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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一條離開時已充分實現自我的道路 

－張小月學姐專訪 

 

 

 

 

 

 

 

 

 

 

 

 

 

 

 

 

撰稿：張維容 採訪：張維容、王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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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期待興奮又帶有一點緊張的心情，來到海基會，進到環繞式座位的接

待室，手中的訪問稿看了又看，對於能夠訪問到對臺灣外交關係多有建樹、具

有影響力的張小月董事長，感到十分幸運，期待著能夠從大學姐身上聽見在事

務官以及政務官之間游刃有餘，一路精彩的故事。 

 

憶外交 

「在政大四年很快樂！」一談到學生時期，張小月董事長揚起了大大的笑

容告訴我們：「高中三年準備大專聯考，拚命考進了外交系，一上大學就想好

好放鬆，有很多好玩的活動可以參與，爬山、郊遊、露營、烤肉、舞會等等，

甚至會到碧潭划船。最常做的活動就是去指南宮玩，有時候晚上也會去！」學

姐想起當年，覺得大學生會做的事都沒有少做，玩得很盡興。不過，她認為年

輕人還是要以讀書為重，自己當年還是非常認真讀書，玩是一種身心的調劑。 

 

給迷茫的你／妳 

回憶充實的大學生涯，學姐除了好奇的問我們：「現在的活動應該更多更

精采吧？」也不忘關心現在學弟妹的狀況。我們告訴學姐，身邊的人有些會對

未來感到迷茫矛盾，不知道未來何去何從。學姐沉思了一會，沒有直接回答，

而是拋出一個建議。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學姐認為開闊的視野及心胸是大學生涯中需要

去體會的。「一個人行萬里路可以得到等同讀萬卷書的成果，因為有很多知識

是人跟人之間的接觸學到的。」她提到，當時在大學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在讀

書，只把活動當作身心的調劑，因為那時候無法體會到玩的收穫。後來卻發

現，在玩的當中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衝擊，碰撞出不一樣的想法，甚至改變對事

情的看法及觀念，因此，她很鼓勵年輕人多去旅行，擴大自己的生活範圍、開

展視野。這讓我想到曾經在書上看過的一段話「旅行最美妙的感覺是在它不斷

提醒我們－你所知甚少，而這個星球如此美好。」旅行讓我們的身體感悟到不

同的風和水，我們的頭腦也在不同風情的滋養下變得機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

辣，談吐因此謙遜。 

此外，她鼓勵大學生多參加社團，雖然自己當年並沒有投入，但後來發現

參加社團不僅僅是玩樂，而是若能夠足夠投入，擔任起籌辦活動的任務，那將

是對個人很好的訓練。例如最簡單的登山郊遊活動，把大家找在一起，就是一

種最基本的號召力。在仿若小型社會的社團裡，從大大小小的活動中去訓練如

何有架構、條理分明的安排事情，如何帶領夥伴，如何分配工作等等，對將來

領導統御很有幫助，並且學習事情更容易觸類旁通。 

在社團中培養領導統御的能力、行萬里路開拓視野，乍聽之下似乎還是難

以解釋如何面對迷茫的未來，但深思其含義後會發現這不就是打破教育體制的

限制，找到自我熱情最究竟的方法嗎？筆者觀察到，政大生普遍忙碌，時間安

排密集，或許是文組學生的專業與未來工作之間常存在許多曲折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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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著我們積極填充自己的生活。然而系上課外活動、暑期工讀、實習等等有

預設條件及限制的情況下，我們或許因此難以從中尋找自我。在社團中承接領

導職，肩負起社團興衰的責任；規劃旅行，勇敢出走，兩項看似無關的選項，

相同的是我們可以利用在學資源，卻較不受到體制的限制或保護，更赤裸的直

面挑戰、開創人生。 

「當然，學業還是最重要的。」言末，學姐不忘再次提醒讀書是大學最核

心培養自己的方式，並舉了最近發生的紐西蘭槍擊案作為例子。「沒有更進一

步思考的人聽聞這個消息會覺得可怕、恐慌，直覺要遠離紐西蘭。但如果更進

一步思考，會想到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衝突的議題，甚至發現此次恐攻發

生在出奇不意的地方，進而連結到反恐議題。」她說，讀書能夠讓我們在看事

情時，有更堅強的理論架構基礎，使思維更有系統、有條理，並且能夠從更廣

博、多元的面向去分析。 

 

累積實力 

 外交這個領域，學無止盡，隨時都要充實自己。「像我們大學學的東

西，很多現在完全用不上了，當時是冷戰時期，現在情勢都改變了。」學姐提

醒我們要隨時注意國際關係的變化，國內外的經濟情勢也很重要。近代趨勢，

各國視經濟發展為第一要務，而政治與經濟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臺灣身為

小型海島經濟體我們應該要有有效的對策，才能因應國際環境的變遷，並在確

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使全球化對臺灣帶來正面的意義。 

還有一項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語文。現在世界已是一個地球村，良好的英

文能力在搜尋資訊方面有很大助益，它能決定我們擷取知識的深度與廣度，也

使我們能夠跨越溝通障礙與更多人交流。當然，也不能失去我們的優勢，中文

是我們的母語，涵蓋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因此造詣絕不能偏廢。 

  話鋒一轉，學姐提到了軟實力部分，她告訴我們「在外交上跟人家交朋

友，那個人的興趣嗜好很重要。」她舉了一個自身經歷，「外交官去跟人接洽

時，不會一開始就開門見山表達希望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一定會先閒談一

番，跟美國人可能聊籃球、棒球；歐洲人很高的機率喜歡足球、喝好酒，有的

人喜歡釣魚，有的人喜歡音樂喜歡藝術，可能也有人愛好蒐集名車、跑車等

等。」學姐說，除了一定要有的專才之外，也要慢慢累積各方面的常識，多涉

略一些不同的知識，和別人交流時才能博得好感，兩人的距離更容易靠近，若

有志於加入外交行列，可以自己設定主題，一個一個慢慢研究。「但最後還是

回歸到專業，專業還是最重要。」學姐下了這麼一個結論，她認為我們現在正

處於最好的時光，擁有許多工具得以多方涉獵，從現在開始慢慢累積，就可以

擴充對很多事情的理解，最後別忘了專業方面還是一定要加強、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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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的信仰 

看到長年在外交場域上衝鋒陷陣的大學姐，我們好奇她是何時立下了當外

交官的志願。回憶起當年，學姐緩緩說道：「小時候生長在彰化鄉下一個蠻貧

窮的地方，常常想出國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後來大學聯考考上政大外交，

覺得讀外交很棒，好像就可以接觸到全世界，於是一畢業就考外交特考，順利

進到外交部。」學姐告訴我們，在她的外交生涯正要萌芽時，臺灣的外交遭遇

到很大的挑戰，在大學期間也有許多同學因此轉系，但因為所讀、所從事的都

是自己熱愛的，因此就自然而然在外交領域上一路走下去了。 

  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有多大的迴旋空間考驗著領導者的才能。對於

在外交與兩岸關係馳騁的學姐，我們想了解是什麼樣的信念讓她義無反顧地投

入。「我對臺灣的未來有信心，這就是一種價值的選擇，喜歡共產主義下的生

活，還是自由民主制度？我們的堅持是因為我們覺得自由民主是好的生活方

式，所以我們捍衛主權。」學姐說現在西方國家也慢慢體會到中國大陸手段強

硬，這樣的制度他們絕對不贊成，因此產生美國的印太戰略，而臺灣也在其中

一環。她同時也表示，反中是反對政權、反對制度，不是反對中國人民。我國

政府還是非常理性，願意和中國大陸來往，認為兩岸的往來是好事。 

 

女性在外交場域 

身為女性，學姐曾是我國外交部發言人，首位駐美（西雅圖）女處長，任

駐聖克里斯多福大使時，是我國首位女性駐外大使。在筆者眼裡，學姐可說是

女中豪傑，女性的典範，我們想知道學姐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分。 

她告訴我們，在早期傳統上的確會有外交工作屬於男性工作的認知，但現

在女性機會跟男性一樣多，漸漸趨向性別平等。「外放的時候，臺灣的外交工

作不是只有光鮮亮麗的那一面，不是只有拿著香檳杯周旋在賓客當中，也不是

每一個人都是坐在會議桌前談判，很多事情自己要去做。」學姐談到自身的經

驗，最深刻的一次是邀請南非駐聯合國常任大使訪問我國，當時派駐在紐約的

學姐負責送機，儘管起飛的時間是晚上十二點，學姐仍必須隻身一人完成任

務；還有一次，在荷蘭舉行一場座談會，希望荷蘭各界支持我們參加世界衛生

大會，但外面場地太貴，只能辦在辦公室裡，當時人手不足，搬桌椅等等的都

要自己來；學姐還提到，第一次外放到紐約時，要隨時蒐集聯合國的資料，儘

管很多很厚重，還是要親自去聯合國搬回來。 

由於外交場域上，女性的比例仍然不高，容易引起外界的擔憂，但這些擔

心都是多餘的。學姐在西雅圖第一次擔任館長時，西雅圖的傳統廣東僑胞都非

常擔心對方官員會因為她年紀輕輕且又是女性的身分而瞧不起她；派駐中美洲

擔任大使時，大家也擔心她會不會被當地官員欺負。但在外交場域上，對方還

是以大使的身分尊敬對待她，不論年紀、性別，只看你背後代表的那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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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女性外交官外派還是會有一些限制，多半和當地的習俗相關，像是有

些伊斯蘭國家不跟女性來往，例如沙烏地阿拉伯；還有像早期的日本，在官場

上不喜歡跟女性交流往來，不過現在已經不是問題了。 

  至於在政治場域方面，早期傳統社會不習慣女性成為主管，但現在性別意

識抬頭，專業和能力已經大於性別，女性的機會已經大幅增加。學姐認為：

「當有一個升遷的缺，而有一男一女條件都一樣，我覺得女性被青睞的機率比

較高。」例如現今加拿大總理大力推動性別平權，規定女性閣員的比例一定要

有百分之五十。 

 

駐外回憶 

「去過的每一個國家都很好玩，很有他的樂趣，很多事情讓人耳目一新，

感受到世界之大。」學姐娓娓道來駐外時光有趣的見聞，讓人不禁心生嚮往，

也見識到身為一名外交官須具備的廣闊胸襟。她回憶起在加勒比海當大使的日

子，在那邊不僅要克服生活上的不適應還要捍衛邦交。然而當時覺得特別艱苦

的，現在回想起來只剩甘甜！學姐認為那是一段非常特別的經歷，例如：當聖

克里斯多福的內閣會議辯論是否要跟中共建交與臺灣斷交時，經由學姐的努

力，成功捍衛了邦交，到今日友誼還很穩固。她也告訴我們，所有派駐過加勒

比海的大使現在仍會聚首，在那裡打拼過的人都難以忘懷在加勒比海的時光。 

學姐也感嘆，很難想像當初結交的好朋友，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絡，像是聖

克里斯多福的總理來臺灣都會和她見面，還有很多保持連絡的僑胞朋友，真的

很可貴。 

「很多人說：『弱國無外交』不，弱國才特別需要外交！」學姐語重心長

地說，外交就是沒有煙硝的戰場，中國大陸隨時在打壓我們，因此要花很多功

夫去想怎麼讓駐在國願意跟我們交朋友、支持我們，每一步、每一個決策都要

有技巧、很謹慎。 

 

轉戰兩岸關係政務官 

  學姐在 2016 年時出任陸委會主委，我們好奇從事務官轉戰到政務官是怎麼

樣的體驗。學姐提到，在 2008 年適逢第一次政黨輪替，大家非常關心政府面對

中共的立場態度，外交部因此嚴陣以待，在人事的配派上，希望藉由女性擔任

發言人，以較為柔性的身分緩衝這場硬戰，因此找上學姐擔任發言人的工作，

而這個職務就是她從事務層面跳到政務層面的開始。 

  檢視最近我國在外交領域所遭遇的變局，可以發現中共落實「一中」原則

的攻勢愈趨凌厲，我們請站在第一線的學姐和我們分享拓展兩岸關係的甘與

苦。學姐說兩岸關係不容易，最大的問題是中華民國的主權仍受到許多質疑，

而現在九二共識被習近平框住了，走向一國兩制，因此我國政府不承認。另

外，中國大陸現在實行兩手策略，不和我國政府交往，直接訴諸民眾、找民間

團體，或找地方政府，我國政府感到遺憾。學姐也說：「我們重視自己是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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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願意和中國大陸交往，但一定要公平對等、平起平坐。在這個大原則之

上交往互動，做生意、投資、文化交流，觀光我們都歡迎。」 

  接著我們問到，政府將如何因應。學姐講解，現在著重在人民的服務，政

府有很多義務的顧問、財經法律律師協助處理兩岸密切交流所產生的問題，例

如幫忙生意人在大陸遇到的土地糾紛、勞資等問題；提醒留學生去大陸可能遇

到最真實的狀況。此外，也會多做民間交流的工作，像是招待大陸來臺的陸生

去看李天祿的掌中戲團、原住民的文化，讓他們了解臺灣的文化，也看見臺灣

多元包容的社會。 

  「當然，還是希望兩岸有一天能夠復談。」學姐說未來希望以堆積木的方

式，一步一步，從人民多來往，到基層科員的拜訪互動，以雙方避免誤解誤

判。她也呼應中國大陸，臺灣的門是開著的，很歡迎他們來。希望政治的問題

先放一邊，大家坐下來談，先想想如何解決兩岸因為密切交流所產生的問題。 

 

直面挑戰 

學姐也提到駐在西雅圖時，隔壁住的是德國的總領事，每天三四點下班，

常去游泳打球、在家裡辦酒會，但他很好奇為什麼學姐很晚才回來。學姐引述

西雅圖雜誌總編輯曾經告訴過她的話：「世界上兩個國家的外交官我最佩服，

一是臺灣，二是以色列。」我們都是生於憂患的國家，有外交上的孤立，有沈

重的國防負擔，有強鄰的威脅，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雖然比別人辛苦，

但在大家的認真努力之下，中華民國至今仍屹立不搖！ 

聖露西亞曾在 1997 年與我國斷交，後又在 2007 年回復邦交友誼。談到立

場的改變，學姐告訴我們，中國大陸雖然能夠提供一定的金援，但有些援助並

不有效，例如建造很多場館，卻沒有使用當地的人力、材料，無法創造實質的

效益。而我們的做法，是提出經濟社會發展的計畫並坐下來跟對方討論，除了

讓當地人民獲利，也能增加執政者個人的政治聲望，如同釣魚理論一般，必須

給他釣竿，而不是直接給他魚吃。 

 

放眼未來 

「臺灣的未來還是仰賴國際情勢的演化。」最後學姐下了一個註解。美中

之間的對抗很激烈，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所以臺灣的戰

略價值比過去更高，也因此美國非常重視與臺灣的關係，在各方面加強與我國

的來往。她說，雖然我國的邦交國數字少，且與主要國家都無邦交關係。但我

們的自由民主、經貿實力依然很有價值，戰略地位也讓全世界不能忽視臺灣的

存在。學姐認為，目前兩岸關係應該維持穩定，不要讓大陸有任何攻打臺灣的

藉口，同時跟周邊國家維持非常好的關係，以維護我國的主權及尊嚴。 

「我對臺灣的未來一點都不擔心！」學姐肯定地說，她從現實層面分析，

1978 年我國與美國斷交，很多人賣土地賣房子，去美國大使館申請簽證，準備

移民，但現今的臺灣並無此現象。此外，我國與世界上主要的國家雖無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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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皆有實質的關係，代表處、辦事處有一百二十個左右，表示各國很重視與我

國的關係。再者，國際情勢是均衡狀態，美中對抗起於中國的興起來勢洶洶，

且愈趨共產、極權，所以美國聯合歐日來均衡國際，我國並不會完全沒有國際

空間。 

「一百年後來看臺灣的歷史會是很特殊的。」學姐說，用傳統的外交觀念

來看，會覺得外交領域很辛苦、不容易，但其實還是有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且

臺灣一點都不小，雖然維護主權不容易，但一定可以做得到。1971 年臺灣風雨

飄搖，但今日回首，我們屹立不搖，經濟排名世界第二十；我們走向了民主，

還建立很多世界第一的產業，如半導體、IT供應鏈。  

 

給學弟妹的期許 

訪談結束離開會客廳，和煦的陽光從大片的玻璃窗上灑下，一如學姐給人

大氣、溫暖的感覺。回想方才兩小時的訪談，我們從學姐身上看到身為外交

官，為中華民國縱橫四海矢志不渝的精神，也看到身為中華民國高層官員，捍

衛主權的決心，給了國民堅強的信心。 

「在面臨中國大陸給我們重大挑戰的時候，我們需要更多優秀傑出的朋友

加入外交工作的行列，希望研習外交的同學們來考外交特考，進入外交部！」 

細想著學姐殷殷期盼外交學弟妹的聲調及話語，我想起曾被美國總統甘迺

迪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的瑞典外交官道格．哈馬紹所說過的一段

話「別尋找死亡，它自會來找你，尋找一條離開時已充分實現自我的道路。」

或許不是每一個進外交系的學生都有志於精彩拚搏的外交工作，但身為中華民

國的國民、外交系的一份子，不管未來想要從事什麼，我們是不是能夠期許自

己，找到心目中的使命，承襲著中華民國的外交精神，不畏艱難，為捍衛所信

仰的價值使盡渾身解數，放手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