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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梁家柔、黃楷翔、花清荷

2023政大校園馬拉松日前熱鬧登場，參賽者年齡從
最小的3歲橫跨至最年長的83歲，還有175名外籍參
賽者，總計逾2300名參賽者，創歷年新高。

「對我來說今天是一個挑戰，人生中第一次要跑十公
里！」校長李蔡彥於致詞時表示，非常難得可以看到眾多
師生和社區鄰里一早便齊聚於操場。他也感謝校友謝金河
協助政大馬拉松轉型，讓校友及社區民眾也能參與賽事，
最後他也感謝體育室與團隊的付出，才能讓賽事順利完成。

為迎接百年校慶，今年特別推出新版馬拉松獎牌，一改過去
傳統的圓形設計，將形狀改為類似鑽石的五邊形，融合校徽、
馬拉松標誌及政大地標等地景，凡是在 100 分鐘內完賽的 10公
里跑馬組選手，均可免費獲得。若四年「全勤」參與政大馬拉
松，便能將四年獎牌組合為政大校徽圖樣，並加碼贈送政大百年
紀念托盤，極具紀念價值。已經有不少師生、民眾立志連續四年
都要報名馬拉松，蒐集百年校慶獎牌。

2 0 2 3 年 政 大 校 園 馬 拉 松 分 為 跑 馬 組 （ 1 0 公
里）及走馬組（4.5公里），並依性別和年
齡進行細項分組，女子競賽跑馬組分別由

C h r i st i n  M a i e r （ 3 0 歲 以 下 ） 、 洪 棠 譑
（31-45歲）、王淑菁（46-64 歲）、陳麗
雪（61歲以上）榮獲各組第一。

來 自 德 國 的 政 大 商 學 院 交 換 學 生
Christin Maier同時也以46分13秒的佳

績獲得女子組總冠軍，她欣喜表示，
這是自己第一次參加馬拉松，很開心
得到這樣的成績，同時稱讚整場活
動組織規劃完善，自己也非常榮幸
能夠參與。

男子競賽跑馬組由張智超（30
歲 以 下 ） 、 呂 啟 臣 （ 3 1 ～ 4 5
歲）、陳智湧（46～60歲）、

羅正剛（61歲以上）獲得各組第一名佳績。去
年斬獲全場最佳成績（38分54秒）的呂啟臣，
今年以38分00秒突破個人紀錄，第三次參與政
大校園馬拉松的他，談及最初參與比賽是因為
與本校籃球教練范耿祥熟識，實際完賽後認為
政大的環境舒適，可以放鬆地享受跑步過程，
今年相較往年天氣更佳，能夠超越去年的成績
非常高興。

由於今年馬拉松人數較往年增加近800人，因
此也投入更多工作人員，讓活動能順利舉行。
政大體育室表示，馬拉松雖活動時間很短，但
要讓2000多人平安且順利完賽，工作人員與體
育室必須有極佳默契，並能相互配合。本次工
作人員約120位學生，其中有102位為政大校隊
同學，在大專聯賽比賽高峰期，仍為本次活動
付出心力，在政大校園馬拉松籌辦過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

為迎接百年校慶，政大校園馬拉松推出新版
獎牌（攝影：秘書處）

左圖：來自德國的商學院交換生 Christin Maier( 右 ) 獲女子組總冠軍（攝影：秘書處）
右圖：今年馬拉松報名年齡從最小 3 歲橫跨至最年長 83 歲，不少民眾全家出動，一起熱情參與活動（攝影：秘書處）

2023 政大校園馬拉松熱血開跑
報名人數創歷年新高破紀錄！

（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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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院締造四連霸佳績　歐語、企管系勇奪二三名

昔日文獻重鎮化身藝術展間「社資裡住了一座森林」
秋季聯展落幕

「政大記憶拾回計畫─學生社團篇」展覽

本報記者 蔡文馨、林婕宇、許巧昕

政大第57屆文化盃合唱比賽日前於四維堂舉行，今年共有19
個系所、14組參賽隊伍參加，首次多系聯合組隊參賽，激盪
出不同火花。激烈的賽事最終由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歐洲語文學系、企業管理學系獲得冠亞季軍，第四、五、六
名依序為法律學系、中國文學系及自然狀態野人隊，其中傳
播學院順利完成文化盃四連霸。 

校長李蔡彥致詞時表示，「合唱不是靠單一個人的音樂造
詣，而是要靠團隊的精神與默契。」期盼藉由文化盃，傳承
政大人之間的美好回憶。李蔡彥也期待，未來政大師生可以
持續培養歌唱等興趣，加入本校的振聲合唱團或校友合唱
團，用歌聲傳達情感與幸福。 

今年有許多系所自選曲選擇知名動畫電影主題曲，結合各種
巧思，帶給聽眾別出心裁的演出表演。企管系帶來振奮人心
的歌曲〈Into the unknown〉，由悅耳的女聲開場，加上精
心編排的走位，希望展現細膩、優美的歌曲處理方式；東南
亞學程此次特別選以〈How Far I'll Go〉為自選曲，特地將歌
詞翻成越南語、泰語、印尼語三種語言，期望帶出如同電影
《海洋奇緣》主角Moana，願意為熱愛事務冒險的勇氣。

「自然狀態野人隊」為本屆組成最多元的隊伍，由政治系、
教育系、經濟系、資管系四系同學共組，自選曲帶來充滿熱
情與力量的〈Waka Waka〉。「Waka」在斯瓦西里語具有
「火焰」、「閃耀」之意，他們期許政大學生在大學四年的
生活中，能夠閃閃發亮、閃耀自己的青春。同學們唱著歌

本報記者 花清荷

政治大學X實驗學院籌備處日前在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以下
簡稱社資中心）舉辦「社資裡住了一座森林｜秋季藝術駐地
聯展」。「社資裡住了一座森林」系列展覽邀請12位創作
者，以12隻動物作為象徵，將社資中心內外空間化身為創作
展間，內容包括裝置藝術、講述表演及圖文創作等。

活動以2005年創意實驗室X計畫學程籌備的大學音樂劇《麥
田花》回顧影片開場，迎接過去曾經一起合作過的夥伴們重
回母校，接著由政大廣告系教授、X實驗學院籌備處教師陳
文玲致詞，她強調：「做自己要做的事其實是最快樂的。」
當這次邀請學生回來籌備作品，以及實際聽到每人的導覽
後，才令她發現，唯有做著自己發自內心想要做的事，才能
得到真正的滿足。

當天活動共有五場創作者導覽，展覽形式橫跨繪本、插畫、
圖文創作、裝置藝術及計畫型創作。陳囿蓉的《城堡的秘密 
繪本原畫展》，以自身碩士班時的夢境為主題，述說一段有
關心靈「密室逃脫」的故事；而羅紓筠的《找路，走路，成
為路》，融入自身大學時期繪畫作品，自創曲、論文謝辭以
及詩等各項素材，映出自身成長軌跡，並期許過去不曾停止
找路的自己，未來能夠成為路。

林柏辰的插畫創作《孵星星的人》，以自己進行試管嬰兒療
程的經驗作背景，講述世上人們都是孵星星的人，都在尋找
著屬於自己的光亮；巧妙運用展間玻璃窗、書櫃，謝璧卉的
《蛹內》將作品與社資中心融為一體，將蝴蝶花紋圖樣貼於
玻璃窗及書櫃上，運用自然光及光箱投射，展現「蛹」的意
象；而張子謙的《日誌、提示、研究室》，結合社資中心固
有的研究精神，展出個人生涯中與政大、研究、創作有關的

情境線索牆展示政大學生社團老照片，結
合類塗鴉風格的視覺呈現，模擬學生在社
辦交流塗鴉的趣味時光。除了代聯會、振
聲合唱團、登山隊的照片之外，你還有發
現哪些社團？每張老照片都是「政大記憶
拾回計畫」重要線索，一起化身偵探拼湊
政大記憶的全貌吧。

以不同年代的自強報報載拼貼而成，以沉
浸式體驗打造一座「自強報第2023期展覽
號」。自強報最早於1962年創刊，1975年
改為革新號，直到2011年自強報社停止運
作，正式走入歷史。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
月中，自強報是最具代表性的政大學生社
團刊物，扮演校方與學生的溝通橋樑，記
錄了有關政大的時下要聞，幫助師生認識
了解政大。

接起電話，聆聽校史故事的聲音。自強報的
一半裝置著神秘的電話，另一半的報頁中嵌
入46吋螢幕。透過電話聽故事，透過眼睛
看故事，以有趣沉浸感的方式，讓觀眾深入
體驗政大校史事件。總共有四段故事隨機播
放，包括四維堂失火記、社團活動場域變遷
記、社團幹部培訓往昔、文化盃的記憶等，
由校史事件中的神秘人物搭配生成式人工智
慧，為你講述學生社團的故事。

針對本次展覽首度開設「政大校史」
社群媒體帳號，包含臉書粉絲專頁、
Instgram帳號，讓政大人共同參與「政
大記憶拾回計畫」。

圖書館特於政大在臺復校70週年之際策劃本次「政大記憶拾回計畫─學生社團」展
覽，展期自12月27日起至2027年校慶期間止。盼藉此引領大家回顧政大學生社團的發
展軌跡，活動場域的演變、幹部培訓之路，以及各類型社團舉隅介紹。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演唱〈Invisible〉，服裝特別配合歌
曲主題設計，傳達不受束縛、自在地飛翔的意涵（攝影：秘
書處）

林柏辰分享插畫《孵星星的人》的創作過程（攝影：秘書處）

詞：「When you get down, get up」也希望大家在面對挫折
時，能有勇敢面對的勇氣。

去年展開文化盃文藝復興之旅的歐語系，今年再度聚集來自
德文、法文、西班牙文三組的同學，將音樂的美好帶給大
家。自選曲演唱中世紀歌曲〈Dies Irae〉，大膽挑戰無伴奏
合唱，考驗各聲部的歌唱技巧，也充分展現同學們的默契。
歌曲前半段氣勢磅礡，極具穿透力的歌聲迴盪在四維堂內，
中段以柔和的歌聲與前段產生極大的反差，最後再回到澎湃
的情緒，完美結尾。
 

歷年的常勝冠軍傳播學院今年自選曲獻唱〈Invisible〉，歌
曲背後有著動人的故事，他們想傳達積極面對生命每一刻，
肯定生命的意義。為配合歌曲主題，男同學的服裝特別走禁
錮系風格，女生的服裝則是象徵著翅膀，表示不受束縛、自
在地飛翔。他們有力的歌聲，搭配著木箱鼓沈穩有力的節奏
聲，並配上整齊劃一的動作，展現了傳院人的團結，溫暖歌
聲迴盪在觀眾心中。

最後，比賽結果出爐，今年傳播學院不僅成功蟬聯四年冠軍
寶座，還獲得最佳舞台呈現獎、最佳指揮與最佳合奏，共豐
收四個獎項。總召傳院二林沂葳認為這次的結果很不容易，
本來還擔心今年會空手而歸，「遇到的困難還蠻多，因為人
太多，變成有些細節很難去注意到。」不過對於最終的好結
果，他難掩臉上喜悅，儘管大家平時各自忙碌，很感動比賽
前夕大夥的心有再度凝聚。
 
第二名由歐洲語文學系拿下，擔任總召歐語二李芯語和副召
歐語二李旻珊表示，「今年歐語化盃雖自選曲難度高、和聲
複雜還高達七個聲部，但越難我們就越想挑戰歐語極限！」
也因為秉持快樂練唱及團內大家的認真付出與投入，歌聲才
一步步地從初見雛形，到後來在四維堂舞台大放異彩奪得亞
軍，這樣的佳績實屬不易，她也感到無比驕傲。

拿下第三的副召企管三李庭嬅則提到，「今年一樣遇到招募
和無指揮的困難，因此在音樂之外多了些表演的形式呈現對
歌曲的詮釋，感謝系上、老師的協助以及評審的肯定。」過
程中團員間副召關係變更加緊密，這正是團名取為錢塘的目
的，期待明年能有更好的表現！

文獻及書籍，搭配14天影像日誌，呈現出研究精神在當代的
轉化可能性。

此外，「社資裡住了一座森林」系列展覽將於12月19日至
24日迎接下一次開展，歡迎校內師生、校外人士一同前來共
襄盛舉，把握社資中心開門的難得機會，探索這座森林中究
竟有哪些正活躍的動物、植物，以及那些雖屬於過去，但仍
然留存至今的活動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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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文化盃



政大赴捷克進行 SCRC 剪綵儀式　
期盼深化中歐地區學術合作

政大人    no.32

話題 政 夯話題 政 夯 3

「政植計畫產學合作締約暨感謝大會」攜手近 40 家知名企業，針對政大學生提供超過 150 個
的限定實習培訓名額（攝影：秘書處）

莊敬外舍拆除後，未來將變身為捷運站（攝影：秘書處）

校長李蔡彥（左）與查理士大學校長克莉絲可娃互贈紀念品（照片提供：查理士大學）

攜手 40 家頂尖企業簽限定實習 MOU　開啟產學合作新紀元

告別「莊外」老朋友　迎接捷運環狀線「政大」站

本報記者 林婕宇、梁家柔、花清荷

國立政治大學日前舉行「政植計畫產學合作
締約暨感謝大會」，攜手近40家知名企業，
針對政大學生提供超過150個的限定實習培
訓名額，為近期臺灣各大學中規模最大的產
學合作MOU簽署計畫。

本校職涯中心主辦的「政植計畫」，秉持每
位學生都是希望種子，而學校是土壤的理

念，希望能夠透過土壤的養分，陪伴每顆種
子成長茁壯並繁茂世界。因此致力建立各院
系與企業的直接交流、加深實質合作，並鼓
勵企業開拓更多就業途徑，製造雙贏局面。

政大校長李蔡彥表示，感謝與會貴賓共同致力
降低國家人才產學鴻溝，這是高教中空前的大
規模產學合作。李蔡彥表示政大一直以人才培
育為主要任務，因此如何讓學子與社會接軌，
並在求學期間就了解產業需求十分重要。「政

本報記者 許巧昕

於民國70年代興建，承載眾多校友青春回憶的政治大學莊敬外
舍，預計今（2023）年底將進行拆除工程，功成身退，未來會
轉變為捷運環狀線Y1A（政大）站，初步規劃將興建成地上一
層、地下四層的建築，並透過捷運廣場與政大校區連接。

莊敬外舍位於政大東側門對面的巷子內，隔著指南路與學思
樓、商學院相望，佔地約3000坪。莊敬外舍建築陸續在民國
68年、70年與73年落成，早期是女生宿舍，近年則是四、五
舍為男生宿舍，六至八舍維持提供女生住宿。

未來的捷運政大站，位於環狀線的南環區段，將採地下化的
方式興建，路線必須穿山過河。此外，捷運政大站的工程位

置屬於複合地層，多岩盤且硬度高，且附近道路狹小，北捷
二工處團隊預計將採用國內首見複合地層柵狀擋土排樁工法
施作。

捷運站站體部分，目前捷運局於基地正中央規劃設置一層樓
之捷運政大站出入口穿堂層，北向出口從秀明路進出，南向
出口則可直通校本部東側門；而依照政大三角地都更案初步
規劃，期望能結合捷運站屋頂設計形成綠化平臺，連通成一
個複合式建築群與開放空間，惟本構想涉及捷運站體變更設
計需市府同意，詳細規劃尚待與市府、相關單位協商確認。

未來捷運南環段全線通車後，由政大校園生活圈前往公館商
圈，可從35分鐘縮短為19分鐘，從政大前往板橋站也從原先
的50分鐘，縮減至30分鐘。不少學生及校友雖對宿舍的拆除

本報記者 許巧昕

政大校長李蔡彥與師長日前親赴捷克查理士
大學，參加「半導體供應鏈韌性中心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Center」（簡稱SCRC）合
作備忘錄的開幕暨剪綵儀式，並與查理士大
學校長Milena Králíčková簽署合作細則，確定
五年期計畫經費分配。同時，李蔡彥也拜訪
政大姊妹校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及捷克馬薩里
克大學，為本校在中歐學術合作拓展新機。

本次SCRC開幕式，除了李蔡彥之外，政大創
新國際學院、社會科學學院、理學院、商學
院、傳播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等16名代表也
共襄盛舉，提前至查理士大學與相關學院舉
行工作會議。開幕儀式當天，剪綵代表除了
政大校長李蔡彥及查大校長克莉絲可娃外，
還有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臺灣駐捷克辦事處
代表柯良叡，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眾議
院議長艾達莫娃等人出席見證。

李蔡彥致詞中提到，晶片的穩定供應，對國
家安全、民主自由與永續未來非常重要，而
在晶片科技與供應鏈管理的發展上，臺灣有
許多可以和捷克一起合作的地方。李蔡彥表

示，政大非常榮幸能夠代表臺灣，跟捷克的
查理士大學共同推展半導體供應的研究，致
力於探討晶片供應鏈背後的地緣政治，共同
培育下一代的前瞻人才，「讓臺灣與捷克兩
國，在半導體科技的發展上能穩定向前，領
先國際，推動一個永續經營的未來。」

SCRC合作備忘錄是在今（2023）年3月，由
李蔡彥和查大副校長Jan Polak於外交部共同
簽署。在晶片供應鏈重組的關鍵時刻，此計
畫將從2023年進行至2027年，從地緣政治、
供應鏈韌性、教育投資和環境永續，整合臺
捷兩地學者專業，強化捷克晶片行業的韌
性，並推動兩國專家學者的合作交流，希望
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提升計畫的影響力，
而該計畫也是臺灣和捷克在高科技背景下，
雙邊社會科學合作的里程碑。同時，兩校社
科院也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順利簽下院級
師生交換協議，而其他學院也陸續展開合作
對話，期盼深化與捷克高教的聯合研究與師
生交流，為雙方其他領域的學術合作奠定更
穩固的基礎。

此行中，政大訪團也拜訪兩所鄰近重要的姊
妹校，亦即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及捷克馬薩里

克大學。維也納大學為中歐地區最大的教學
和研究機構，2023年QS世界大學排名第130
名，至今培養出21位諾貝爾得主。李蔡彥與
維也納大學校長Sebastian Schütze期盼深
化雙邊合作，目前兩校除了學生交換之外，
主要合作領域為臺灣研究，未來希望能在資
訊、人工智慧、政治等展開交流。

而馬薩里克大學位於捷克第二大城布爾諾，

為捷克入學最競爭的大學，在2008年就與政
大簽署校級MOU，此次參訪中，政大師長
與馬薩里克大學資訊學院及人文學院就網路
安全、區域經濟、供應鏈韌性及語言學習等
領域，討論未來合作方向。政大也期盼在未
來，能繼續與國際知名大學展開學術文化合
作，增進學生對於國際社會的理解，並促進
交流與合作。

大有全國最高的跨域學習人數，幾乎每個學生
都有進行雙主修、輔系的跨域學習。」李蔡彥
期許政大學生以人文社科為軸心，擁抱科技
應用，在多元化領域中都能發揮出色。

緯創軟體董事長暨執行長蕭清志提到，目前
公司業務遍佈全球，因此急需國際人才。他
也提到，目前公司的財務長、臺灣暨香港事
業單位業務部長、市場行銷及公關負責人都
是政大的優秀校友，並希望以後有更多政大
人加入。

奧美集團董事總經理謝馨慧則強調「人才」
是公關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她以「俄羅斯娃
娃」說明公司對待人才的方式，形容自己是
最小的玩偶，「每一次雇用的人才都是比我
偉大的人才，才能培養出巨人公司。」她也
表示非常認可實習計畫，並以自己的經驗及
公司統計得出，從實習生開始做，比一般求
職管道進來的員工成功率高三倍。

「在玉山有386位來自政大的畢業生，是玉
山能夠成長的重要關鍵。」玉山金控控股
公司人資長王志成代表玉山金控向政大致
謝。「『政』是眾人之事，『植』是灌溉培
育。」他認為「政植計畫」也與正直雙關，

感到不捨，但也期盼捷運站的落成，能帶給政大學生與周邊
居民更便利的生活。

而「正直」也是從事銀行金融者的重要根
本。美國Intel臺灣分公司人力資源部史美
彥，則分享公司致力於身心障礙族群的實習
合作，希望未來能與政大有更多合作。

學務長蔡炎龍說明，這次由學校出面與40家
企業簽署MOU，提供的名額都是政大限定，
且很多不限科系。如陶作坊的接班人培訓、
英特爾對身心障礙者的特別關注、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特別指定招收原住民學
生，以及永豐金融、台達電、漢來飯店對外
籍生和僑生的招募，都反映出企業對政大學
生全面發展能力的高度認可。這些產學合作
不僅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職業探索和實踐機
會，同時也為企業帶來創新思維和潛力，強
化學校與產業間的深入鏈結。

此次MOU活動旨在協助學生與企業接軌、媒
合，縮小學用落差，今年參與企業涵蓋多個
領域，如科技、數位系統、金融、傳播和藝
術，並提供包括美國、墨西哥、日本和東南
亞在內的海外實習機會，合作企業包括和碩
聯合科技、研華股份有限公司、佳世達科技
公司、英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玉山金控
控股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永豐銀行、奧美集團、無印良品、星宇航
空、和泰汽車、LinkedIn、台達電、沛星互
動科技、香奈兒有限公司、貝殼放大等近40
家知名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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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級企管系

・78 級社會系

本報記者 吳彥勳

畢業 40 年校友返校活動日前於四維堂盛大舉
行，在總召集人侯政（銀行系）與各系聯絡人號
召下，校友們遠從世界各地重返母校，與老同學
敘舊言歡。

懷著對母校感恩之情，本屆畢業40年校友共募得
358萬元捐贈母校「希望種子培育計畫」，為歷
年之最。校長李蔡彥特別感謝每位校友支持，並
表示這筆基金將使經濟弱勢的同學有更多元學習
機會，包括出國交換與國內外實習，幫助他們完
成夢想。總召集人侯政除了感謝各系聯絡人辛勤
付出，讓活動能順利舉行，並超越捐款目標，也
向母校表達感謝之意，盼此次活動能連結各系校
友，強化交流。

表演內容精彩豐富，以各系聯絡人合唱《小草》拉開序
幕。陳玉治（新聞系）、呂心喻（新聞系）兩位主持人
精彩串場，將 1980年代與現代相互映照，重溫當代大
事，引起全場共鳴。政大校友合唱團與各系校友接連獻
唱民歌，引領大家重返拿著吉他歌唱的青春歲月。悠揚
樂音中，校友們紛紛拿起手機，打開手電筒，隨著節拍
揮舞，如同點點繁星照亮四維堂。

除了精彩音樂饗宴，本屆總召特邀政大雄鷹籃球隊隊長
莫巴耶、球員波波卡、莫斯塔發與杜拉米蒞臨現場，與
學長姐分享政大雄鷹豐碩成果。莫巴耶採訪時除了展
現明年UBA奪冠決心，也風趣地分享最愛臺灣美食「火
鍋」，拉近與校友的距離。

隨著活動進入尾聲，熟悉的前奏響起，校友們與合唱團
一同唱著校歌，與身邊友人相視而笑，相約畢業50年再
聚母校。

本報記者 陳家弘

牆上掛著數十張相片，反映不同族群的生命
故事。One-Forty社團法人臺灣四十分之一
移工教育文化協會創辦人陳凱翔，關懷在臺

本報記者 陳家弘

「寫作，是人人都需要學習的一門課。」洪
震宇經歷特別且多元，從財經、文化、時
尚、城鄉議題、人類學到飲食等，包羅萬
象。他以旅人的思維、編劇的洞察，以及導
演般的實踐，一方面用有溫度的筆觸傳達臺
灣風土之美；一方面細心指導學員，如何透
過「寫作」來述說生命故事。

「顧忠華老師是我的啟蒙恩師。」憶起政大
求學，洪震宇坦言當時上課不算認真，但依
然記得導師顧忠華對他相當好。即便日後重
逢已是出社會後，洪震宇對顧忠華依然惦記
著他，並關注著他每本著作而感到欣喜。

「我的人生旅途，是每次出現新機會就去嘗
試，一切都是不小心轉了個彎。」被譽為臺
灣少數能跨越財經、時尚與在地生活的創作

者，洪震宇每次轉換跑道，皆能從中汲取養
分。曾擔任《財訊》記者，也當過《天下雜
誌》、《GQ》國際中文版副總編輯，更曾編
輯《319鄉旅行臺灣專刊》整套展現臺灣風情
叢書，讓他對地方風土產生濃厚興趣。採訪
過程中，他看到不少地方問題與需求有待解
決，也對當時工作有所反思，希望能為自己
留白，探索人生新方向，因而毅然辭職。有
賴於過去好口碑，洪震宇陸續接到演講、為
地方開發特色菜單等委託，出版《旅人的食
材曆》、《風土餐桌小旅行》等與地方、飲
食與旅遊相關書籍，為職涯開啟另一扇窗。

「問對問題比分析更重要。」洪震宇發現，
許多地方團體或非政府組織(NGO)在為關注
議題尋求解答時，往往無法問出「對的問
題」。因此，他嘗試帶領學員重新定義問
題，透過循循善誘、逐步拆解，引導學員找
到問題核心，進而找出可行解方。

問對問題、找出答案後，要如何精準地傳
達？洪震宇認為，「寫作」的技藝相當重
要 ， 尤 其 要 能 「 化 繁 為 簡 」 、 「 以 簡 馭
繁」。正是對問題、知識足夠理解，才能取
其精要，以淺白方式傳達他人。因此，他將
個人心得與個案指導經驗，集結成近年出版
的《精準寫作》、《精準提問》與《精準敘
事》三書，更開設網路、實體課程及教育訓
練，希望讓更多人能掌握「寫作」技能，述
說自己的故事。

「學科雖有分科，挑戰卻不分科。」洪震宇
認為，人文社會學科沒有明確對應職業，因
此不受框架限制。政大以人文社會學科見
長，更應充分發揮獨立思考、溝通說服、創
新洞察與自我學習的人文特質，轉化為職場
應用力。他也勉勵學弟妹，在校時應努力跨
域學習，因為未來面對的是多元挑戰。更重
要的，應積極培養溝通與表達技能，用簡單

40 分之 1 國民外交　陳凱翔心繫移工議題

跨域創意教學與實踐　作家洪震宇期待打造精準力

本屆畢 40 校友熱心捐贈高教深耕－希望種子培
育計畫，盼能輔助同學多元學習（攝影：秘書處）

雄鷹籃球隊隊員特來分享。由左至右依序為傅澤
雄、莫斯塔發、總召侯政、波波卡、杜拉米、莫
巴耶、呂心喻（攝影：秘書處）

（照片來源：陳凱翔）

（照片來源：遍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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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群體，期待他們這趟旅程能充滿價值、
獲得啟發，累積有用的知識技能。

「臺灣每40人中，就有一位移工。」談起
「One-Forty」，陳凱翔運用專業思維，將
非政府組織(NGO)形象作為品牌經營，使用
移工人口佔比為意象的「One-Forty」不僅
好記，更是開啟理念故事的鑰匙。

「大學時，我花很多時間在圖書館，從書本
中探索自我。」從書中看到世界各地的NGO
與社會工作者，為特定理念、議題全心投
入，給他的心靈帶來震撼，也期許畢業後，
能以專業貢獻社會。

「黃國峯、別蓮蒂老師帶領課程的方式，讓
我學到許多。」回憶起企管系課程，陳凱翔
對二位恩師最有印象。他們將課堂打造成利
於交流的環境，沒有標準答案，讓學生想法
源源不絕，同時看見事物更高層次與本質。
這也啟發他在One-Forty以此模式帶動團
隊，鼓勵團隊激發點子。

方式精準傳達重點，是最為困難，也至為關
鍵的能力。

役 畢 後 ， 陳 凱 翔 給 自 己 一 年 空 檔 ( G a p 
Year)。透過國際志工組織，他先到印度服
務。「我遇到一群有專業技能、分工明確的
社會工作者。」他看到許多不同專業技能的
工作者，為了相同理念，貢獻所能。陳凱翔
發現，社會工作不僅要有熱忱，更需要多元
專業支持。自己企管系專業背景，也能在
NGO發揮所長。

真正讓陳凱翔關注移工的契機，來自擔任國
際志工的另一段體驗。在菲律賓，他結交許
多當地朋友。「他們知道我從臺灣來，談及
有很多親戚、朋友也在臺灣工作。」意識到
許多移工因不同理由離鄉，陳凱翔返臺後，
也去尋找這些朋友的家人，為他們帶來關
懷。

「旅行時，我喜歡和陌生人有連結。但在臺
灣看到移工，卻從未和他們說過話。」一連
串反思，讓陳凱翔開始想為移工做些事。
One-Forty的理念與組織，也在結合夥伴後
建立起來。

「很多人想在臺灣賺錢，回鄉開個小店、餐
廳。」為幫助移工更好融入臺灣社會，完成
人生願景，陳凱翔與One-Forty成員們，將
重心放在移工教育。透過開設小型學校，提
供語言學習、照護技能培訓等進修管道；對
於想返鄉經商者，他也發揮企管系專業，開
辦「移工商學院」，從進貨成本規劃到行銷
皆予以指導。

One-Forty也對臺灣群眾提供教育管道，一
方面深入校園，辦理工作坊、演講，促進學
生認識移工；另一方面深入雇主家庭，透過
移工雇主支援計畫，協助雇主理解移工語
言、文化，建立雇主與移工間互信。

回顧職涯，陳凱翔認為，「找到自己真正好
奇的事物，並加以探索」非常重要，藉由持
續探索，慢慢找到自我價值與社會定位。他
也勉勵政大人，不要被科系侷限，每個科系
專業都能與其他領域連結成「線」，許多不
同的「線」所構成的「面」，則有可能創造
出更多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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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訊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以
下簡稱EMA）日前舉行「傳播沙龍」，邀
請93級EMA校友、知名電視製作人薛聖
棻擔任講者，並由同級EMA校友、利眾公
關集團董事長嚴曉翠擔任主持人。本次活
動，薛聖棻以「政大EMA讓我重新找回工
作的樂趣」為題，向在場學弟妹分享EMA
對自身職涯的幫助與影響。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副校長蘇蘅更特地到場，表示薛聖棻
與嚴曉翠是他擔任EMA執行長時的學生，
感謝兩位以自身經驗鼓勵EMA學弟妹。

「我其實只做過一份工作，其實也只有一
種身分。」薛聖棻分享數十年都能從事同
一職業的原因，他認為製作人的角色在不
同創作中都充滿變化，工作同中有異。但
他也提到過程中仍會有煩悶時刻，讓他不
禁疑惑：「自己為什麼還要繼續工作？」

傳播沙龍　薛聖棻 :
EMA 讓我重新找回工作的樂趣四維堂對聯軼聞 

1959 年 5 月 20 日，政大 32 週年校慶暨四維堂落成，兩旁的對聯至今仍守候在舞臺邊（照片
來源：政大校史館）

知名製作人薛聖棻返校分享經驗（照片來
源：EMA）

本報記者 陳家弘

也許不少人還記得，四維堂舞臺正上方寫的
是「親愛精誠」四個大字，但可能很少人知
道，舞臺兩側龍飛鳳舞的對聯究竟寫了些什
麼、出自何人之手？榮登校友服務中心最常
被問到的熱門問題之一，讓我們一起探索四
維堂裡的文字故事。

根據《徵信新聞》(今《中國時報》)1959年
5月19日報導，5月20日是政大32週年校慶，
也是四維堂落成之日。當時政大在臺復校未
久，除了缺乏上課教室、師生宿舍外，校內
亦缺少集會、舉辦活動的場地。運用美援建
成的四維堂，便被寄予多功能活動場地的深
厚期待。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特別邀請被譽
為「草聖」的書法名家于右任親書對聯，並
以檜木雕刻，作為母校四維堂落成大禮。

對聯內容寫了些什麼？據報導所述，對聯上
聯為「育才閱三十餘年，共勵知行，永垂學
統」；下聯為「撥亂得六千君子，各憑忠

愛，再奠神州。」搭配于右任筆走龍蛇的草
書，這副對聯便隨著四維堂落成，一路常伴
舞臺左右，迄今已逾64個年頭，也成為師生
校友時常尋求解答的熱門話題。

「三十」與「六千」所指為何？四維堂落成
的1959年，距離政大創校(1927年)約32年，
符合上聯「三十餘年」之說；「六千君子」
則意指政大創校30多年來，每年培育畢業生
200餘人，約略符合「六千」之數。整副對
聯不僅盛讚政大發揮為國育才的功用，在政
大開風氣之先，率先復校之下，所培育的高
階人才更被寄予「再奠神州」、重振國威的
厚望。

「三十餘年」及「六千君子」已是遙遠的過
去，四維堂依舊聳立於校園中央，靜靜地看
著政大如何在指南山下開展校史新章。龍飛
鳳舞的草書對聯、耐人尋味的文字故事，今
日也鑲嵌在四維堂舞臺兩側，乘載著國家對
政大的期許，繼續見證著學子們的過去與未
來。

本報記者 吳彥勳

政大校友「新竹大山北月小旅行」於日前啟程，在企管系校
友、大山北月創辦人莊凱詠悉心安排下，學長姐們不僅體驗
了五感盛宴，更收穫新鮮柑橘與莊凱詠動人的創業故事，帶
著滿滿的回憶踏上歸途。
 
寧靜山林中，守護著大山背居民的樂善堂敲響了晨鐘。擁有
百年歷史的樂善堂，保留了最原始、最精細的雕工。曾是東
北亞最大尊的觀世音菩薩雕像，巍然矗立於山壁間，為這座
精巧的廟宇增添幾分莊嚴感。在莊凱詠導覽下，校友們不僅
了解了樂善堂的種種，也認識許多路邊植物的小知識。
 
拿起剪刀，提著橘子印花的帆布袋，今天的重頭戲：柑橘採
收登場了！校友們在橙黃橘綠中尋覓自己的「命中橘」。農
場主人楊大哥表示，柑橘的種類非常多樣，單今天採收的就
多達八種。每種橘子不僅外觀迥異，口感和風味也各有千
秋。仔細聆聽講解，校友心滿意足地採收豐碩的果實，也更
加了解每顆橘子背後的故事。
 
帶著橘香與飢腸轆轆，一行人來到莊凱詠創辦的「大山北
月」。這裡原是一所廢棄小學，在他接手改造成景觀餐廳 校友們在大山北月前草坪上合影（攝影：秘書處）

校友們穿梭林間，親手採取柑橘（攝影：秘書處）

後，不僅保留許多小學元素，更融入在地農業特色，創造出
獨具風味的美食。校友們席地而坐，閉上雙眼，仔細聆聽富
節奏性的銅鑼聲，伴隨潺潺流水與陣陣鳥鳴，享受著遠離城
市喧囂的寧靜時刻。
 
清新可口的橘子香腸、多汁甜美的橘子大福，以及小農特製的
醃漬蘿蔔，每一道特製橘子料理都是對味蕾的驚喜挑戰。校友
們紛紛前往紀念品店，將這份美妙滋味打包回家，與家人、朋
友分享。莊凱詠向校友分享一路以來創業歷程，他以一則則小
故事串起大山北月與在地農家、登山客、遊客，以及自我互
動，闡述自己對新竹在地文化與環境的熱愛與服務熱忱，讓全
場校友以熱烈掌聲表達內心的支持與感動，見證了政大人深入
地方服務，幫助在地居民共榮共好的互助精神。

歲末小旅行
政大校友挑戰「橘」限　翻轉大山背

因此，他每隔十年就會重返學校，藉此調
適自己對工作的想法，找回工作的樂趣。

從事電視業多年，薛聖棻所產出的作品無
數。當他問起臺下是否有人看過他的作品
時，許多學生都舉手，並表示那些作品陪
伴他們度過不少時光，更有現場學生舉手
分享，曾在薛聖棻的團隊擔任工讀生。薛
聖棻除表示驚訝外，也問起行業的至理名
言，該名學生思索片刻後激動喊出：「上
輩子做壞事，這輩子做電視！」此話一
出，引得臺下哄堂大笑。

薛聖棻在演講中也談到許多實務上溝通協
調經驗，除了分享自身處理方式外，他也
藉此詢問學弟妹想法，更不時請公關經驗
豐富的嚴曉翠發表意見。交流中大家各自
發表己見，薛聖棻也根據學弟妹的提議給
予回饋。現場有同學指出，多數媒體從業
者對自己專業有信心，本位主義相對較
高，因此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溝通。對此，
薛聖棻表示同意，「其實我們都是在創作
的藝術家，正因如此，團隊協同合作才十
分困難。」

談到媒體業現況，薛聖棻認為：「臺灣永
遠不缺的是人才，但我們更需要解決的是
如何創造一個友善的工作環境。」當批評
的言論影響人們對該行業的認定與判斷，
那將造成不適當影響，因此他再次強調溝
通與交流的重要，期許同業學弟妹能一起
為打造友善工作環境而努力。

演講後，薛聖棻受訪表示，回學校念書會
改變看事情的角度，他解釋，當待在一個
工作場域太久後，想像其實已被窄化，需
透過出去與他人彼此思想碰撞，讓自己眼
界有所不同。但他也表示，學業與工作平
衡的確不容易，但當遇到一群好同學，班
上氛圍營造良好時，會感到格外幸運。



本報記者 黃楷翔

政大新聞系畢業後，至美國密蘇里大學攻讀
新聞學院碩士的魏明光，現於美國經營知名
中餐廳，其餐廳榮獲2011年全美國百家中餐
廳全優店第一名，魏明光更獲選為十二大美
國中餐界最具影響力人物。

「我心中一直愧疚沒有在新聞業深耕，希望
能為臺灣做點事」儘管投身餐飲業，魏明光
仍心繫新聞媒體產業，除了曾任台灣媒體觀
察教育基金會監事，更感念於政大新聞系的
栽培與期望，本次回臺成立「魏明光卓越發
展基金」，捐獻1000萬美元回饋母校，提供
學生獎學金，同時亦期待能設立臺灣的普立
茲獎，設立「傑出新聞傳播獎」與「新聞傳
播講座」，從而鼓勵新聞工作的後生，創造
更良好的媒體環境。

「當時社會上一般人的責任心很低落、道德
感不彰。」最初原任教師的魏明光，有感於
國事多難，認為新聞傳播對於振奮人心有強
大的效應，因此於1965年選擇轉考政大新聞
系，並以榜首的優秀成績錄取。

魏明光大學期間屢次成為系上第一名，在當
時仍為全手寫的考試模式，他謙稱自己是
「苦讀型」的學生，總是將考試範圍讀很多
次，臨近考試前都挑燈夜讀，優異的成績讓
他頻頻獲得獎學金補助，「因為家裡環境不
是很好，那些獎學金在經濟上幫助很大。」
受惠於校內近十個不同獎學金支持的魏明
光，感激這些經濟援助，讓他得以較無後顧
之憂地專心學習，也成為後來設立「魏明光

本報記者 梁家柔

曾拿下兩屆奧運金牌的跆拳道運動員陳怡
安，在15歲時成為臺灣運動史上，第一位奪
得奧運金牌的選手。然而，一次選拔賽中的
受傷，讓陳怡安被迫正式退休。結束運動生
涯後，陳怡安也曾面臨低潮期，但他仍不斷
跨領域嘗試各種工作。而現在的他走過人生
低谷，更成為了「陳怡安手工香皂」的負責
人，他說：「很喜歡現在的生活，我也希望
事業、家庭、奧會協助等等，這些事都可以
很平衡。」

陳怡安當年因獲得金牌而受到各界關注，卻
也令他備感壓力，「拿到金牌就像是要一直
撐著考100分，所以其實從那時候我的人生
有了很大變化。」後來到了大學時，陳怡安
進入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就讀，為了跟上同
儕學業進度，他暫停了一年的比賽，專心在
課業。當時陳怡安發覺，自己似乎更嚮往大
學裡的生活，「我就想這麼好的學習環境，
應該專心念書、參加社團，當時覺得在學校
好快樂。」

在2000年時，陳怡安再度挑戰雪梨奧運國手
資格，可惜因傷未能入選，也正式從運動員
身分退休。褪下光環後的陳怡安也一度陷入
低潮，他說：「因為少年得志，就是一直以
來要什麼有什麼，所以覺得我這麼認真，為
什麼沒有辦法達成呢？」陳怡安退休後當過
體育台記者、行腳節目主持人、化妝品行銷
等，也在不同崗位中重新了解自己，「行腳

奧運金牌的斜槓人生

陳怡安創「皂」新事業

81級企管系

（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愛拚才會贏！

把學習
當作一種休息

卓越發展基金」的契機。

「新聞館是我們的家外之家。」魏明光提及
在學期間，新聞館是政大第一個系館，所有
課程與系上活動皆於新聞館內舉辦，平時閒
暇時除了常與同學漫步指南宮階梯，亦時常
與同學們聚集於新聞館內，實為凝聚感情的
回憶之地。

魏明光從政大畢業後，飛往美國研讀密蘇里
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留學期間為籌措學費，
週末在當地的中餐館內打工，更趁暑假時至
當年華盛頓人潮鼎盛的皇后餐廳工作，「在
餐館打工期間，我發現自己對於佳餚製作、
品嘗美酒、餐館經營有濃厚興趣。」因此碩
士畢業後，受當時在費城天普大學任教的哥
哥介紹，魏明光至費城開設第一家中餐館，
開啟往後成為餐飲大亨之路。

在國外旅遊仍不發達的年代，中餐館是眾多美
國人體驗異國文化的主要方式，因此當時中餐
館皆強調菜色正宗以吸引客人上門，魏明光
卻反其道而行，食材選用與調味上採取「中
西合璧」，混搭中式與西式食材，以創意料
理製造話題性，從諸多餐廳中脫穎而出。

「新聞學對於我經營餐館時，在宣傳上有很
大的幫助。」魏明光將新聞系所學，融入於
中餐館的經營心法中，除了特色菜餚吸引媒
體主動報導，更會發送宣傳信給食客，邀請
參與品酒會及烹飪課程等相關活動，運用傳
播力量創造口碑，讓餐廳的人潮自然聚集。

「我是個重情念舊之人，臺灣是我心靈的原
鄉。」在美國打拚已久的魏明光提到，隨著
年紀漸增，心裡始終對未於新聞產業耕耘
有所愧疚，同時對臺灣亦有濃厚的思鄉之
情，因此希望透過設立「魏明光卓越發展基
金」，感謝政大新聞系的孕育，亦期盼為臺
灣貢獻一份心力。「希望學弟妹一代比一代
更精采」魏明光鼓勵政大學弟妹要勇於求變
創新、追求卓越，秉持著「愛拚才會贏」的
信念，方能克服人生中的重重難關。

節目去很多連手機都沒訊號的地方，有了與
自己安靜對話的時間，能慢慢沉澱自己。」

在經歷過人生低谷後，陳怡安回想，那段時
間其實是讓自己現在人生更圓滿、輕鬆的重
要過程，也讓他找到重新開始的力量。他在
2006年創立「陳怡安手工香皂」，品牌更是
獲選「104人力銀行創業標竿」前10名。但
陳怡安的創業過程也不乏挫折，不管是初期
因不熟悉法律而遭衛生局開罰，還是因電商
興起造成的衝擊，他樂觀地認為，這些變動
與挑戰，不只能培養應變能力，也讓自己的
心態更加穩定。

「以學習的態度來體驗每件事，但是在體驗
的過程也是全心的去投入，就像奧林匹克追
求的卓越精神。」陳怡安提到，雖然自己擁
有許多斜槓經歷，但在做每件事時皆全力以
赴，以追求卓越的心態摸索，人生才能不斷
往前進。對於與當年的自己一樣，必須兼顧
課業與運動的雄鷹籃球隊學弟，陳怡安建議
可以輕鬆的態度看待學習，「把學習當作一
種休息，轉換狀態讓頭腦更清明，在訓練與
比賽時也會更投入。」

融入傳播力量於經營心法

中餐大亨魏明光的斜槓人生

54級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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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系教授吳文傑獲頒仲尼獎　
致謝詞惹淚在場師生

本報記者 蔡文馨

「112年度仲尼傑出教學獎」頒獎典禮日前於政大綜院
三樓舉辦，由校長李蔡彥及獎項捐贈人李瑞華教授，將
榮譽狀及榮譽獎座頒予得獎人——財政系特聘教授吳文
傑。仲尼傑出教學獎由李瑞華教授與前校長周行一於
105年度共同發起設立，期望透過此獎項提升大學教學
品質，鼓勵教學傑出教師。吳文傑一身正裝出席受獎，
他自嘲為了出席頒獎典禮，罕見地穿上西裝，還特地找
出當年求學時買了，卻從未開封的領帶，沒想到一身正
裝上臺，比平時在講臺上授課緊張得多。

親和靦腆的吳文傑，長期致力於推動雙語授課，一上臺
開口說話，先以英文向在場外籍同學打招呼，接下來他
將以全中文演說，請大家藉機提升中文能力，體貼幽默
舉動能感受到吳文傑為何如此受學生愛戴。頒獎典禮現
場熱情滿溢，他任教的商學院、創新國際學院及社科院
三院所師生、親朋好友，甚至是被教過的國內外學生，
都到場恭賀老師得獎。

頒獎人校長李蔡彥（左）、獎項捐贈人商學院教授李瑞華（右）與得獎人、財政系教授吳文傑合照（攝影：秘書處）

現場師生、貴賓大合照（攝影：秘書處）

財政系教授吳文傑自嘲為了出席頒獎典禮，罕見地穿上西
裝，比平時授課緊張得多（攝影：秘書處）

「對我來講，教育就是成人之美，是在成就更多人。」
李蔡彥表達自己對於教育的看法。在開場中，他打趣地
分享，自己與得獎人吳文傑老師不同，並不是從小便立
志當老師，但若收到學生小小的回饋，或因自己說過的
一句話，而產生影響，他便非常感動。李蔡彥表示，期
盼透過仲尼奬，肯定吳文傑老師有教無類的精神，也鼓
勵更多老師，持續做好教育工作，並享受教學過程。

「我們對老師的獎勵都建立在論文、研究上，少有在教
學上激勵的獎項設立。」李瑞華分享與周行一設立仲尼
奬的初衷。他期望，可以透過仲尼奬的設立，延續孔子
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學精神。他更期許：「政大不只
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頂尖的大學，在教學方面，也能成
為啟發大學的典範。」

吳文傑在教學上貢獻良多，不僅促進政大國際化，更以
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解艱澀的概念，作育無數英才。此次
仲尼奬，除了致贈吳文傑感謝狀外，也致贈象徵「以信
心敲開世界，以實力傲視群倫」的傲視群倫獎座，肯定
他長久以來對於教育不求回報的奉獻與用心。

「在很多優秀的老師中獲獎，靠的不只是努力，更多的
是靠運氣，和貴人的幫忙。」吳文傑謙遜地說，教學是
主觀的事情，每位老師都有自己獨特的教學理念與方
法，他也分享，自己很珍惜與學生的緣分，每位學生都
是他成長的養分。

即便獲獎，吳文傑仍持續精進自身的教學模式，目前他
正針對現代學生學習狀況，實施實驗性教學，期盼學生
除了運用數位媒體學習外，也不忘與「真」人溝通的能
力。致詞最後，吳文傑感謝這一路陪伴的校內外好友與
家人，提及未能到場的父母親，他一度哽咽說道：「相
信他們會以我為榮，所以把獎項獻給他們。」真摯情感
令在場師生為之動容。

政大人    no.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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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ed by NCCU, international students joined the 
palanquin team for the annual pilgrimag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Participates in SCRC Inauguration 
Ceremony in the Czech Republic,
Aiming to Deepen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Central Europe

President Tsai-Yen Li and the Rector of Charles University, 
Prof. Milena Králíčková signed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for SCRC, confirming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for the five-year 
project. (Photo credit: Charles University)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SCRC was graced by the presence 
of esteemed delegates from Taiwan and Czech Republic, 
who performed the ribbon-cutting ceremony. From left to 
right: Liang-Ruey K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zech Republic; Tsung-
Tsong Wu, Minister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CCU President Tsai-Yen Li, the Rector of Charles 
University, Prof. Milena Králíčková; 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 the President of the Cze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Miloš Vystrčil, President of the Czech Senate.(Photo 
credit: Charles University )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pilgrimage has contributed to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in the neighborhood. (Photo credit: NCCU secretariat)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tinued to participate in 
a banquet at night.(Photo credit: Albert Yu)

gaining an unparalleled experience of
Taiwan’s templ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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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Gao Zhen-Hong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joint pilgrimage organized by Jingmei Jiying 
Temple garnered enthusiastic responses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nts from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Thailand, 
Germany, Malaysia, Vietnam, Austria, and Estonia joined 
together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Taiwan's temple culture.

This joint pilgrimage involved nearly 60 voluntary international 
student participants, invited through the university'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ao Zhen-Hong mentioned that two 
weeks prior, he fortuitously encountere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Jiying Temple, Gao Jin-Liang. They discussed the 
curio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bout Taiwan's temple culture, 
leading to the idea of incorporating the celebration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firsthand experiences.

Every year on the 15th day of the lunar month of October, 

Article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November 24, NCCU President Tsai-Yen Li  and a 
delegation of NCCU officials visited Charles Univers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Center" (SCRC) cooperation. NCCU 
President Tsai-Yen Li and the Rector of Charles University, 
Prof. Milena Králíčková signed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confirming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for the five-year project. 
During the visit, President Li also visited NCCU's partnered 
universities,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in Austria, and Masaryk 
Univers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to expand the university's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Central Europe. 

In addition to President Tsai-Yen Li, 16 representatives from 
six NCCU colleges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novation,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College of Science, College 
of Commerc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lso visited Charlese University 
for three days as part of the SCRC project. Prior to the 
ceremony, they held working meetings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at Charles University. During the inauguration, 
President Li and Charles University President Králíčková 
performed at the ceremony with Tsung-Tsong Wu, Minister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Liang-Ruey 
K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zech Republic; Miloš Vystrčil, President of the 
Czech Senate; and 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 the 
President of the Czech Chamber of Deputies. The event was 
attended by esteemed delegates from both universities and 
distinguished officials from the governments. 
 
In his speech, President Tsai-Yen Li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 stable chip supply for national security, 
democratic freedom,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He expressed 
the honor of representing Taiwan in collaborating with Charles 
University in semiconductor supply research, delving into the 

geopolitics behind chip supply chains, and cultivating future 
talents. He highlighted the goal of ensuring both Taiwan and 
the Czech Republic progress steadily and lead internationally 
in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promot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This SCRC cooperation was started from a memorandum 
signed by President Tsai-Yen Li and Charles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Jan Polak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March 
of this year. At this crucial moment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the project will run from 2023 to 
2027. It will integrate expertise from scholars in Taiwan and 
the Czech Republic in geopolitics,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collaboration aim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Czech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both countries, engage 
in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and increase the project's 
impact. This project marks a milestone in Taiwan-Czech social 
science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gh technology. 

During the visit, the NCCU delegation also visited two 
nearby partner universities: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in 
Austria and Masaryk Univers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Central Europe's largest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ranked 130th in the 2023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has produced 21 Nobel laureates. 
President Tsai-Yen Li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President 
Sebastian Schütze expressed their hope to deep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expanding beyond student exchanges to 
include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area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s.
 
Masaryk University, located in Brno, the second-largest 
c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is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In 2008, it signed a university-level 
MOU with NCCU. During the visit, NCCU representatives and 
Masaryk University discussed future collaboration directions 

Jingmei Jiying Temple organizes a joint pilgrimage activity. 
Recently, participants gathered from ten temples, including 
Muzha Jiying Temple, Jingmei Datian Temple, Wanqingyan, 
and Gongguan Fude Temple. The procession started from 
Jingmei Jiying Temple,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ushing 
the divine palanquin and assisting in distributing blessed 
items along the way. The route covered various areas such 
as Jingmei, Wanfang, Xinglong, and Gongguan, creating a 
lively and vibrant atmosphere.

To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local temple 
culture, Gao Zhen-Hong worked with Jiying Temple'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ffairs Division to compile information on 
the temple's history and festival activities, translating and 
condensing it into English. The temple also specially designed 
commemorative shirts for the palanquin team, distributing them 
to every stud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event to aid thei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activity. Gao hopes 
that through this ev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prehend Taiwan's folk beliefs and, with their 

participation, change the negative impressions some people 
may have about Taiwan's temple festivals. In the evening,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tinued to participate in a banquet, 
enjoying local delicacies and experiencing the warm Taiwanese 
hospitality through the unique round-table dining format.

"I feel very happy! Seeing community residents come 
together and work hard for a common cause is very 
touching!" exclaimed Panjasri, a Thailand student at the 
NCCU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 
Focused on rituals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he immediately 
signed up upon hearing about the event. "In Thailand, we don't 
have activities where we invite deities to visit other temples." 
In addition to finding the temple culture intriguing, Panjasri 
is also curious about the impact of Taiwanese folk beliefs on 
community cohes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pilgrimage again. Despite the scorching sun during the event, 
the enthusiasm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mained high. Gao 
Yixiu, the chairman of Jingmei Jiying Temple, stated, "Many 
people internationally don't know what Taiwan's temple culture 
is about. We welcom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let more people know about the beauty of our folk beliefs."

The university'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ctively 
strives to create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NCCU Global Village, embodying the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cal experience." The goal 
is to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deeply engage in 
community affairs, bringing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with divers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resses its gratitude, 
stating, "NCCU hopes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Chinese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can 
also delve into understanding Taiwan's local culture.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Jingmei Jiying Temple for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this rare experiential opportunity, and the 
students' response has been very enthusiastic.

in cyber security, regional economics,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language learning within the Faculty of Informatics 
and the Faculty of Arts. NCCU looks forward to continuing 
academic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promote further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