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長當年進入外交系的初衷

	 歐部長原先從小立志當法官，
因為他的個性嫉惡如仇，看到違法亂
紀之徒就想將其繩之以法。但在大專
聯考時，他在志願單上看到政大外交
系後就開始思考，也許從事外交工作
較有挑戰性，因為即使是談判或是接
洽同一件事，也可能因為兩國雙邊關
係的好壞、國情、民族性以及接洽對
象的行事風格而必須採用不同方式來
進行，並不像一般公務員的工作似乎
較為單純，也正因如此讓歐部長選擇
外交系，後來更幸運地被錄取了。

	 歐部長回憶當年外交系有很多
僑生，他記得當時考試錄取 40 人，
報到註冊時竟然有 60 幾名學生，且
其中大部分是來自東南亞的華人僑
生。這些僑生往往都來自東南亞當地
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他們常常會在假
日出去玩或是舉辦派對等等。然而歐
部長當時因為家境清寒，所以週末只
能前往圖書館念書，沒辦法參加太多
同學間的聯誼活動，不過他仍有參加
舞會的經驗，這對他日後到拉丁美洲
時很有幫助。在讀書方面，他說到當
時沒有一個教授有列出書單讓他們去
讀，所以他們當時就只讀教授發的講
義。在當年以政大這個國立大學的角
度而言，他感覺教授教學水準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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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頂尖，而且歐部長認為台灣最大
的問題就是大學只要考進來就幾乎
保證能畢業，雖然當年進來也不容
易，但到現在甚至連進來都很容易，
更不用說幾乎篤定能畢業，這點就
不像國外的學校，國外學校進來可
能沒這麼難，但要畢業的難度就相
當高。

	 回憶學校的課業與外交部內工
作的連結，歐部長認為其實在工作
上最重要的還是常識與經驗，專業
知識是偶爾才會用到，例如國際法。
事實上在外交部的組織結構中，就
有一個單位專門處理涉及國際法的
問題，他會告訴你怎麼做，而外交
官在工作時真正碰到專業的問題，
例如經貿，常常是沒辦法用在學校
所學來解決，所以後來才設立了經
貿司。因此歐部長認為在學校所學
的專業科目往往只是給我們一個概
念，實際上，在外交場合的應用與
深入處理，交給其他專業人員的部
分很多。

	 歐部長更特別感謝我國的考選
制度，這樣的制度讓他有機會翻轉
人生，關於這點他在與其他國家的
官員聊天時都會特別提到。當年他
因為家境清寒，但憑藉著過去的不
斷努力，日後考上我國外交官，所
以歐部長對國家公平的考試制度十
分感念，因為這讓出身不同的學生
能夠在同一個起跑點上接受一樣的
教育與機會，很多國家的考試制度
相較於我國都不夠進步、不夠上軌
道，在他們當地想當外交官必須出
身於條件好的家庭，進入其他政府
機關也必須靠好的人際關係才有可
能。因此他認為我國的文官制度是
必須好好保存的，然而很遺憾地，

最近我國的文官制度是比較沒有受
到尊重的，歐部長也認為十分可惜。
	
部長曾擔任過蔣前總統介石
的西文翻譯，請問是如何
精進自己的語言能力？

	 當年在外交系除了英文外也要
學習第二外語，而歐部長在學校時
覺得法文很優美，所以就選修了法
文。但在考外交特考前他評估，自
己雖然法文學了大約三年，成績也
不錯，但是英文還是學了十幾年，
一定比法文還要熟稔，因此最後決
定選擇報考英文組並順利進入外交
部。但是歐部長回憶到，當時外交
部的人事制度還尚未成熟，有背景
的人往往可以分配到理想的單位，
在外派時更能去到想去的國家，而
如歐部長這些沒有背景的人進去
後，外交部也都沒有照著人事資料
上的條件分配，並未參考語文專長
就把歐部長分到中南美司。由於中
南美大都是西班牙語國家，因此在
部裡工作兩年後，因為台灣大學開
設歐洲語文補習班，在晚上授課，
所以他就報名了西班牙文班，從此
開啟白天上班、晚上學習西班牙文
的生活。然而，部長提到他差不多
在七、八個月後就被外派到祕魯，
到當地後因擔憂只具備最基礎的西
班牙文能力一定不足以應付業務上
的需要，因此在當地僱請了一位家
教，回到以前在台灣白天上班、晚
上上課的生活。當時駐外大使館的
編制規模很小，每個人的工作量都
很大，部長每天回到家都非常疲憊，
還要上家教課，有時候實在會有點
吃不消。有一天他因白天太累，回
家就跟家教老師說今天很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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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停課一次，殊不知家教居然跟部
長說：「沒關係，我講我的，你睡
你的，在迷糊中你也能聽進我的
話。」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大概半年
後，歐部長還是覺得吃不消，於是
就停掉了家教課。因此歐部長衡量
他的西文能力就是七、八個月的補
習班加六個月的家教時光中所建立
起來的，前後也才一年多。以部長
當時三等秘書的職位來說，最主要
的工作就是政情報告，而政情報告
需要閱讀當地大量的報紙，必須把
重要的政情報回國，這促使歐部長
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西班牙文。

	 外派四年後，外交部就將歐部
長調回國。當時歐部長對此事心存
芥蒂，心想外交部人事制度還沒上
軌道，多數外交官在國外都待五、
六年以上，他卻外派僅僅四年就被
調回來。然而回來時，當時中南美
司 ( 舊名 ) 的副司長竟然親自到機場
接機，他當下覺得奇怪，為何一個
小祕書歸國需要勞駕副司長迎接。
歐部長向這位副司長質疑為何四年
就調回國內，副司長則向他解釋，
調歐部長回來的目的就是要讓他擔
任蔣總統（蔣介石）的翻譯，歐部
長就問是哪一種語文的翻譯，副司
長說當然是西班牙文。歐部長當時
非常吃驚，他並不是學西班牙文的，
歐部長回憶這可能與當時在擔任秘
書時，有很多國內高層會去當地訪
問，尤其祕魯在那時與我國仍有邦
交關係，當時其他同仁的西班牙文
程度可能並非很精進，他只好權充
翻譯，所以應該是有些高層回國後
報告說他的西班牙文不錯。但歐部
長也打趣道，這可能是因為他們也
聽不懂西班牙文，他無論講什麼都
會覺得很好的緣故。

	 擔任西語翻譯的前兩個禮拜，
歐部長就面臨十分重要的考驗—瓜
地馬拉副總統來台灣訪問，而翻譯
的工作理所當然就落到歐部長身
上。當時國宴由嚴副總統擔任主人，
台下文武百官、部會首長、三軍將
領都有列席，而歐部長也出色地完
成這重要的任務，就這樣開啟他為
期四年的翻譯生涯。歐部長回憶到，
其實當時擔任翻譯實在很不容易，
因為他同時也兼任科長，科長本身
就有很多業務，更何況部長還兼任
所有西班牙文訪客的翻譯，當年一
般訪問都是為時一個禮拜，訪客無
論是經濟部長、教育部長，還是其
他部會首長，通通都由歐部長全程
陪同翻譯。雖然過程十分勞累，但
是當時能擔任蔣總統的翻譯，是一
件非常榮耀的事，外交部有很多的
長官都是在當總統翻譯後升上來
的，對歐部長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
機會，但同時也是一份壓力，因為
翻譯如果翻得不好，總統府要求換
人，那麼歐部長在外交部恐怕就永
無翻身之日。因此歐部長當時每天
兢兢業業，即使再忙他還是會寫簡
短短文請在祕魯長大的同仁給他指
點。因此，歐部長說到他的西班牙
文其實是在國內認真打拚出來的，
從未在國外留學，全是靠補習班、
家教以及自學而成。同時他更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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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到，擔任總統翻譯對他而言真
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因為見到
的都是高層貴賓，藉由言談過程可
以學到很多，增長見識，也讓歐部
長的眼界更加開闊。

部長是如何與派駐國官員
建立關係密切的私交？

	 歐部長說拉丁美洲人的特性
就是相當熱情，一旦關係熟稔後他
們都會直呼對方的 first	name，國
情就跟我國有所不同，在我國即使
是關係相當好的朋友都不見得會只
用名字互相稱呼。因此歐部長說他
能快速融入拉丁美洲國家的主因是
歐部長只要派駐到一個地方，他一
定會密集宴客。宴客又有分為午晚
餐兩種，午餐是工作性質、晚餐則
是屬於社交性質，又晚餐宴客一定
要同時邀請對方的配偶，只邀請一
方是相當失禮的行為。因此，歐部
長當時每到一個國家都會把這些政
要都請到家裡來吃飯，透過擴散的
方式來建立穩健的外交關係。歐部
長舉例，假設他想接近當地的外交
部長，他除了會邀請外交部長外，
同時也會請該部長帶陪客過來，透
過這樣的形式就會知道誰與他關係
密切，哪天如果找不到這位外長時
就可以找跟他關係密切的人幫忙。
同時歐部長也很努力去記住大部分
客人的名字，他說到首次派駐到智

利擔任時，就是很努力去記住有來
參與宴客的名字，這樣的努力讓他
在慶祝國慶酒會上，對大約 400 名
來賓都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這令
我們後輩十分驚嘆；部長同時也說
到他第二次派駐到瓜地馬拉時，有
次去當地的超市買東西碰巧遇到過
去認識的官員，歐部長就叫出對方
名字令對方十分驚訝，也讓我們更
了解歐部長如何成功地經營外交關
係。

	 歐部長告訴我們，外交官的工
作有兩個重要的特質，第一個就是
外交工作的對象永遠是人，因此把
外交工作做好最大的關鍵就是打好
人際關係，並且培養好自己的 EQ。
在外交工作上 IQ 不是重點，EQ 好
才重要，如果 EQ 不好則 IQ 再怎麼
高別人都不見得會讓你；反之如果
EQ 好的話，處理事情會事半功倍，
這就是人際關係在外交工作上的重
要性。第二點就是與人溝通的能力
要夠強，表達也要精準，如果不夠
精準可能會闖禍，必須隨時注意自
己的用字遣詞。歐部長說到我們中
文當然都沒什麼問題，但是外文的
表達能力往往是不足的，這就是這
份工作難的地方。他往往都會跟新
進的部屬說：「你進外交部辦的是
洋務，在辦洋務之前必須先把洋文
給學好，否則你在外交部是不會有
前途的。」而他更補充說外交人員
講的能力比寫的重要，寫的工作必
要可以交給當地雇員做，重要的是
你講的能力要夠強。同時說話更是
門藝術，外交官要講的有內容，有
深度，這部分就是過去歐部長在當
外交官時曾經吃過的虧。他說過去
在國內常常只看中文報紙，導致很
多外文專有名詞都不太清楚，例如
向外國人稱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
「安倍」，這樣會沒有人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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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用英文稱呼別人才會知道；另
外像是世界文學名著	“Gone	with	
the	Wind”	的中文翻譯為《飄》，
後來被改編為電影《亂世佳人》，
若是不去查明這部作品的原文，他
根本無從跟外國人談起這部作品。
因此歐部長幾十年來都主張，我們
國內在教外國歷史或是文學時，翻
譯過來的專有名詞後面一定要標註
原文，否則在國外與外國人聊天時
你會變得非常無知。

	 另一方面，歐部長也認為，
身為外交官時在面對許多事情都要
心思細膩地去面對。歐部長在第一
次派駐瓜地馬拉時，外交部要他買
官舍，官舍打理好後歐部長第一次
宴客就請瓜國的總統夫婦來家裡餐
敘，而總統也找了副總統一家一同
前來。當時歐部長使用的餐桌是在
瓜國當地的台灣工匠製作的十六人
大餐桌，上面的中國風雕刻裝飾都
相當精美，瓜國總統一看就非常欣
賞，而歐部長也向總統介紹雕刻上
的巧思。因為注意到瓜國總統十分
喜愛這張餐桌，他第二天就打電話
給這位工匠，請工匠再訂製一張大
一點的桌子，做好直接送去總統
府。瓜國總統收到這份禮物時非常
開心，還開玩笑地問歐部長說：「你
的桌子大還是我的桌子大？」歐部
長非常自信的說當然是總統的比較
大，這就是外交官需要心思細膩的
例子。同時歐部長告訴我們，在外
交關係上很多的小動作都能讓對方
非常開心，例如對方可能喜歡收集
某樣東西，如果歐部長出門旅行剛
好看到這個收藏品就買一個送給對
方，這樣關係就拉近了，外交關係
當然就更穩健。

	 論及中南美洲變化萬千的政壇
紛亂，歐部長發現當地的政治人物

在下台後都很有可能會東山再起。
像是在他第一次派駐到瓜地馬拉
時，瓜國發生政變，當時的副總統
流亡到哥斯大黎加，而與該名副總
統頗有私交的歐部長當時也不畏政
壇紛亂，仍與對方保持密切聯繫。
正因這層關係，當歐部長第二任期
回到瓜地馬拉服務時，當時流亡的
副總統又在政界活躍起來了，該名
副總統甚至在大選時撮合了後來的
勝選的正副總統，而因為當初對方
在流亡時有持續保持聯繫，這讓部
長在後來更能穩定瓜國與我國間關
係的穩定，因此歐部長說到做人不
能太現實，即使對方流亡到國外，
還是要保持友好，不能就這樣拋
棄。歐部長當時就是因為這樣的個
性，所以不管是執政還是在野的政
治人物都跟他關係十分良好，當時
瓜國政壇甚至有個玩笑：「沒有在
Francisco( 歐大使 ) 家吃過飯的人
都不算是大人物。」綜觀在中南美
洲的外交經驗，歐部長說到很多時
候人都是靠交情在做事的，這是拉
丁美洲的民族性使然，同樣的事情
在歐美地區 ( 北美與歐美 ) 是做不到
的，明明是好朋友，但歐美地區的
官員會說不行，必須公事公辦，所
以在拉丁美洲比較能透過交朋友辦
事，只要有感情他就會幫忙想辦法。	
歐部長也跟我們分享一個過去在外
交工作上的故事。歐部長當年第二
次去瓜地馬拉派駐時與當地外交部
長十分要好，有一天瓜國外交部長
臉色很凝重與歐部長說瓜國內閣會
議通過要在中國大陸設立商務辦事
處，過去我們的邦交國只要有跟中
國大陸接觸，我們幾乎都會反對，
而該外交部長也預期歐部長必定會
反對。但是其實部長覺得很多時候
都必須替他人著想，不能只想到自
身的利益，所以部長的答覆令該位
外交部長感到很意外，他說到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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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可以理解，因在當時的時空
背景下很多國家都在爭取與中國大
陸的關係正常化，身為瓜國的外交
部長若不這麼做就是對不起瓜國內
部商業界。就歐部長的想法，他認
為當時我國都有很多台商在中國大
陸投資，因此我們沒有立場去批判
別人發展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
另一方面是必須體諒到他國也有自
己的國家利益，所以歐部長必須跟
該位外交部長說這是合理的決定。
歐部長甚至想說可以藉由我們在中
國大陸投資的台商來幫助瓜國產業
界，作為中間的媒介來聯繫中國大
陸，這樣商機也會跑到台商手上。
當時歐部長也呈報此一狀況與想法
給與我國外交部，並請外交部組成
一個以在大陸有投資貿易的台商為
主的代表團到瓜地馬拉與瓜國企業
界商談如何合作，最終就能把商機
拿到台啇手上，結果外交部沒有同
意。事實上，不幫瓜國的忙，他們
還是會發展與大陸的經貿關係，與
其單方面看他們與大陸經貿關係拉
近，不如我國從中介入，就結果而
言是一樣的，但差別在於我國也能
從中獲取利益，而且基於這種關係
上歐部長更思量到，如此作法更能
掌握到瓜地馬拉與北京互動的情
形。所以歐部長告訴我們後輩，很
多時候必須逆向思考，從別人的角
度來思考如何作決定，因為往往只
從自己的角度思考會為難到別人，
並讓自己喪失利益。
	
歐部長做人做事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歐部長擔任外交官的風格就是
要讓身心保持舒暢，並努力與大家
親近。外交路途一路走來，歐部長
從三等秘書開始，三度出任邦交國

的大使，三度擔任無邦交國辦事處
館長，在外交部擔任過科長、副司
長、司長、次長、部長，而他一路
走來都努力保持身心舒暢，同時秉
持著不罵人的原則，更歡迎隨時與
他人溝通。歐部長說到自己是最不
像部長的部長，他辦公室的大門永
遠敞開，在駐外館處也是如此，不
管是外賓還是僑胞，就算沒有先約
好時間，只要沒有在忙，他一律都
會接見。部長這輩子最討厭官僚作
風，常告訴秘書不要隨便擋人，有
客人來他一定接見，而這樣的信念
讓歐部長認為自己在擔任這麼多職
位後其實他沒有什麼不同，他依然
是那個親近、隨和的歐部長。面對
下屬，他也都會盡量授權以及信任
部屬，因此在他擔任外交部長時都
請部屬多擔當一點，當下屬對於一
個案子的處理方法自己已經心裡有
底時，歐部長認為只要知會他就好，
直接執行沒關係，例如他在當次長
的時候，發現各個外館報銷的單據
竟然也要送到次長室進行審核，覺
得甚不合理，完全不符合層層負責
的理念；在擔任部長期間，在與次
長們討論事情時，他也都會聽取並
尊重他們的專業意見，都會盡量跟
大家一起商量公務。
	
部長創立
對外關係協會的契機

	 歐部長辭職後接任的是楊進添
部長，接著是林永樂部長。而歐部
長跟林部長的關係很要好，當時林
部長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民間社團組
織配合外交部的活動，包含與無邦
交國家官員的關係等，於是就拜託
歐部長成立對外關係協會。外交部
並沒有給協會預算，等於是歐部長
自己籌錢運作，主持四年後剛好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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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漸趨定，後來就交棒給夏立言次
長請他幫忙，後來也發展得很好。
夏會長目前也聘請黃奎博教授擔任
秘書長，黃奎博教授當年借調外交
部擔任研設會主任委員時，正好是
歐部長在擔任外交部長，與黃教授
溝通很好，歐部長覺得黃教授是一
位溫文儒雅、知識淵博、很好相處
的人，所以當對外關係協會會長的
時候就找黃教授來幫忙，他一做就
做到現在。

任內所提出的外交休兵

	 歐部長說到，只要現在在外
交領域中一定會感受到局勢是一天
比一天嚴峻，而他之所以在任內提
出外交休兵，是因為在兩岸惡鬥的
結果下只有兩邊同時爭取的小國會
獲益，兩岸都會成為輸家。全世界
任何國家的外交工作多少都會遇到
阻礙，然而全世界只有我國在外交
工作上比其他國家多存在一個外在
因素干擾，那就是兩岸關係，因此
外交休兵是一個多贏的策略，我方
不但可以省下大筆經費進行國內建
設，同時在國際情勢上也不會緊張。
國際強國在兩岸都有戰略利益，他
們也不樂見台海爆發衝突，與此同
時也保住許多邦交國。歐部長說當
時唯一斷交的甘比亞較為特別，他
們的總統在兩岸惡鬥時期，任意敲
詐勒索我們，等到外交休兵我們改
變作法後，他們變得不能予取予求，
最後乾脆選擇斷交。總而言之，外
交休兵雖是我們單方面提倡的，但
從結果而言，北京也跟我們有默契
地落實休兵戰略，讓兩岸關係實質
上和諧許多，縱然外交休兵期間即
使甘比亞與我國斷交，中共也宣布
不與甘比亞建交，足見中共也落實
外交休兵。與此同時我國也能有意

義參與 WHA 與 ICAO，這些現在都
沒有了。歐部長感慨到，現今民進
黨政府過度傾向美國，導致兩岸關
係陷入緊張，造成外交工作上變得
更加困難。

	 「面對現實，務實處理」這不
但是外交上時常強調的外交策略，
也是我國必須面對國際情勢的現
實。中國大陸力量不斷增強，這是
一個國際現實，我們必須搞清楚，
台灣不可能跟他們正面對決，必須
採取和平相處的手段。在此基礎上，
我們必須務實處理兩岸關係，因為
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是密不可分
的，甚至比外交更為重要，沒有兩
岸談何外交。所以我國更須正確的
政策處理兩岸，以免影響人民生計
與和平。過去歐部長曾經投書過中
國時報，他說：「台灣的生存之道，
在於捍衛中華民國。」現在台灣在
國際間並非國家，以國家名義存在
的是中華民國。現任立法院院長游
錫堃曾經說過：「當我國邦交國歸
零那刻起，就是台獨建國的時候。」
歐部長認為這是相當無知的説法，
他認為中華民國的存在就代表內戰
還沒結束，當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
後雖然軍事衝突減少，但取而代之
的是外交戰事的持續，而外交人員
正是現在的戰鬥人員，因此內戰並
非已經結束。一旦我國外交戰打輸
後，代表內戰結束，正式宣告中國
共產黨勝利，並不是所謂台獨建國
之日。獨立必須有國家承認，當我
們邦交國都歸零後，又有誰會承認
這個所謂「獨立」的國家呢？因此
歐部長才會認為「台灣的生存之道，
在於捍衛中華民國」，意義就在此，
同時身為外交人員的我們當然要盡
一切努力去避免這件事情發生，這
才是我國外交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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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對學弟妹們的期許

	 將來想成為外交官的學
弟妹，最重要的莫過於是加強
自己的語言能力，以及對國際
情勢的認識，增加對自己國家
文化歷史的認識，這些都是最
基本的，這樣以後在職場上才
能做好自己被分派到的工作。
另外，幽默感也很重要，很多
事情都是因為有幽默感，才能
化解尷尬的情況，輕鬆解決問
題。正因部長是清寒出身，不
像富貴人家經常有社交活動
能培養自己對社交場合的應
對能力，因此歐部長說他從小
木訥寡言，一切都是進職場後
才學習到的，培養良好的 EQ
也對他的人生很有幫助，他希
望以此來期許各位學弟妹能
在未來、各領域當中都能有所
斬獲。

系友小檔案：
姓名／歐鴻鍊
現職／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理事長
學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經歷／外交部科員 (1964 年 -1967 年 )
駐秘魯大使館三等秘書 (1967 年 -1971 年 )
駐秘魯大使館二等秘書 (1971 年 )
外交部中南美司科長 (1971 年 -1973 年 )
外交部中南美司副司長 (1973 年 -1975 年 )
駐智利商務辦事處主任 (1975 年 -1981 年 )
外交部中南美司司長 (1981 年 -1984 年 )
駐尼加拉瓜大使館大使 (1984 年 -1985 年 )
駐阿根廷代表處代表 (1986 年 -1990 年 )
駐瓜地馬拉大使館大使 (1990 年 -1996 年 )
外交部常務次長 (1996 年 -1999 年 )
駐西班牙代表處代表 (1999 年 -2002 年 )
駐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大使
(2002 年 -2008 年 )
外交部部長
(2008 年 5 月 20 日 -	2009 年 9 月 10 日 )
對外關係協會常務理事兼會長
(2013 年 6 月 -	2017 年 1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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