尖的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以及中外合辦的混⾎大學都有拚
勁、或稱狼性強大的學生互相爭取資源。
以我任職中外合辦大學的經驗，有幾個特
點：學費貴、學生少、全英文授課。因學
校規定成績須照一定比例分配，領先者只
能有寥寥數位，所以同學間的競爭非常激
烈，也塑造了他們對課程的積極性，上課
基本上不用點名，這點是與台灣學生不同
的。

⽽我更在意台灣教育在中美人才的夾攻下，
如何面對競爭並做出改變，這點是我想在
台灣觀察且付諸行動的。再者，因為我是
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所以我對台灣的教育
體制還是有信心，以我目前在台灣授課的
兩學期，我認為台灣的學生有個特質是我
在對岸沒有發現的，那就是創造力。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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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源自成長環境的不同，畢竟中國能接
收到的資訊還是有限，大多數人都覺得他
們能看到的就是真實，事實上並非如此，
相反的，台灣受益於自由與多元資訊，能
接收並比較來自世界的各種思維並加以活
用，這種環境讓台灣在學生的靈活度上優
於對岸，這點也有利於創造、研發等創新
領域發展。

如果有學弟妹未來想從事研究工作或擔任
教職，您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吳：依我的觀察，外交系除了大部分學生
志在擔任外交官外，也有一部分人會對研
究工作產生興趣，我其實會建議大家多往
這個方向⾛，國際關係需要的是實務與理
論的配合，台灣目前正是缺少理論方面的
人才。我也推薦大家出國，畢竟出國念書
能得到的一定是與待在台灣不同的，更新
更廣的知識。

如果有志於研究工作或教職，我會建議各
位先問問自己到底準備好了沒？無論研究
或教職都不是簡單的路，要做好心理準備。
念研究所這五到十年的漫長時間內，都是
自己看書，想問題再設法解決，還要擔心
自己的論文會不會被批得一文不值，以及
是否能快點畢業，畢業後還得找工作，所
以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坦⽩講，我在大
學畢業時也從來沒想過會當上教授，我當
時認為自己應該會當個外交官，不過在這
一路上漸漸經歷了心態上的轉變，直到現
在當上教授。我想告訴各位，如果不認為
自己非⾛研究不可的人，一定要好好思考

是否已經做好準備，有沒有時間、熱誠、
耐心在這條路上⾛下去，研究是條孤單的
長路，能幫助你的就只有自己。

再來，你是否真心喜歡「做研究」？你是
否發現問題就會不斷蒐集資料設法解決？
你也必須喜愛閱讀，喜愛思考，甚至鑽牛
⾓尖的釐清問題，如果你沒有上述這些特
質，我建議你別⾛這條路，博士學位只是
讓你專心研究，並不是你⾶⿈騰達的關鍵。
這些是我認為要從事研究或教職需要的特
質。

訪問的最後，想再請兩位學長，說說對彼
此的期許？

吳：從高三時開始認識，觀察萬安，直到
現在，我始終認為他是個好人——不論公
私場合，都是個溫文儒雅，聰明且富同理
心的人。他願意放棄美國的律師工作，將
他的所學貢獻給台灣，這是難能可貴的。
我認為，只要不忘初衷，他能帶給台灣的
貢獻是正向且具有前瞻性的，結合在外交
系與法律系的所學，他能把台灣現行的制
度加以完善。所以我希望他能繼續運用他
在台美所學，替民眾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蔣：我們一直保持聯絡，我當時特別高興
崇涵拿到博士學位、在國外得到教職後，
決定再回到台灣，回饋給母校政大外交系
的後輩們！在我看來，這是個讓人感動的
傳承。我們過去都曾當過外交系的學生，
即便學涯的經驗和想法不可能完全一樣，
仍能夠將心比心的體會學弟妹的初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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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及可能遇到的挫折、失望。因此，
我相信崇涵在課程安排以及學生指導上，
會比一般老師更有同理心，也更能設⾝處
地。

一直以來，我希望能夠盡我所能來回饋給
政大外交。今年適逢外交系建系九十週年，
我也很希望能回到系上，看看老師還有學

弟妹們。過去我也曾受國務院或外交系的
邀請，就中美、兩岸關係，以及新科立委
上任為主題，以系友的⾝份參與論壇的分
享；我很樂意聽聽學弟妹們的意見，畢竟
今昔學生們的想法已有不同，若能學習吸
收其中的重要差異，也是種很棒的收穫。
如果往後有類似機會，我都會以外交系為
第一優先，盡我所能的排出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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