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每一步，都堅定而清晰
蔡沛倫，畢業於政大法律系、美國紐約大學碩士、英國諾丁漢大學博士。

持續關注人權議題，現為政大外交系助理教授。

撰稿、採訪｜張絲閔

升大學時，沛倫老師同時申請了法律系與外交系。在對於外交、法律皆懷抱著興趣，且兩者均順

利獲得錄取的情況下，她採納師長的建議而選擇就讀政大法律系，並透過雙修的管道取得外交系學士

學位。畢業後，沛倫老師赴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國際法學碩士學位，接著更取得英國諾丁漢大學博士資

格。沛倫老師目前擔任外交系的專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著重於國際人權法與人道法、難民法、國際

公法、國際爭端解決等項目。

大學時期的規劃與生活重心

縱使法律系大一大二並沒有開設國際法相關課程，沛倫老師仍藉由參與模擬法庭接觸到了國際法，

並為此吸引；加上本身對國際事務相當有興趣，且自認具備一定程度之英文能力，她自然而然地申請雙

主修外交系。那時雙主修外交系需要多修六十個學分，直至畢業她共修了兩百多個學分，於五年內完成

這些課程，由此可見沛倫老師對於自己的高要求與清晰的定位。外交系的課程安排和所學提供沛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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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而所有環節都在絕對的實力與努力

下，經由她有條不紊的論述得到了印證。

當初分別到美國、英國讀碩博的原因？

就學期間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經歷？

約莫是大二、大三時，沛倫老師便已十分

清楚自己未來的方向。因當時對國際法研究產

生很大的興趣，她開始規劃將來出國進修、朝

國際法領域發展。至於是否因個人偏好而選擇

這兩間學校？沛倫老師則解釋並非單純出於校

名與特定國家。

「我之所以選擇就讀紐約大學，是因為這

所學校於國際法研究方面富有盛名；最後選擇

諾丁漢大學的原因，也是因為那裡的教授能夠

指導我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

美國法學碩士班時長僅有短短九個月，其

後很多人會選擇在美國考律師，沛倫老師則無

此意，便思考著利用暑假完成一個實習體驗。

美國的大學經常會提供學生一些實習機會，包

括進入各ＩＧＯ與ＮＧＯ實習。沛倫老師原本

便時常關注人權方面的組織，而紐約大學底下

恰好有一個人權研究單位協助學生申請國際組

織實習機會，理所當然地成為沛倫老師的首要

之選。實習的組織「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座落在日內瓦，雖是在ＮＧＯ的結

構之下工作，但基於組織性質的緣故，內部人

員經常能夠接觸到聯合國各單位的運作。

談及大學生活中所參與過的特殊活動，沛

倫老師頓時眼睛一亮。「那一定是模擬法庭啊，

我的大學時光就是在模擬法庭中度過的。」從

大一時聽聞模擬法庭活動、大二開始參加比賽，

到大三時帶領學弟妹參賽，「模擬法庭」可以說

貫穿了整個大學生涯。模擬法庭的具體進行包

括模擬聯合國附屬之國際法院的運作，扮演爭

端當事國的律師並進行言詞辯論。在這個過程

中，他們學習如何在現有的法律之下思考、建

立自己的論點，實際體會實務運作。於沛倫老

師而言，這是相當充實、全面的訓練，儘管需

要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然而收穫無疑是顯著

的。在模擬法庭的訓練下，邏輯思考、資料收

集、言詞辯論、臨場反應等能力都一一被培養，

逐漸內化成堅固的實力。即使現在已非生活中

心，沛倫老師仍會不定時參與模擬法庭的活動，

並擔任比賽裁判。

不同於法律系的角度去看待、瞭解這個世界，

與法律專業相輔之下能得到更廣泛、完整的收

穫，因此她認為雙主修外交系是一個十分正確

的決定。

模擬法庭造就沛倫老師對於國際法的興趣，

然而國際法並不包含在當時律師、司法官考試

的範圍內。「如果我有興趣的科目，國家考試

都不考，那我去參加還有什麼意義？」

若不考慮成為司法人員或者執業律師，從

未來出路的角度來講，學術研究與研究教學是

一個可能性較高的路線。畢竟臺灣相比其他國

家，較少機會以一名律師的身份、於執業生涯

中使用到國際公法。種種思考與利弊權橫後，

沛倫老師決定往學術領域發展。「考量到未來要

教書的話，取得碩、博士資格是必要的；既然

如此，則應將出國留學納入規劃之中……這樣

的推論滿直覺性的。」從目標回溯到起點，沛倫

老師以回推的方式明確且流暢的安排好往後的

論及此次實習的整體心得，最主要的收穫

應為實務運作層面的認知改變，體會到實際與

教科書所述之間的差異。聯合國會議進行從早

上十點到一點、下午三點開到六點，其中兩個

小時的午餐時間看似被劃為議程外的空白，然

而實則扮演著類似「場外協商」的重要角色：可

能最後通過的決議就是在這兩小時的協商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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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共識。實習生有機會旁聽整個協商過程，這段

沛倫老師原以為不具約束力與正式性的環節其實

是國家表達各自立場、統合彼此看法的機會。而

國際組織的運作過程中，有許多這種看似非正式

的情況實則被賦予決定性的作用，某些行動雖未

必能動搖國家決策，卻能發揮或多或少的的影響

力。在組織運作過程中，這些情況的進行並不會

因為缺乏拘束力而不受重視，是以各國的參與均

十分積極。

在英國留學的生活

關於留學，她建議……

沛倫老師所處的城市位於英格蘭的中部，前

往倫敦不須太長的路程，即使是搭飛機至蘇格蘭

也相當近。所以在論文書寫之外的空閒時間，她

會四處走走，以自己的方式慢慢地探索這個國家。

倫敦為英國的文化中心，西區的音樂劇表演象徵

倫敦的歷史、光輝與色彩，更為沛倫老師的留學

生活增添不少樂趣。比起英國其他地區都市，蘇

格蘭自有其獨特風情，與英國的城市景觀大相徑

庭，皆相當值得遊訪。

每個國家的學制都不大相同，以在英國讀博

士班來說，課程上並沒有太多安排，必修只有一

堂關於研究方法的課程，除外的時間都會用來完

成各自的論文。當然這樣的設定有好有壞：優點

是有個專注的努力目標；相對來說也成為博士時

期的生活重心，佔據許多時間與心力。

「 『 出 國 交 換 是 不 是 大 學 期 間 的 必 要 里 程

呢？』、『大學畢業後，我應該出國留學嗎？』 經

常有同學詢問這些問題，而我想說的是：你的任

何行動都應該基於你為自己設定的目標。」許多

人會因為自己的同儕申請雙主修、出國交換或留

學而感到焦慮與迷茫，疑惑自己是否應該跟上？

沛倫老師十分認同學子們想追求更高學

問、想出國體驗、進行交流的心態，卻不該只是

為了出國而出國，缺乏明確目標及規劃的衝動決

定對於個人發展並沒有太大意義。「而如果你認

為留學能為將來達成目標推進一步，那便去做

吧。」

選擇這個領域的原因？

因為發現自己對於人權議題較有興趣，沛倫

老師在碩班時選擇修習人權法，隨後又接觸到人

道法。經過考量，她決定把博士論文的方向連結

臺灣現狀，將主題設定為人權相關的議題。即使

臺灣在經濟、民主、文化面受到國際認可，然而

時年美國國務院或國際人權機構公佈之年度各國

人權報告顯示，臺灣尚存在待改善之人權議題。

舉例而言，外籍移工，如漁工與家事移工等長期

暴露在酬勞低、工時過長的不合理待遇下，顯示

臺灣當前於人權保護工作上仍有進步空間。

目前的規劃與所從事之研究？

被問及該如何完善台灣的人權保護，沛倫老

師認為這個議題涉及不同利害關係人，各方力量

互動下，政府也承受相當大的壓力，難以果斷的

變動決策與執行。沛倫老師認同實務推動上的困

難度，畢竟人權的推展並非一朝一夕；而政府應

規劃具體的方向與提出配套措施，細部上則需要

法律面的配合，以及聽取各方意見。整體來說，

透過多元參與和公開、透明的議題討論，漸進式

地達到效果是較可能且理想的方式。

身為外交系的助理教授，目前沛倫老師進行的

重點事務包含教學與研究計畫。前者如國際組織的

專題研究課程，為學生準備相關的英文教材存在一

定的工作量；後者分為個人研究和團隊研究。被問

到於她而言較偏好團隊研究抑或個人研究，沛倫老

師偏頭想了一下， 「個人研究需要自己從主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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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而並不是每次都能順利構思出適合的題目；如果是研究合作的話，會有其他人提出想

法…不過無論喜不喜歡，兩種研究都是必須的，不可能只選擇任一樣。」除去教學與研究，沛倫

老師過去曾因緣際會與校外國際法學術團體有所交集，故她也時常在空閒時間中參加國際法學

會的活動。即使生活忙碌，沛倫老師仍對此抱持正面態度，她笑笑表示：「雖然平時真的很忙，

都快想不起來上一次能看閒書和追劇是什麼時候了…但有事情做都是好事啦。」

如果今天讓您擁有一座屬於自己的遊樂園，您會選擇什麼主題的遊樂園呢？

當問到這一題，沛倫老師隨即露出有些苦惱的笑。「這題讓我想了很久，說實話，我從小就

沒有特別喜歡去遊樂園，所以對擁有遊樂園沒有什麼感覺。硬要說的話，之前看過的一部影集

『Black Mirror』給了我一些靈感。我想，若遊樂園可以建構出影集或電影裡的場景，讓遊客能夠

以虛擬方式體驗影集中的景象，應該會滿有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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