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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學期間的紹宇學長除了參
與了多樣的課外活動，同時也雙
主修國貿系，並在畢業後前往英
國倫敦國王學院攻讀國際政治經
濟學碩士。在學業之餘，也於各
大媒體平台受邀書寫文章，如：
聯合報鳴人堂、天下雜誌換日
線、 上 報、 太 報、 商 業 周 刊、
今周刊、釀電影等，更於《聯合
報》、《明道文藝》上專欄寫作
散文及電影，並在 2021 年出版
個人著作《黑盒子裡的夢》。目
前 的 他 除 了 作 為 Freelancer 持
續在各媒體平台撰稿外，也於國
際影音串流平台工作。從外交領
域跨足至影視媒體領域的紹宇學
長與我們分享了他的大學生活、
寫作心路歷程、媒體與外交的關
聯、英國留學經驗，也在採訪的
最後給予迷惘的外交學子們一些
建議。

大學期間的收穫

      大學期間他曾多次參與外交
學系系刊的編撰，其中學習到許
多如寫作、與人應對的能力。舉
例來說，在面臨不同職業、年齡
的受訪者時，該如何找到對的方
式應對及提問，並在此過程中問
到自己欲知的資訊。在作為主編
時，則是學習到美術設計排版能
力，與此同時也提升他對於文字
的敏感度，使他能在書寫時更精

準地挑選並使用語句，以使讀者
更易於理解。

     此外，他也曾在政大抓馬戲劇
社中參與公演，作為演員使他更
了解並貼近自我。透過討論與排
練的過程中，紹宇學長學習到如
何用第一人稱理解劇本與角色，
藉此提升了觀察力與同理心，在
往後也更易理解他人做一件事情
背後的動機。

      「 念 書 固 然 重 要， 但 團 體
活動是大學期間一件難得的事
情。」，紹宇學長在大學期間除
了上述的活動外，也參與了其他
的課外活動，如營隊、酒舞會、
外交之夜等等，雖然花費了他許
多時間，但在大學期間許多人能
為了同個目標一起努力的溫度是
很棒的，畢竟離開大學後，人們
在社會上僅能單打獨鬥。

      而在大學中，紹宇學長最喜
歡的一堂課為「韓國轉型正義電
影評析」。課程中老師播放了韓
國不同時空背景下的電影，其中
講述了如威權歷史、媒體自由、
重要時事等主題，這堂課使他深
感衝擊，也令他著迷於電影如何
作為呈現歷史事件的載體這件
事。因此，他開始對電影中的社
會時空背景、社會樣貌等越來越
有興趣，進而開始關注韓國民主
化等的韓國歷史電影作品，並開
始撰寫影評。紹宇學長認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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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韓國雖具有相似的歷史脈
絡，卻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
這堂課為他開啟了一個全新的
視野。

寫作與累積
從興趣到專業

      被問到是如何將寫作的興趣
發展至如今的專業時，紹宇學
長坦言，起初從未想過寫作會
成為自己的專業。紹宇學長表
示，一開始寫電影相關文章時，
他僅僅是為了與他人分享自己
的觀影心得。透過在社群媒體
上分享電影心得，得以與其他
朋友交流想法，透過這樣相互
理解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自己
遺漏或未注意的東西，與不同
價值、成長背景的朋友交流想
法的過程對他來說很有趣。基
於分享的動機，紹宇學長於是
開始透過如投書給媒體等方式，
使自己的文章得以接觸更多讀
者，然而當作品接觸更多讀者
時，會進而對自己的文字及觀
影量有更大的期許與要求。

      紹宇學長向我們分享，他當
初作為學生時沒有想太多，僅
僅是因為喜歡而不斷地寫作，
對學生時期的他來說，當下只
會覺得是做喜歡的事情，若因
為做喜歡的事而收到回饋或金

錢，則都是附加的價值，儘管
當下的文字不成熟，然而透過
這樣的累積，作品總有一天會
被人看到。紹宇學長認為，很
多事情在當下做的時候都不知
道會有什麼回報，抑或會被哪
些人給注意到，而我們要做的
不該是去苦惱會不會被看到，
而是好好把現在所能做的事情
做好。

      紹宇學長也向我們分享若寫
作時沒有靈感該怎麼辦？當初
他在聯合報撰寫每兩周一篇的
散文專欄〈半熟倫敦〉時，由
於疫情影響，留學生在倫敦所
能做的事情不多，難免碰到沒
有靈感或缺乏趣事，而寫不出

文章的時候。紹宇學長認為，
靈感可遇不可求，即便缺乏靈
感，身為作家仍需完成作品。
雖說有靈感時可以讓你事半功
倍，很快地產出一篇好文章，
然而寫作不能單靠靈感，碰到
沒靈感時，身為一個寫作人的
重要能力，便是需將過去觀察
到的素材提取出來，並發展成
一篇文章，而這些素材則是來
源於平時觀察及用心
生活後的體悟。

      「就如上面提到累
積這件事，你所做的
努力不知道會帶你到
什麼地方。」，談到
紹宇學長是如何出版
他的第一本書《黑盒
子的夢》，他告訴我
們累積所做的努力會
帶你到意想不到的地
方。這本書的開始是
在 2020 年 準 備 出 國
的前幾個月，當時由
於總編輯在進行有關
紫禁城的研究，看到他曾撰寫
的《末代皇帝》文章，總編輯
被這篇文章所吸引，於是聯絡
紹宇學長見面洽談，而在會談
中偶然聊及遠離故鄉到異地生
活看電影的想法，來自中的紹
宇學長在接觸到台北不同種類
的電影後，有了不同的體悟，

總編輯於是詢問他是否有意願
出版電影評論的書。雖然一開
始他也曾憂心於自己的能力會
不會不足，然而後來整理好心
情後，仍決定放手去做，於是
開始籌備這本書。書中整理了
他過往的電影評論，同時加入
一些新東西，而書中從歷史、
政治議題，談到愛情、親情等
不同情感，最後討論到自我、

時代與個人，並在章節中插入
與主題相對應的電影，最後再
加上對影視產業的感想，完成
了這本書。紹宇學長表示，他
會持續書寫電影影評，未來若
有機會也想嘗試看看創作不同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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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與影視媒體
非典型的外交工作
      曾有人問過他：「既然喜歡
電影，為什麼不就專攻影視產業
呢？」，紹宇學長給我們的回答
是， 不 必 限 縮 自 己。 即 便 是 就
讀外交系，我們所能做的事情其
實很多，而外交系的所學對於我
們仍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比方來
說，外交系中所受到的訓練，使
他寫的東西和別人有所區別。在
書寫電影時，他便時常觀察到電
影背後的時空背景，以及事件發
生當下人民是如何應對這件事
的，這使他的文章更具有社會意
識。相較於其他影評關注於燈
光、鏡頭等電影藝術層面，紹宇
學長的文章更聚焦於故事及其背
後的脈絡。紹宇學長認為，國際
政治與電影說到底都有關於人，
而在某種層面上他們是相輔相成
的。

      紹宇學長認為雖然他目前所
做的並非是公部門的外交，但影
視的軟實力同樣是一種外交。在
目前服務的公司裡，也致力於推
廣文化外交，利用內容與媒體向
國外做外交，這也是一種外交，
只是不是我們印象中的外交。紹
宇學長認為，文化與影視的軟實
力是很棒的外交，舉例來說，韓
國的影視產業使全世界想要去了
解韓國歷史、文化與語言，然而
台灣同樣具備精彩的、悲傷的、

令人驕傲的歷史，我們應該要讓
這些歷史為世界所知，這也是他
一直以來想做的事情。

英國留學記

      大學畢業後，紹宇學長選擇
到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繼續專研國
政經領域，說到選擇英國的原
因，他提到自己以前就很嚮往歐
洲，並且喜歡有歷史、故事、文
化的地方，倫敦剛好就是一個充
滿機會地方，加上自己學習國政
經，未來又想往新聞媒體發展

等，便選擇了倫敦。在倫敦學習
的這一年，紹宇學長經歷了一些
思維模式的改變，透過不斷的批
判性思考，逐漸建立自己的邏輯
思考模式，除了學術上的研究外，
也因此能在生活上面對各種事物
也能從新的角度切入，擁有自己
獨特的見解。

       而說到在英國的那段時光，紹
宇學長表示有種像是身處第一線
（frontline） 的 感 覺， 以 藝 文 界
為例，很多電影、舞台劇、展覽
等在歐洲巡迴後，第一站就會回
到倫敦展演，而亞洲能則在幾個
月之後才會出現，因此身處這種
前線的氛圍下每天都很興奮，每
天都有新的衝擊和新的收穫。能
夠一同目睹這些事情的發生，對
紹宇學長而言是件興奮、感覺強
烈且難忘的回憶。此外，紹宇學
長也提到倫敦是個比歐洲任何一
個城市都還要多元的地方，有非
常多不同種族的人居在倫敦，這
表示倫敦是個對於不同的族裔膚
色、宗教信仰、外觀樣貌的人等
包容力極大的城市。而這部分某
種程度上對於紹宇學長而言，給
了他很大的空間可以自在地做自
己，因為在倫敦沒有人會用異樣
眼光看待你的樣貌、批評你的想
法等，因此在倫敦每個人都是獨
特的，人與人之間有一種適當的
距離，紹宇學長形容那是一種舒
服的生活氛圍。

 迷惘這件事

      學長提到在人生當中迷惘絕對
有的，但這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這代表你對當下是不滿足的，所
以 如 果 對 於 現 況 或 未 來 感 到 迷
失，紹宇學長想告訴大家，其實
沒有關係！不用過度擔心，因為
大家都一樣，每個人都有迷惘的
時 候， 而 如 何 找 到 方 向， 就 是 
"Try more !" 多多嘗試，就像當時
紹學長在大學期間去演戲、寫字、
看電影、外交部實習等，這些對
於他而言都是一種刺激，即便有
些活動看似對未來可能沒有什麼
幫助，但這些嘗試至少可以讓我
們知道自己是否喜歡或適不適合
哪些工作及事物。因此紹宇學長
認為嘗試這件事很重要，在大學
正值青春的我們有很多時間和本
錢，不要有太多既定的想像，或
認為自己一定要做到及達成什麼
目標，因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未
來會是什麼樣子，所以不必給自
己太多的壓力。

 此外，紹宇學長也說道「很
多時候，認真的把每一個當下做
好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夢想
和現實或許看似很難兼顧，但其
實把每個當下的事做好，就是實
現夢想一個很棒的方式。另外，
也不須因為迷惘而感到羞愧或覺
得自己很糟糕，別人都看起來很
厲害，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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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感到迷失過，只是很少人會
把自己的脆弱展現給別人看。
因此，紹宇學長鼓勵學弟妹們
在大學期間好好探索自己，不
要忽視自己的感受、不要忽略
自己的生活，好好的生活、好
好的體驗，一定會找到一個自
己有感覺的事情，而那或許就
是一個線索讓你抓住，從迷惘
中漸漸走出自己的道路、找到
自己喜歡或該做的事情。
   最後在訪談的尾聲，我們問紹
宇學長「還有沒有什麼話想對
學弟妹說」，他說「不要聽我
的！」，之所以說「不要聽我
的」，意思不是紹宇學長說得

沒有用，如果有同樣想在這個
領域發展的學弟妹有疑問，學
長很樂意根據他的經驗給予建
議，因為他也曾經從許多前輩
老師身上獲得過寶貴建議。然
而，紹宇學長認為他人生中所
做的決定其實都來自他自己，
這 是 為 什 麼 他 說「 不 要 聽 我
的」，因為你終究還是得聽從
自己內心的訊息，不要輕易將
任何人的話當作真理，而是要
不斷探問自己，在嘗試的過程
中回歸本身，什麼是你想做的，
什麼是你該做的，而不是做那
些別人認為你要做的事。

賴柏君
撰文／黃楷雯、林孜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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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問號，
都能一一畫成驚嘆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