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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發自信的光芒──姚金祥學長專訪 

               

 撰稿：蔡家卉 採訪：蔡家卉、朱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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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往外交部的路上，回想起三月中開始與北美司聯繫訪談相關事宜，而

與我接洽的正好也是外交系的學姐。學姐說司長公務繁忙，未必能夠受訪，當

時的我擔心與司長的訪談會因為時間因素而無法進行，錯失一次與外交人員對

談、聆聽前輩分享經驗的機會。直到確定了採訪日期，我的心情才從原本的擔

心轉為期待。 

踏進外交部，雖然不是第一次拜訪這裡，但想到我所在的是掌管我國外交

政策的重地，訪問的是畢業三十年的系友：北美司司長──姚金祥學長，心情

還是有些興奮又緊張，也不斷地思忖著司長究竟會是什麼樣的人。幸好，學長

在一見面就給予我和柏瑞大大的笑容和歡迎，同時也關心著外交系的近況，讓

我們放鬆了不少。 

 

外交緣 

  談起和外交系的緣分，學長說，因為當時的考試制度與現在大不相同，以

分數為導向，所以高中時期選擇社會組的學長在成績出爐、加權計算國文、英

文分數後，已大概知道自己可以進入哪些學校，而他的第一志願，是政大新聞

系。因為當時剛解除報禁不久，新聞系成為許多學子的首選志願，非常熱門，

學長也不例外，將新聞系設定為自己的理想。雖然未被新聞系錄取而來到了外

交系，但他說，即使轉系容易，一旦來到一個系所後，其實也就不會想離開。 

  回憶起在大學的修課，學長說道外交系的課程不單單只是語言方面的精

實，還有統計、經濟等多元的課程。他也提到，外交系所培養的能力中，語言

能力是最重要的，學長更特別強調，中英文同等重要。在外交部服務，許多事

情的溝通、傳遞皆是透過公文的撰寫，因此中文表達能力對一位外交人員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英文的重要性則彰顯於與外國的互動、交流。而在政大諸多課

程之中，朱堅章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陳皎眉老師的心理學是影響最深，也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因為對歷史充滿興趣，加上認為心理學是門實用的學問，

所以即使教授不點名，學長也總是提起幹勁，甚至提早到教室上課。「會花比

較多時間念相關的書。」是他認為這兩門課帶給他的影響。 

 

憶起少時 

  但學長的大學生活不只有讀書，更多的是社團活動。他高中時便開始玩音

樂，更說道：「我認為跟念書一樣重要的事情是玩樂團。」當我知道學長在大

學加入吉他社、組樂團時其實心裡受到一些衝擊，打破了我對外交人員在學生

時期總是較安靜、書卷氣較重的既定印象。學長說，當時吉他社中已有一個

「學長團」，主唱正是今日知名音樂人：陳子鴻，他也積極地想組成自己的樂

團，只是要找到合適的主唱人選真的很困難。有一次，學長在宿舍路過一間房

間，聽到自彈自唱吉他的樂聲，便上前敲門，詢問他是否有擔任主唱、共組樂

團的意願。而當時被學長「相中」的樂團主唱便是已故歌手，也是他的同學：

張雨生。樂團組成後的生活有甘有苦，學長將多數的時間運用在練團上，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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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工業技術學院（今臺灣科技大學）公演，在四維堂的表演當然也不能缺席，

更曾得到金旋獎的肯定。聽完學長的分享，我也不禁反思：現在還是大學生的

我，是否也像學長一樣了解什麼是自己所喜歡的？是否也一樣努力過生活，創

造在三十年後回想起來仍會滿是懷念的回憶呢？ 

  每每和系友、前輩交談、訪問，我總是會好奇現在的他們在回顧自己大學

生活時，是否有任何的遺憾或後悔？聽到這個問題，學長並沒有思考太久便說

道，因為個性的緣故，不太會感到後悔或遺憾。但他說，如果時間可以重來，

想要在大學這個時間較充裕、顧慮也較少的階段，談一場刻骨銘心的戀愛。另

外，和班上同學有更多的互動也是學長希望在大學時能夠做到的事，因為重心

多放在社團、打工和家教，雖然仍有幾位摯友，但與班上同學的互動較少。學

長也感慨高中時期因為住校，與班上同學的感情深厚，到了大學就鮮少有如此

的友誼。 

 

振翅飛翔 

  學長的大學生活過得多采多姿，同時也不忘規劃自己的未來。學長畢業前

同時考上了預官和研究所，當時的他選擇先進入軍營。而在結束軍旅生活之

後，他並未直接念研究所或準備特考，而是先踏入社會尋找工作，想嘗試作為

一位外交系畢業的學生，是否有不同的道路可做選擇。無奈當時臺灣的經濟情

況不佳，不容易找到工作，在此同時學長也決定要仔細思考是否要準備外交特

考。當年六月，他下定決心為特考衝刺，開始研讀考科，並在同年九月通過考

試，但在受訓前，學長又選擇先修讀研究所充實自己，完成研究所學業後再回

到外交部。聽到這裡，我想起先前採訪的吳東明學長所說的，他的同學們既會

玩又會念書，我想，坐在眼前的學長就是標準的例子吧！  

  學長說，受訓期間的工作帶他很大的成就感，也喜歡這份工作所以留在外

交部服務，然而有許多同期進入外交部受訓的同仁，因為不同的因素而離開，

而他認為，並不是外交系的學生就適合擔任外交官。外交官的生活並非表面看

起來的光鮮亮麗，背後的家人、小孩都有不為人知的辛苦，會受到不同的正負

面影響，不管是小孩的適應能力或是家人的支持都是考驗和挑戰。回歸到自

己，學長認為想要擔任外交官，需要具備以下的特質。首先，外交官勢必會碰

到許多社交場合或參加不同活動，與各式各樣的人建立聯繫關係，和大學時期

參加的學生舞會相像，要在不熟悉的場合與互不相識的人往來，這對個性較內

向的人而言可能會是很大的痛苦。除此之外，外交人員常需要獨自一人完成一

件事情，一個人搭飛機、一個人完成任務，學長表示，過程其實很孤單，同時

還要為上級的壓力、不同的政治打壓而煩惱，且努力未必有成果，因此強大的

抗壓性是必備特質，不能輕易被擊倒。最後，要堅持自己的目標，並承受所接

收到的目標任務。從學長的分享可以了解，外交工作並不像多數人所認為的，

只要偶爾在社交場合與外國聯繫關係如此輕鬆，相反的，外交工作長時間處在

高壓狀態，尤其國際環境變化快速，無法預料下一刻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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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作充滿挑戰，學長卻未曾想過放棄，他說自己在工作中培養了很高的抗壓

性，加上自己較樂觀也有自信，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不曾有過放棄的念頭，

在外交界，一待就是二十五年。 

   

外交甘苦談 

  學長也與我們分享了兩段外交工作經驗。在擔任北美司政治事務科科長

時，同時也是陳前總統的傳譯。因為擔任此職位的外交人員多曾派駐華府，以

學長為例，他前後曾在駐美代表處服務數年，較了解英文溝通上合宜的用字遣

詞，因此北美司政治事務科科長便等同於總統的英文傳譯人員。學長坦言，擔

任總統傳譯的壓力不小，因為不是科班出身，外交系的課程亦沒有相關的訓

練，因此對翻譯領域較不熟悉，但又背負著為總統雙向翻譯的責任，不管是公

開演講或是大大小小的公眾場合，都需要他的協助，再加上總統的演說有臨時

加稿的可能，十分考驗學長的臨場反應。雖然擔任傳譯帶給學長不少壓力，但

同時也有不少收穫，激發了他短期記憶及隨機應變的潛能。 

  另外，他也分享在回臺擔任北美司司長前的職務：駐西雅圖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總領事，與先前的駐美經驗不同，因為過往在政治組工作，只需專職負

責政治組的業務，但派駐西雅圖時，政務、領務、僑務及商務都是學長的職務

範圍，更須兼顧領導統御辦事處的運作。駐外期間，除了辦事處的工作外，更

要處理許多對外關係。由於政治地位的問題，我國駐外機構常受到對岸的打

壓，或許是透過告誡美國州長、官員不可與臺灣走得太近，抑或是告訴相關人

員不可通過與臺灣相關的決議文等，當面臨這些情況發生時，就是需要外交人

員突破困境的時刻。除此之外，對岸的打壓也或多或少對在美國的僑胞產生影

響，尤其是 1949 年代到美國的僑胞，近幾年我國政黨輪替，對岸常利用政治立

場的分裂挑起臺灣人民之間的矛盾，進而引起僑社是否掛起國旗等認同問題。 

 

瞬息萬變──美中臺關係 

  我們除了想了解駐外人員的工作甘苦談，也向學長請教了他對現今美中關

係的看法。學長說道，現在的美中關係與兩年前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從前，

美國希望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使中國也接受現行體系的規範。然而兩年後，

美國國內輿論開始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認為中國開始挑戰美國所創建的國際秩

序，因此轉變立場，希望節制中國介入國際體系。這樣的環境對臺灣而言是一

大機會和挑戰。機會在於，我們能與主要的安全提供者：美國有更多的接觸；

挑戰則在於，我們應如何追求最大利益並得到外界的信任，而不管是機會或挑

戰，都是外交部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強化臺美夥伴關係並克服挑戰。現在，

北美司所關注的已不只是政治、經貿議題，更多的是婦權、人道救援、反恐、

公共衛生等，工作範圍擴大，也須借助其他相關部會的協助，以持續促進臺美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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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臺美關係的另一項因素，是假新聞。學長分享，國際社會上出現了一

個新詞彙：複合式攻擊，意指除了傳統的攻擊外，也包含了新型態的攻擊，假

新聞便是其中一種，現在已有部分國家採用，而這對擁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

而言傷害非常大。面對這樣的新型態攻擊，我國選擇與美國合作，對抗假新聞

帶來的威脅。 

  而最近，常在新聞上看見報導，認為如今的臺美關係是歷年來最好的，我

們也很好奇學長對類似新聞有什麼看法。他認為，不論是什麼政黨，皆認為與

美國維持良好關係是重要的，因此，只要臺美雙方關係升溫，就會出現相關的

新聞。最後，學長也提到，我們與美國維繫良好關係，並非以聯合美國對抗中

國為目的，只是希望能夠自保；相對地，在與美國互動時，我們也向美國保證

會審慎處理兩岸關係的議題。 

 

許外交一個夢 

  訪問邁入尾聲，學長想勉勵以報考外交特考為志向的學弟妹，現在的特考

已不像過往限制相關科系才能報考，許多在國外就業、念書的學生、社會人士

亦能參加考試，競爭更加激烈。「要凸顯自己是念外交的」是他認為外交系學

弟妹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學長也很歡迎學弟妹進入外交領域，他分享道，外交

工作比起一般處理重複業務的工作更有成就感，也鼓勵我們到外交部實習，從

中多了解外交部的工作內容及運作。 

   

  最後，學長對將在明年邁入九十週年的外交系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

雖然畢業系友對學系的發展有些許影響，但最重要的仍是加強、充實自我，以

吸引更多的年輕學子，也期許外交系能夠發展得更好。從學長的話語間，我感

受到了他對外交系以及學弟妹的期待與期許。 

  為時一小時的訪談，讓我最難忘的，是學長的談吐與眼神，從他身上，我

看不見外界對外交人員的負面評價，而是一位充滿自信，對外交工作滿懷熱忱

且對未來、後輩懷抱希望的外交官。而在離開外交部後，「要凸顯自己是念外

交的」這句話不停在我腦海中縈繞著，或許現在的我尚未找到能夠凸顯自己是

外交系學生的方法，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找到答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