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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郭宇璇

本校日前於商學院玉山國際廳舉行新任校長就職暨主管聯合
交接典禮，新任校長李蔡彥表示，擔任校長是他此生接受的
最大挑戰。他形容，校務發展像是接力賽跑，接棒後就要奮
力向前，感謝所有願意與他一起接受挑戰的行政主管們。

李蔡彥也強調，他會發揮人文工程師的精神，兼容傳統與創
新，透過數位賦能推動政大的創造性改革，達成數位政大、
多元政大、強韌政大、公共政大與詩意政大的五大願景。他
也引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詩句「人，詩意地棲居」，表達
除了要順應時代潮流善用科技，更應該重視生活環境的舒適
與內心的安定。他期望政大能成為每位教職員生均能安身立
命，自由追求學術、快樂學習的地方。

行政院人事總處副人事長李秉洲認可政大校友的優秀能力，
「政大培養出來的人，絕對是品質保證！」他提及，目前公
部門有 17,000 多位政大畢業生，有 66 位政務官、708 位法

官、1,200 位簡任公務員及 7,000 位薦任公務員等，為國家
政策的規劃與執行盡心力。他也恭喜李蔡彥獲得全體教職員
生的青睞，相信在重視數位轉型的社會，李蔡彥能發揮自身
專業，帶領政大「頂尖向上」。

台聯大系統校長陳力俊表示，政大在商學、法學、傳播學等
領域都是國內學術界的龍頭，去（2021）年政大申請加入台
聯大系統時，也得到各校的一致認可。陳力俊形容政大加入
台聯大是「如虎添翼」，與其他三所理工見長的大學高度互
補。他也指出，李蔡彥是政大首位科技人校長，「相信政大
在李校長的帶領下，能把優良傳統發揚光大，同時能創造光
輝的未來。」

友校校長代表、宜蘭大學校長吳柏青表示，擔任校長要擔負很
重的責任，必須面對少子化的問題、高教資源的競爭與學費凍
漲的壓力等，但他相信李蔡彥能勝任此一職位，「以李校長過
往的經歷，一定能帶領政大往前邁進。」他也期待未來宜蘭大
學能與政大有各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並祝福政大校運昌隆。

雄鷹會榮譽會長、前副校長司徒達賢首先感謝雄鷹籃球隊創
辦人姜豐年，對雄鷹長期的大力支持與推廣。雄鷹創隊短短
五年，已獲得兩次 UBA 大專籃球聯賽冠軍，球員與背後團隊
們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凝聚了政大人的向心力，希望雄鷹能
持續發展。此外，司徒達賢相當肯定李蔡彥的跨領域治校理
念，無論是教授的跨域研究或學生的跨域學習，皆能使師生
的視野更開闊，也創造更自由多元的學術交流環境。

「恭喜遴選委員，選出能夠帶領政大跨過百年的好校長！」
遴選委員代表、財信傳媒集團董事長謝金河對李蔡彥當選表
達喜悅之情，他強調，政大是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頂尖
的大學，未來大家也將共同努力，「當李校長背後的啦啦隊，
一起把政大這個招牌擦得更亮，讓政大發光。」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後，緊接著舉行主管聯合交接典禮。李蔡彥
一一頒發聘書給新任主管，並致贈紀念品給卸任主管，感謝他
們為校務的盡心付出。最後，全體新／卸任行政團隊合影留
念，紀錄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也為此次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國際金融學院訊

本校國際金融學院日前於公企中心舉辦院長
李勝彥歡迎茶會，現場冠蓋如雲包含前副總
統陳建仁、內政部部長徐國勇、銀行公會理
事長暨臺灣金控暨臺銀董事長呂桔誠、侯金
英老師、前央行總裁彭淮南、總統府資政顏
志發、總統府資政黃崑虎、日本野村總合研
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財團法人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董事長郭建中，以及財信傳媒集
團董事長謝金河、陳思寛老師等逾百位嘉賓
均蒞臨現場祝賀。

陳建仁致詞時表示，總統蔡英文非常重視國
際金融學院的推動，且寄予厚望。同時也指
出，政府不斷從科技和創新的方面加強，讓

臺灣產業可以更堅實。金融產業也是一樣，
要在國際拓展上成功，教育很重要，雙語甚
至三種語言的學習，才能在全球金融發展上
掌握先機。陳建仁對金融業向前邁進充滿希
望，因為臺灣有很好的教育體系，尤其是成
立政大國際金融學院，有好的學生和師資。
同時他也祝福本院在新任院長李勝彥的領導
下，蒸蒸日上，蓬勃發展。

新任校長李蔡彥亦到場恭賀李勝彥就任，並
表示國際金融學院目的是培養金融商品設計、
資產管理、普惠金融等各個不同種類的金融
人才，其成立不僅是國家人才發展的歷程碑，
更是高教創新的里程碑，新穎突破的教育方
式對國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實驗，他表示未
來學校將會努力讓該院行政運作步上軌道。

李勝彥於致詞時感謝業界各方好友到場應
援，並悼念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之辭世，以
2004 年電影《明天過後》作為引言，期勉在
場學院新生及後輩在艱困中找到力量，明天
過後依然看到破曉曙光，並鼓勵學生們妥善
運用學院給予的環境妥善學習，培養知識力，
向各方產學優秀菁英學習。他更指出：「產
學納入重點，就能夠來引導產業界，用知識
能夠去解決一些問題。」觀光、科技、金融
為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臺灣在半
導體產業界領軍世界，在國家產業政策之驅
動下，國際金融學院與半導體學院之成立將
是未來產學雙融，輸出兩大產業所需的優質
國際級人才、成為活絡國家產業命脈、推動
產業創新的孵化中心。

前副總統陳建仁
到場恭賀，表示
對國際金融學院
發 展 寄 予 厚 望
（照片來源：國
際金融學院）

國際金融學院院
長李勝彥希望透
過產學雙融，輸
出優質國際級人
才（照片來源：
國際金融學院）

李勝彥就任國際金融學院院長　強調產學共榮再造新知

科技人校長李蔡彥期以數位賦能創政大新局

新任校長就職
　主管聯合交接 本校日前舉行新任校長就

職暨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校長李蔡彥表示校務發展
像是接力賽跑，接棒後就
要奮力向前（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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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 YouBike2.0 校園捐贈　
水岸電梯成打卡景點

編按
卸下職務的倒數時刻，郭前校長凌晨 2 點仍心繫
校務，執筆寫下這封全校信。字裡行間全是對政
大濃厚的情感，辛苦的一切已留下豐碩果實，交
棒新團隊邁步前行。

在這百年校慶的關鍵時刻，行政團隊將以溫和且
漸進的方式推動轉化性改革，為政大發展史寫上
深刻且雋永的一頁。

Aug. 15     2022

親愛的師長、校友、同仁、同學及好朋友們：

自 2018 年 11 月 16 日行政團隊上任，迄今 3 年有餘。其中，
從 2020 年 1 月起政府宣佈全面防疫措施，已是二年有餘。
亦即，這個團隊和過去團隊，很大的不同是：超過一半以上
時間在疫情、在校園管制、在口罩下度過。全校師生，攜手
走過了幾近戰爭的非常時期。期間，雖然迭有驚險，但也安
然度過，感謝大家心手相連齊心協力，一一克服難關。

因為疫情，國際交流與合作，受到極為嚴重的影響。雖然如
此，透過遠距教學等方案，也一一克服困難。在這艱苦的歲
月，全校師生依然全力打拼向前。

校長的角色，如我參選時，即已提出：議題經由全校師生討
論，尋求共識，再共同行動。四年來和所有參與校務的師生
員工協力打拼，我們共同完成了：加盟台聯大、加盟「全球

未來產學人才培育策略聯盟」、與文山八所大學共組
大學社會責任聯盟、與亞歐澳共 11 所大學共

同成立亞洲研究聯盟。

總務處訊

頂著近 40 度高溫，前校長郭明政一聲令下，率隊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副校長蘇蘅、前副校長朱美麗、華固教育基金會建
設工程部總經理廖文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葉梓銓、
YouBike 微笑單車公司代表、前總務長張其恆及總務處同仁
等騎乘 YouBike 從動物園站點出發，沿途欣賞景美溪河畔自
行車道的美景，詔告天下本校水岸電梯成為 YouBike 站點！
這是臺北市首例校園捐贈案，眾人不畏高溫酷曬，以實際行
動轟嗓這個好消息。 

郭明政表示，感謝前校長吳思華及其團隊水岸電梯的構想，
也感謝校友與各界的捐款及市政府的協力促成，水岸電梯的
規劃已經達成 90% 目標，加上 YouBike 的架設，未來可預期
水岸電梯將成打卡的網美景點！未來歡迎本校師生、校友可
善用此路線往返山上、山下校區及捷運動物園站，還可以造
訪週邊景點，一起享受、體驗臺灣茶葉聖山的生態與文化。

經過多方協調及會勘後，此次捐贈之 YouBike2.0 校園內首
個站點擇定於水岸電梯旁設置，該站點設置 10 個車柱、9 輛
YouBike 自行車及整地工程費用，全由華固基金會捐贈經費
支應設置。現場廖文山亦大方允諾有機會願意再協助站點周
邊綠美化，享受騎乘 YouBike 被水岸電梯美景環繞的幸福。 

該 YouBike 站點亦是第一個堤外臨景美溪畔自行車道設置之
站點，站點鄰近景美溪畔綠地、公園及運動場，更是本校師
生及週邊居民經常遊憩使用的場所，搭乘水岸電梯向上可直
接通往藝文中心、山上校區系館及自強宿舍等，再往上更可
連接至登山步道，可活化水岸電梯之使用率以外，也提供師
生通勤及遊憩更完美的路線選擇。

未來校方也將努力爭取於校園設置更多 YouBike 站點，除了
嘉惠校內師生，也期待校友更熱愛回母校，更廣邀社會大眾
多加利用，享受沉浸在美麗校園景觀中的 YouBike 騎乘樂趣。師長貴賓於本校水岸電梯 YouBike 站點合照（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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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並獲得中研院黃進興院士 /
副院長及王德威院士、杜正勝院士、王汎森院士鼎力支持，
而與中研院建立緊密合作關係。成立「南島研究講座」，並
與中研院李壬癸院士、許雪姬所長等密切合作。成立「李元
簇台灣與亞洲研究講座」，同時強化華語教學學程，促進學
生跨洲跨國及跨校移動與學習，以培植具跨國移動能力的世
界公民。

第十學院創新國際學院開始招生運作，於大學部成立三個組
別：全球化與民主治理、亞洲社會與永續發展、全球科技與
創新管理。另成立：南島研究學分學程、全球傳播與創新科
技碩士學位學程。在第十一個學院資訊學院之外，並增設
AI 學程及資安學程，期待連結本校文法商等專業，在資訊
產業中扮演有別於其他大學的角色。

強調教學之國際化，而實施國際學分學程 A 計畫、國際課
程 B 計畫。強調跨領域學習，而實施跨院系所學分學程的 C
計畫以及跨領域教研團隊的 D 計畫。為了強化 E 教能量，
而實施遠距 E 化教學的 E 計畫。為了提升本校學術資訊平
台的影響力，而實施資訊平台 F 計畫。

就產學合作，成立第十二個學院：國際金融學院。此一學
院，除了貫徹本校雙語政策，另特重產學合作，而有國內外
學術及業界師資各佔 1/4 的規劃。又為強化其國際移動能
力，也特別強調海外實習。此一學院，將如同全球傳播學
程，實施學術、產業的雙導師制度，甚至加上國外導師而為
三導師制。隨著公企中心新廈落成，將全面推動產學合作之
研發與研訓。與臺北榮總所進行的雙杏連結計畫，即為此等
合作之里程碑。在桃園設立公企中心桃園分部之計畫業已簽

訂 MOU，將以擴大產學合作之能量為目標，除
由企業進駐設立研發、研訓中心外，國際金融
學院將得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終身教育、華語教
學等，也得有更為優越之條件。
    
回首來時路，不少當初的想望、規劃已陸續實現，
部分也已上路，部分仍須繼續努力。近四年光陰，
倏忽已逝，掌握每天，和同仁齊心打拼。要感謝的
人太多。就不一一言謝。和各位前副校長、各級主
管以及全校師生同仁，還有校友及國內外夥伴一起
奮力前進，我們做了很多，很多需要延
續，也有不少仍止於起步，而仍
須後續落實。凡此，都有待來
者。最後，仍以一句常說的話
彼此互勉：政大不只是臺灣
的大學，也是亞洲的大學，
更是世界的大學。我們當以
培育世界公民為己任，不只
臺灣的子弟，還有全亞洲、
全世界的青年。

前校長

2022.7.31

本報記者 王永妍

本校名譽講座教授李豐楙榮任學術最高殿堂中研院院士，日前
校方舉辦慶賀茶會，邀請學界、宗教界領袖齊聚，場面溫馨隆
重。前校長郭明政、文學院院長曾守正、中文系系主任張堂錡、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高莉芬、中研院文哲所所長黃冠閔，以
及深具影響力的多間宮廟主委、幹事皆出席致賀。

郭明政致贈「博學道弘」紀念磚燒，大力恭賀畢業於政大中
文系碩、博士，可謂政大土生土長的李豐楙教授。藉此機會，
郭明政也鼓勵校內教授積極爭取校外學術榮譽，也希望未來
有更多海外學生來到臺灣，感受臺灣自由信仰的寬容，並將
臺灣宗教之美傳揚國際。

曾與李豐楙教授共事的中研院文哲所所長黃冠閔代表文哲所
前來祝賀，他分享，李豐楙曾經說過：「學術是長遠的路，
要細水長流。」這番名言對於當時剛踏入學術界的他甚有啟
發。黃冠閔提及，李豐楙文學造詣高深，更成為臺灣第一位
具「道士」身分的院士，以宗教與文學融合的研究專業獲頒
院士，在學術界是相當難得的榮耀。不僅如此，李豐楙的研
究足跡遍布全臺，跨足東南亞，深耕本土宗教，亦有豐富的
國際交流經驗，退休後也持續推動各項研究計畫提攜後進，
是值得敬佩的典範。

中文系系主任張堂錡大讚「實至名歸」，並表示當選院士意
味著李豐楙教授將與胡適、傅斯年等一代翹楚齊名，成為名
留青史的優秀學者，對本校及該系學弟妹是最佳的榜樣。藉
由這場聚會，張堂錡也建議學校收藏李豐楙的手稿，保留其
珍貴的研究心血，並期待未來有機會邀請老師再度回到本校
授課。

文學院院長曾守正回顧李豐楙教授的學術歷程，表示其研究
脈絡從文學到結合宗教、從清朝上溯至六朝隋唐，學思上的
流轉，帶給臺灣社會不同層面的影響力。曾守正提及，李豐
楙文藝成就斐然，曾出版詩歌、散文集，長年走入社會，爬
梳臺灣廟宇的歷史，研究傳統節慶與儀式，進而觸及社會的
宗教與文化，透過文學與宗教的對話，展現動人的學術成果
與人文學者的社會關懷。

李豐楙致詞時分享，王夢鷗教授的建言是他從文學批評轉入
道教研究的轉捩點，因此他學術歷程正是啟蒙於政大，感念
母校的栽培，也很感謝中文系給予他第一個教學的舞臺。另
外，有幸回到本校成立全臺唯一的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李豐
楙也表示很高興有機會跨足國際，開闊眼界，進行更多元的
研究。最後，「這個榮耀屬於宗教界」，李豐楙將這份殊榮
與長期深耕於傳統信仰的學者、宮廟夥伴分享，感謝一路以
來各方好友賦予的信任與支持。

攝影：秘書處

博學道弘

本校名譽講座教授
李豐楙
榮膺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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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王永妍

為慶賀公企中心創立六十周年，特地舉行感恩茶
會。在這個重要的日子，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伉
儷、中研院院士曾志朗等貴賓，前校長暨世界校友
總會總會長張京育及校內師長也都到場祝福。施振
榮致詞特別提及：「宏碁集團員工幾乎佔滿了企家
班的名額，數量難以估計，非常感念政大公企中心
對人才紮實的培訓。」此外，公企中心特別邀請歷
任公企中心主任吳定、董保城、樓永堅，以及歷任
秘書詹中原、陸行「回娘家」，一同見證公企中心
一甲子的輝煌。

張京育表示，再度回到公企中心，內心感觸良多。
他回憶，早期公企中心以培育臺灣公共行政人才起
家，後來擴及與企業合作。多年來，中心扮演吸引
人才、推動社會發展的角色，與社會的繁榮同步邁
進。張京育表示，感謝歷來所有老師與行政人員不
辭辛勞地灌溉，也感謝校長的努力，讓公企中心變
得美輪美奐，祝福公企中心與政大校務蒸蒸日上，
回饋國家，乃至於國際社會。

校長李蔡彥表示，六十年來，公企中心有許多「變」
與「不變」。改變的部分在於服務的擴張、升級優
化的硬體設備，以及因應社會潮流而邁向多元的推

廣教育課程。然而，
公企中心「人文、理
性、創新、質樸」的
精神始終不變，李蔡
彥表示，未來公企中
心也將秉承這四項理
念繼續成長，期盼師
長、企業夥伴與校友
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
勵。

曾 志 朗 致 詞 分 享，
六十年前進入政大就
讀時，正值公企中心
創立，幾年前與夥伴
討論如何改建的回憶
也 還 歷 歷 在 目， 如

今看到新大樓落成，心中甚感欣喜。曾志朗認為，
近代人類文明發展快速，未來世界更是面臨科技革
新、數位轉型的種種挑戰，因此在新型人才的培育
上，大學與公企中心的力量至關重要。他相信政大
能夠以人文社會之所長，關懷科技的發展，為這塊
土地建造美好的未來。

施振榮致詞時分享，宏碁集團發展初期，薦送多位
員工到政大企家班學習企業管理，企家班紮實的人
才培訓，對於宏碁基團可謂裨益良多。回憶當年，
他幽默地說「員工一個接著一個送，送到後來名額
都不夠了。」施振榮與公企中心緣分匪淺，就連住
家也緊鄰公企中心，他笑稱，大樓重建的三年間，
自己彷彿是監工一樣，天天看著大樓往上蓋。此外，
去年 10 月施振榮伉儷的金婚音樂會也選在公企中
心舉辦，替夫妻兩人留下畢生難忘的回憶。施振榮
提及，智融基金會已經與公企中心簽約，將在此長
期推廣「王道領導學、王道經營學」的理念，希望
未來也有更多產學合作的機會。

茶會尾聲，公企中心特意致贈感謝狀給改建基金的
捐贈者，以及在中心長期耕耘的資深教師，向他們
對於學術界的付出，致上最誠摯的謝意。在眾多貴
賓的見證下，公企中心滿載祝福地歡度六十歲生
日，航向下一段精彩可期的旅程。

全創碩訊

本校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全創碩）日前於產創中心隆
重舉行揭牌典禮暨秋季班新生說明會。現場產官學界貴賓雲集，文化部政務次
長李靜慧、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司長曾金滿、公視總經理徐秋華、中
央廣播電臺董事長賴秀如、Taiwan Plus 副執行長 / 代理執行長余佳璋及學校行
政團隊紛紛到場共襄盛舉。

全創碩不僅結合本校傳播、資訊、文學、法學、創新國際五大學院教研資源，
擁有跨域師資，中英雙語課程也吸引來自包括比利時、德國、烏克蘭、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不同國家優秀外籍學生報考。

李靜慧致詞時表示，民主自由與多元包容是臺灣持續努力經營的成果，如何能
將這個成果與世界分享，同時在建立國際觀理解的過程中，帶入臺灣觀點，至
為重要。她以烏俄戰爭為例，指出國際上許多分析將臺灣、中國關係與烏俄對
比，期許臺灣能自己培養出更多擁有國際傳播能力，兼具臺灣出發觀點的優秀
人才，在現今新媒體傳播的科技、法律專業層面一展所長。

揭牌典禮上全創碩主任徐美苓表示，能在疫情期間達成國際招生任務，並在短
短一學期內順利推動超過 30 場線上及實體、國內及國外、學界及業界講座，有
如一場「不可能的任務」，全創碩目標是培養出結合臺灣在地意識，並能面對
全球傳播新科技挑戰的多媒體專業人才。創新國際學院院長杜文苓則指出培育
國際傳播人才的三點挑戰：要如何引進更多優秀外籍師資，推動產學相互學習，
建立分析世界的臺灣觀點，跨域的突破、對外連結如產學的突破及行政資源的
突破，將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薪火相傳　嶄新啟航　
歷任主管回娘家齊賀公企中心六十周年

全創碩揭牌典禮　
跨院雙語學程吸引外籍菁英學子

紮根本土　　　航向國際　
「李元簇台灣與亞洲研究講座」暨「南島研究講座」聯合揭牌

李元簇台灣與亞洲研究講座辦公室、南島研究講座辦公室訊

本校「李元簇台灣與亞洲研究講座」暨「南島研究講座」聯
合揭牌儀式日前於達賢圖書館舉行並圓滿落幕。前校長張京
育、前校長李元簇之子李立天、前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前
監察院監察委員劉德勳、中研院院士李壬癸及校內師長等紛
紛到場共襄盛舉。李元簇台灣與亞洲研究講座牌匾由前副總
統蕭萬長提字，南島研究講座牌匾則為孫大川提字，亦成為
揭牌儀式焦點之一。
 
前校長郭明政強調揭牌的兩個講
座是接續「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
的成功經驗而成立，期許透過三
個講座的接連設立，本校能夠成
為「大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南方
文化的開拓者與南方友誼的建構
者」。目前本校設有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
士原住民專班、南島學程、原住
民發展學分學程、臺菲科研中心
（與菲律賓伊富高大學合作）等，
支持原住民及南島相關之教育與
研究。期待未來三大講座得以傳
承、開拓和建構亞洲文化，與國
際接軌，不但能夠推進相關領域

的教學、研究，更重要的是讓同學有機會走出臺灣、實際接
觸南島、亞洲各國的文化，和其他國家的師生共同學習。
 
張京育致詞時讚賞前副總統、前校長李元簇是嚴謹的法律學
者，對國家貢獻卓著。回憶起與李元簇同為本校教職員的時
期，張京育特別提到李元簇擴充校地的遠見是奠定本校今日
發展的重要基礎。張京育也表示，亞洲佔世界一半以上人口，
宗教、人種、自然與社會環境多元而複雜，南島民族人口相

對較少，但地理範圍廣泛，因此對於亞洲和南島的研究，無
論是書本上的研究還是實際上的體察，都需要公共的資源投
入才做得到，因此肯定和期勉本校持續與時俱進，結合國內
外資源進一步參與其中。
 
孫大川則讚許本校有志投入南島研究，並強調臺灣雖然小，
卻是連結亞洲大陸與海洋的橋樑。臺灣的原住民跟整個南島
世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本校成立南島研究講座培育人

才別具意義。孫大川並勉勵透過
探索南島文化，能讓臺灣找到自
己的根，也才能向前展望臺灣的
百年、千年。孫大川最後並感性
地說：「如果能透過學術的研究，
來讓更多的學生、研究者，從更
宏觀的角度看待臺灣、中國、亞
洲。我覺得不只是臺灣之福，也
是原住民族最大的福氣。」
 
「李元簇台灣與亞洲研究講座」
以及「南島研究講座」乘載著校
長們、出席嘉賓和來自各方的期
許，未來兩個講座將繼續攜手投
注資源和熱情，戮力於為本校培
育多元跨域人才。

揭牌典禮出席貴賓師長合照（攝影：秘書處）慶賀公企中心六十周年感恩茶會，施振榮伉儷（中）特地到場致賀（攝影：秘書處）

政大人    no.19

師長貴賓合照（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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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訊 

本校日前規劃為期兩天的花東參訪行程，其中次日下午特
別由前校長郭明政帶領前副校長王文杰、教育學院院長郭
昭佑、民族系系主任官大偉、南島學程副教授戴智偉、地
政系副教授戴秀雄、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
專案助理教授陳怡萱及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團隊，前往
由 民 族 系 校 友 江 長 銓（Hafay Nikar） 開 設 的 工 藝 材 料 店
「Mudaukdauk」，店名的意思是布農族語「慢慢的」。 

Hafay 來自臺東關山 Parupu 新福部落，卻從出生到生長都
在都市裡生活。民國 99 年返回部落參加豐年祭時，看到參
與祭典的年輕人只有自己，才意識到部落面臨人口外流和
文化傳承的危機，因而開啟自己的返鄉路途。104 年，他和
一群來自海端及延平鄉的布農族青年成立布農青年永續發
展協會，進行跨部落和跨社群對話。他們藉由祭典服飾和儀
式，找回部落的年齡階級制度，建立內部的組織架構，凝聚
部落內各年齡階級的向心力，喚醒更多青年對於部落的公共
意識。

談到青年返鄉，Hafay 認為不只需要關心到返鄉後工作機會
不足，更需要的是青年在鄉生活時的需求。在工作方面，他
透過承接學術研究調查案件、出席演講、寫文章及計畫收入
來滿足生計需求。但在生活上，鄉下無法滿足現代年輕人多

元工作環境、創新事物的刺激和同儕互動需求，使得青年返
鄉意願普遍低落。返鄉過程中，他持續思考自己是否能克服
這些在鄉生活的需求，最後歸納出自己只有傳統工藝材料和
開會空間的需求，因此誕生了「Mudaukdauk」工藝材料店
及「俊男号」燒烤店，滿足自己在鄉生活基本需求，從此定
居在臺東關山。

歷經半年修復，111 年 4 月 Mudaukdauk 終於開幕，店裡
提供充足的原住民族工藝材料。除了傳統材料外，他也試著
改變使用材料來降低工藝學習門檻，讓更多人認識到原住民
傳統工藝。未來他們期許能開設工藝小教室，教導更多人原
住民工藝技術，並持續努力嘗試複製布農族和阿美族傳統服
飾的色號。店內寬敞的空間，未來也將舉辦各式活動，提供
在地人交流場地。 

在材料店的後面，還藏有一個小小燒烤店「俊男号」，是
Hafay 為提供地區內晚間聚會聊天或是招待朋友所開設的場
所。小小的店不僅滿足他在鄉生活需求，也作為未來青年創
業的想像。他也期望未來能有更穩定的收入和聘用在地員
工，來達到當初創業的期待。

Hafay 認為，他們不是要做創新的事情，重視的是在鄉生活
的基本需求。也希望藉由他們的故事，讓更多青年對於在鄉
生活的模樣有更多想像空間。

全球  政    聲

政大北加州校友年會　百人戶外野餐同歡

原民青年不只是返鄉　Hafay Nikar 談在鄉生活

世界校友嘉年華 
政大人齊聚四維堂同賀 95 校慶

世界新聞網 訊

政 治 大 學 北 加 州 校 友 會 日 前 在 桑 尼 維 爾
(Sunnyvale) 市舉行 2022 年年會，同時進行
戶外野餐 BBQ 活動。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賴
銘琪、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 公行系 )、中華
民國百年國慶籌備會主委兼僑務諮詢委員崔競
乾、各校校友會代表及政大超過百位校友共同
參與。

北加校友會會長林錦秀 ( 統計系 ) 表示，這次聚
會吸引了近百名校友參與活動，其中還有十幾
名新招攬的年輕校友前來。去年政大校友會創
立了一個幫助校友提供就業培訓的社團，為年
輕一代修改簡歷、模擬面試、討論薪酬福利等，
為校友會吸引來許多年輕校友。

賴銘琪說：「政治大學北加州校友會是本地區
歷史悠久的組織，每年會辦理多項活動服務校
友，凝聚力非常強，像個溫暖的大家庭。我雖
然不是政大校友，但每次活動仍會排除萬難參
加。 」

莊雅淑感謝北加政大校友對於僑務的支持與協
助，並向校友們介紹了僑委會最新的僑務服務，
包括臺灣防疫「3+4」政策注意事項、僑委會為
鼓勵海外青年瞭解臺灣文化於 8 月所舉辦之線
上夏令營隊，以及僑委會為僑胞所編列「僑胞
服務手冊」，內容包含僑胞疫情期間戶籍、健
保、勞保及國民年金等問題。

本報記者 郭宇璇

日前於四維堂舉行世界校友嘉年華，並同步
線上全球直播，邀請海內外校友共襄盛舉。
活動開場由政大管樂團熱情演奏〈小小世
界〉，為本次嘉年華揭開序幕。隨後全球首
播 95 校慶慶祝影片，展現本校接軌世界的
精彩成果。會中並頒發捐資獎座及獎狀，感
謝校友們的支持與肯定。

世界校友嘉年華原訂於 2020 年舉辦，受新
冠肺炎影響而延期至今。前校長郭明政表
示，能在其任內尾聲順利舉行此活動，格
外感謝與喜悅。他分享近年本校在各學術
領域的成就，包括成立羅家倫國際漢學講
座、加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等。同時，他
也歡迎校友們多回來走走，「一日政大人，
終生政大人」，相信校友的支持是未來發
展的重要助力。

世界校友總會總會長張京育表示，政大是一
個綿延不絕的大家庭，校友們就是彼此的家
人。「政大不僅是臺灣的政大，現在也是世

界的政大。」他自豪地說，校友在世界各地、
不同領域都有傑出表現，也期許校友與學校
能互相扶持，彼此信任、合作，共創更好的
發展。

「政大因為你們而偉大，也才能稱得上『世
界翹楚』。」前副校長、世界校友總會副總
會長趙怡肯定本校擁有優良師資及學生，校
友們也十分出類拔萃。他也表示，自己從政
大畢業 50 年來，時時都以母校為榮。本校
在校友服務方面始終不遺餘力，趙怡鼓勵校
友們申辦校友證、參與校友聚會活動，凝聚
政大人的向心力。

新竹、臺中、北京、馬來西亞與雪梨等五個
校友會代表線上即時連線，與在場貴賓共度
此難得盛事。而馬來西亞校友會為下一屆世
界校友嘉年華的主辦單位，會長黃裕源表
示，2023 年世界校友嘉年華預計於 9 月在
吉隆坡舉辦，將規劃三天兩夜的豐富行程，
期待再次與海內外校友相聚。

今年度三位傑出校友，包含知名主播方念

政治大學北加州校友會 BBQ，吸引近百名校友參與。（照片來源：世界新聞網）

上圖：本校民族系校友江長銓講述返鄉心路歷程（照片來源：
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
下圖：參訪情景（照片來源：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

104 級民族系

華、天銀化工董事總經理施至隆及中山普萊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創辦人黃協興，皆
錄製影片感謝政大帶給他們的人生養分，並
祝福母校校運昌隆。施至隆也偕同妻子特地
從新加坡趕回臺灣，連袂出席世界校友嘉年
華，他感性表示：「在政大求學的回憶是一
生無法抹滅的美好記憶。」高雄校友會理事
長李建興，以及香港、墨爾本、美南、南加
與北加等校友會代表也預錄影片，隔空祝賀
母校生日快樂。

獲得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肯定的
EMBA 校友、馨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鄧傳

馨，由於感念師長的教導，2016 年以其父
母親為名，成立「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
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至今已鼓勵超過
300 位家境清寒的優秀學生。鄧傳馨也於致
詞時邀請各地校友會互相合作，為母校共盡
心力。

為慶祝校慶，會中也特別設計「注酒儀式」，
邀請貴賓將紅酒倒入「NCCU 95」冰雕內，
臺下舉杯齊賀「政大九五、世界翹楚」，祝
福政大往頂尖之路耀眼前行。最後，本次活
動在全場齊唱校歌的悠揚樂聲中，劃下圓滿
句點。

上臺貴賓以紅酒倒入「NCCU 95」冰雕內，同聲齊賀校慶（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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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王永妍

本校日前舉行道南新村校友會館揭牌儀式，
多位校內師長皆蒞臨現場，見證歷史性的一
刻。揭牌儀式在優美的提琴表演中開場，接
著由前校長郭明政率領三位前副校長與世界
校友總會總會長張京育一同剪綵、揭牌，象
徵校友會館正式啟用。

郭明政致詞時表示，歷經三年的整修，校友
會館終於蛻變重生，從昔日陳舊的老屋，變
身成為一個可以提供校友使用的舒適空間。
他也表示，能有今日的成果，除了要特別感
謝前校長周行一將原職務宿舍騰空，更要感
謝行政團隊三年來的努力。未來，校友可以
透過院系所，免費借用校友會館，作為聯絡
感情、宴客、開會的場地，期待校友會館發

政大南加州校友年會　洪巍新任團隊新氣象

工藝讓人認識自己，挑戰激發學習熱情：專訪台灣工藝美術學校創辦人 陳明輝

美洲台灣日報訊

政治大學南加州校友會於 Montebello 的 Quiet Cannon，舉辦睽
違三年的校友會年會。政大南加州校友會長洪巍 ( 財政系 ) 年少
有為，活力十足，和年輕團隊為校友會注入嶄新的氣象。當晚校
友會老中青三代同堂，笑談母校趣聞逸事，現場熱鬧非凡。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洛僑中心陳敏永主任 ( 外交系 )、廖儷雲副主任
( 語言所 )，和以往不同，兩人是多了校友雙重身分代表參與。僑
務委員趙韻梅、知名作家徐豫 - 御姊愛 ( 廣電所 )、NVIDIA 輝達的
總監張智為 (AMBA) 等眾多知名校友及嘉賓也盛裝蒞臨。

會長洪巍致詞時表示，自己團隊在校友會營運的幾個核心理念是
幫校友會找新血、幫政大找人才、幫臺灣找出路。這兩年透過創
建多元平臺社群，尋找並吸引南加州的校友，已經招募百餘位的
新校友參與校友會的運作。並藉由新進校友在不同領域的專長與
經驗，透過校友會及母校的課堂連線講座，提供在校生更豐富及
多元的資訊與協助。

洪巍還笑稱政大南加州校友會招募的熱情，只差沒到機場迎接新
校友。而現在更常見的是校友還沒到南加州，已經透過網絡平臺
聯繫上南加州校友會，入境時已對校友會十分熟悉。

他同時在會上感謝歷任會長及校友出錢出力支持政大年會。與會
及捐贈的前會長包括嚴后建 ( 企管系 )、葉安利 ( 財政系 )、葛蓁倫
( 新聞系 )、曾怡然 ( 會計系 )、胡以敏 ( 外交系 )、王年華 ( 公行系 )、
曹安莉 ( 企管系 )、李漢星 ( 統計系 )、謝宗煌 ( 法律系 )、高政弘 ( 社
會系 )、韓秋琦 ( 公行系 )、吳承先 ( 財政系 )、郭秀梅 ( 金融系 )、
張淑華 ( 歷史系 ) 及王靜 ( 地政系 ) 等多位會長。一脈相承的溫暖
與熱誠穩固著政大南加校友會的根基，期待在加州社區繼續發揮
政大人「親愛精誠」的初衷。 

當晚，在年輕校友帶動下，資深校友也展現不輸年輕人的熱情，
全程歡笑與掌聲不斷，數十位第一次參與活動的新校友，憶往當
年時光，彷彿重新回歸母校的懷抱，年會在青春洋溢的精彩節目
圓滿落幕。

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訊

民國 96 年，在國藝會擔任研發專員的陳明輝開始接觸工藝產業，
他發現臺灣工藝品質很好卻缺乏銷售管道，不僅面臨生產人才不
足的困境，產業外的人們對生活中的工藝品也缺乏了解。為了解
決臺灣工藝產業問題，陳明輝先是創辦「河邊生活」專賣臺灣工
藝品，產銷全都自己處理，而後創辦「台灣工藝美術學校」培育
工藝人才，推廣工藝產業，讓人們透過動手做來認識自己，理解
工藝的重要性。

人生轉折是因緣際會　大量閱讀尋找人生解答
陳明輝說，人生每個轉折都是根據當下的條件、狀態以及因緣際
會而做出的決定，沒有通則可言。可能遇見誰、聽見誰的一句話，
「讓我覺得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路。」年輕時的陳明輝和多數人一
樣茫然，總會思考自己是誰，做這件事對自己有什麼意義、對社
會又有什麼價值。早已培養大量閱讀習慣的陳明輝，遇到人生問
題就去翻書尋找解答。每當陳明輝面臨人生抉擇時，他會回頭閱
讀當年就讀廣電系時接觸的《百年孤寂》，重新思考故事角色的
生命轉折和遭遇。

每個人都有美感經驗　透過雙手恢復「感受」
陳明輝創辦的台灣工藝美術學校是一個工藝培育機構，其辦公室

坐落於文藝氣息濃厚的大稻埕。主要業務在辦理實體工藝課程、
企業團隊經營，及協助政府 108 課綱的工藝教育。雖然學校名稱
中有一「美」字，卻無刻意培養或提升學生的美感和鑑賞能力。
陳明輝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美感經驗」，只是繁忙的生活
使人們慢慢遺忘去觀察生活中的美。因此，透過帶領學生運用雙
手與自然材質互動，去習慣、觀察周遭事物，進而慢慢恢復人感
受自然事物的本能。

工藝課全面進校　提供挑戰，激發學習熱情
然而，要讓人們看見工藝的好，必須要人們有機會接觸工藝。陳
明輝直言，對學生而言沒有挑戰的事情就不重要，「就是沒有去
挑戰學生的極限。」而工藝課必須「從無到有」完成一件作品，
穩定地給予挑戰，不只是動腦、動手，還會挑戰全身。

而在成人教育，台灣工藝美術學校做的不是大眾教育，而是企業
人力培訓。秉持著「挑戰能成功擾動學生對學習的熱情」，讓因
工作穩定而失去方向的員工們一起做木工，不僅讓個別員工認識
自己、激發挑戰心，同時也促進團隊合作，組織運作便能更順暢、
有發展性。陳明輝再次提及美感與工藝的關係，「美感教育對我
們而言是副產品，美感是人與人互動中自然產生的東西。」

上圖：政大南加州校友會會長洪巍團隊活力十足 ( 照
片來源：南加校友會 )
下圖：睽違三年的校友會年會，老中青三代同堂 ( 照
片來源：南加校友會 )

校友會館正式揭幕，未來校友可以透過院系所免費借用（攝影：秘書處）

活動特意邀請本校英文系畢業的創作歌手李德筠（南
瓜）回校表演（攝影：秘書處）

揮最大的效用，政大也將持續加強校友服務，
讓校友心向母校，傾力支持校務發展。

張京育提及道南新村與化南新村是木柵地區
極具歷史性的區域，數十年來聚集許多優秀
的學術工作者，孕育無數國家與國際的人才。
他分享，民國 78 年接任校長後，自己也曾
搬進道南新村居住，對於此地深感懷念。時
光荏苒，如今看到道南新村成為校友共享的
空間，張京育也特別感謝校長與幕後團隊用
心的規劃，希望校友會館拉近校友與學校的
距離，凝聚校友向心力、匯集校友支持，祝
福未來營運一切順利、成效蓬勃。

同日下午校內新景點「薪傳九五（車庫咖
啡）」也舉行了揭牌儀式，郭明政分享薪傳
九五本是用來停放教職員接駁巴士的車庫，

閒置空間重獲新生　
校友會館、薪傳九五揭牌啟用

巴士停駛後，車庫長期閒置，後來是在前總
務長顏玉明的提議下，決定進行空間改造。

引發學生熱烈討論的名稱「薪傳九五」，郭
明政笑說，「薪傳」二字代表校友與在校生
的連結，「九五」二字則是紀念此處於校慶
95 周年時落成啟用。承襲「薪傳」的意義，
郭明政表示，薪傳九五提供在校生與校友一
個互相交流、一起欣賞音樂的地方，而政大
作為臺灣流行音樂的重要據點，也希望學校
時時充滿音樂帶來的喜悅與歡樂。

為了慶賀薪傳九五開幕，校方特意
邀請本校英文系畢業的創作歌手李
德筠（南瓜）回校表演。帶來〈海
尼根情歌〉、〈請不要悲傷〉、
〈Forever Young〉多首歌曲，李
德筠溫暖治癒的嗓音，讓人忘卻一
切的煩憂。

李德筠分享，政大有許多老師非常
鼓勵學生投入創作，自己也是在

84 級廣電系、93 級科智所

來到政大後，漸漸在課業與音樂之間找到平
衡，她以自身經驗為例並鼓勵大家，如果心
裡有珍惜的事情，就別輕易放棄，可以試著
替它找到新的生命，就像薪傳九五從廢置車
庫重獲新生一樣。

活動尾聲，本校爵士音樂社與吉他社也連番
上臺表演，用精彩的演出替薪傳九五的開幕
獻上祝福，也為揭牌儀式畫下圓滿的句點。

上圖：台灣工藝美術學校創辦人陳明輝 ( 照片來源：
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
下圖：陳明輝說，透過雙手勞動，能更認識自己，找
到自己的價值 ( 照片來源：台灣工藝美術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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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徐容及共同創作者 Natalia Rivera 以《Bi0film.net: Resist like bacteria》獲得 2022 奧地利
林茲電子藝術節「互動藝術」組金尼卡獎（Golden Nica, Interactive Art, Prix Ars Electronica 
2022）（照片來源：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

本報記者 郭宇璇

甫獲得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互動藝術組金
尼卡大獎肯定的徐容，畢業於政大哲學系與
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現就讀柏林
藝術大學研究所。林茲電子藝術節為全球最
大、歷史悠久的電子藝術節，徐容表示，這
個獎項鮮少頒給仍是學生的創作者，自己的
課堂作品能得到大獎非常驚喜，同時她也感
謝在創作過程中與她一同討論的人們，「對
話溝通和社群互動在這個作品裡面，是很重
要的一環。」

徐容的得獎作品《Bi0film.net: Resist like 
bacteria》將象徵香港雨傘運動的黃色雨傘
改造為 Wi-Fi 天線，讓個人能成為獨立的基
地台，串聯成類似「分散式網路」的社群。
「民眾抗議的策略和細菌的行為其實很接
近。」她解釋，作品名稱中的” Resist like 
bacteria”（像細菌一樣抵抗），描述的是社
運現場即使沒有單一領導者，個人感受到的
集體感仍會驅使他們形成一個群體；就如同
細菌雖然是構造極為簡單的生物，仍會團結
而行，「我們要去抵抗的時候，也要向別的

生物學習。」

早在大學時期，徐容就對新媒體藝術感興趣。
從哲學系跨領域至數位內容學程，她回憶，當
時考慮雙主修心理系，但後來接觸到剛成立不
久的數位內容學程，其中創意內容敘事相關的
課程吸引了她，便決定以新媒體藝術為目標加
入學程。「我那時候碰到的四、五個人，到現
在都還在一起合作。」她笑說，雖然學程同
學中想發展新媒體藝術的人不多，但她很幸
運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即使現在各自從事
不同工作，仍是創作上重要的合作夥伴。

徐容也分享，大學時印象深刻的事，是她與
一群喜愛電子音樂派對的朋友合作，設計與
音樂同步的視覺內容，「派對文化在臺灣也
許不是那麼主流，但聲音與視覺的結合，在
所有文化裡面都是重要的。」而這個經驗，
也成為她日後申請柏林藝術大學的助力。她
解釋，德國的新媒體藝術即源於派對文化，
為了使派對更豐富，播放音樂時也需搭配影
像內容，透過撰寫電腦程式使其能受音樂觸
發，形成視覺內容的創作形式，已是新媒體
藝術的一種創作方式。

本報記者 陳家弘

「如果沒有唸社工所，或許我就不會從事農
業。」剛從田裡趕回農舍受訪的章思偉席地而
坐，頂著高學歷下鄉務農，手把青秧，關懷的
是人與土地的連結。

「政大學生的能力很好。」章思偉勉勵政大學
子應趁年輕時多利用校內資源，因為有些資源
在出社會後很難享受得到。更重要的，要時時

關心、留意社會議題。「學生身分是種特權，
趁年輕時勇往直前，不僅了解自己，也了解這
片土地與社會。」 

社工經驗，關懷社會議題
「我是社工所第一屆學生。」憶起政大求學，
章思偉入學時正逢社工所草創之初，全所僅
有三位教師，資源上也相對不足。但老師們不
僅在課堂上傾囊相授，也積極與外系所合開課
程，增廣學生見聞，讓他留下深刻印象。

本報記者 徐仙紋

以《情緒勒索》一書榮膺暢銷作家，同時擔
任重金屬樂團「恆月三途」主唱，周慕姿認
為，政大傳播學院的訓練與師長們的教誨，
是引領她走到今日的至要關鍵。 

感念恩師影響人生方向
「我遇到的幾位老師，對我的生命有很大影
響。」周慕姿憶起在學時，郭力昕老師活潑
的上課方式，以及研究所指導教授蔡琰將學
生當成孩子般照顧，至今仍歷歷在目，也讓
她格外尊敬且感念。

鍾適芳、孫秀蕙等傳播學院的師長們，啟發
了周慕姿諸多關於意識形態、文化層面上的
思考，影響她後來的人生方向。鍾老師曾說：
「如果音樂跟藝術創作本身不是根於你的土
地，那意義不大。」這句話成為周慕姿至今
音樂創作的根源，無論樂風、歌詞或形式，
皆與臺灣歷史文化緊密相連。

文理學風大不同，反而成就自我
新聞系畢業後，周慕姿在就讀廣電所期間進

入基金會工作，發現自己喜於從事獨立性、
專業性高的工作，因緣際會下又考心理諮商
所就讀。從學風自由的傳院，走進相對學術
取向的心理諮商體系，她曾面臨諸多不適應。

經過傳院洗禮，周慕姿習慣以社會脈絡思考
問題，而心理諮商則較以個人為出發點，這
讓她在新接觸的領域中略顯特異。但她憑藉
著傳院的特質，逆勢在心理諮商界走出自我
風格。除了相關著作等身，更選擇活躍於各
式廣播、Podcast 之間，以自由、新穎的觀
點提供人們心靈出口。 

傳院受教拓展視野，盼面對創傷、促成對話
「傳院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看事情的眼
光。」在書寫剖析人際間情緒互動的《情緒
勒索》時，周慕姿看到文化因素如何影響人
類心理及行為，也因此更能激起讀者共鳴。
得力於新聞系的採訪相關訓練，讓她知道用
何種角度發問，更能引導心理諮商的民眾直
指問題核心。

這些經驗也被運用在音樂創作上。「恆月
三途」109 年發行的專輯《噤夢》，便是以

而徐容之所以選擇去德國讀書，除了由於柏林
藝術大學是頂尖學校外，她也指出，在德國
留學若選擇德語授課，幾乎不需要學費，在
經濟考量上是很大的誘因。不過，她也笑說，

若想去德國讀書，「建議從大學開始學德文，
因為德文沒有那麼簡單！」最後，她鼓勵想出
國留學的學弟妹，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了解不
同文化與其歷史脈絡，豐富自己的生命經驗。

得益所學，章思偉留心社會議題。不僅參加校
外國際志工團，也參與政大種子社為校內外
包清潔工權益發聲的運動。他也曾到臺中原住
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實習，從社區營造到行銷甜
柿一手包辦；畢業後更曾與臺灣農村陣線的成
員，為抗議苗栗大埔拆遷案而攻入內政部。農
舍外懸掛的反核旗幟、「農地就是要農用」的
掛布雖已破舊，卻是章思偉一路奮鬥的見證。 

落腳宜蘭，初入農耕
畢業後幾經輾轉，因緣際會在宜蘭三星鄉租得
耕地，從剛開始的二分地，到 103 年開始成
為專職農夫，直到現在耕地面積已達一甲五
( 約 1.5 公頃 )。

「我的 ( 米 ) 產量大概只有別人 ( 慣行農法 )
的一半。」堅持天然農法，不使用化學肥料與
農藥。本著友善對待土地與環境的想法，章思
偉常將田裡情況拍照，上傳 FB 與 IG，像是企
業向股東說明，也像是老朋友閒話家常。章思
偉認為，自己有義務向購買的「穀東」與消費
者說明，讓他們了解所吃的食物從何而來，以
及產出食物的這片土地。

身土不二，修復人地連結
從關心社運到從事農耕，二者共同的理念，都
是找回人與環境、人與土地的連結。「現代都

市分工過於細緻，人與土地是斷裂的。」如同
農舍牆上引據佛典的「身土不二」四個字，人
是環境的一部分。章思偉期盼藉由種植人們普
遍攝取的主食：稻米，企圖重建人與土地之間
失落的紐帶。

優質香米 打響口碑
章思偉自產稻米，透過網路與農民市集行銷。
取名「喵喵米」，不僅因為他是個「貓奴」，
也因為「喵」字偏旁是個「口」，象徵人的嘴
巴；旁邊的「苗」代表田上有草，整個「喵」
字就像人吃田裡來的作物，反映斯人斯土的深
厚連結。

採用臺農秈 22 號香米，是在來米的改良種香
米，黏度介於蓬萊米與泰國米之間，口感清
香、易於消化。製成的米果、米餅口味清爽，
少添加調味，吸引不少家長購買給孩子食用。
章思偉未來也考慮以「米」為中心，開發米香、
米醋等產品，提供消費者更多元選擇；更希望
能再集結眾力，多辦農村體驗推廣活動。

街頭到庄頭：
青農章思偉心繫斯土斯民

心理諮商師周慕姿　
跨界著書寫歌
　關懷人文

二二八事件為主題，探討大時代下臺灣人民
的情感、別離與無奈。周慕姿認為：「當這
些創傷被看見，我們才有彼此理解跟對話的
可能。」

雪泥鴻爪，俯瞰人生風景

走過迷惘找到心之所向，即便稍微繞了遠路，
那段路程也並非毫無意義。正是因為途中的
風景豐富了生命，才成就了現在更好的自己。
周慕姿勉勵學弟妹：「不用太擔心現階段不
曉得要什麼，也不用害怕是否走錯路。生命
的旅程中，不會有哪一段路是白費的。」

100 級
哲學系

95級
社工所

88級新聞系
92級廣電所

Aug. 15     2022

喵喵米認榖連結

從哲學到數位內容的跨領域學習　
徐容鼓勵學弟妹
以開放心態與人互動

從街頭走向庄頭，章思偉以另一種方式關懷人與土地 ( 攝影：秘書處 )

周慕姿心理諮商師 ( 照片來源：周慕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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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傳院碩士專班（EMA) 今年 5 月歡度 20 周年，正逢疫情高
峰，活動實體進行但以線上直播，近兩百位師生齊聚一堂，慶
祝傳播產業界及學術界合作的教育範例。專班創立於世紀之交，
創辦人鍾蔚文教授有感於新舊傳播媒體的快速轉變，處於焦慮
的業界主管一定有許多人希望找尋解方，而傳播學院也應該回
應這個需求，提供在職人士進修傳播知識的管道，同時把業界
的發展經驗帶進學術領域。這個想法獲得院長王石番老師與新
聞系老師的全力支持，專班誕生於 90 年，先辦在新聞系，由臧
國仁教授負責開辦，篳路藍縷，迄今已畢業近三百多人。

當時辦學的理念非常清楚，如果一般研究所比較偏於學術人
才的培養，學生學習理論，從現象提煉出概念與哲學；那麼
專班學生應該把學術的方法應用在實務研究上，重視問題意
識，甚至修正理論，探索解決方法。正如任教多年的陳百齡
教授一再期勉學生「不要坐在金山銀山上啃冷饅頭」，業界
學生日常所累積的龐大實務經驗無可取代，但這種內隱知識
需要藉助學術的訓練加以去蕪存菁，疏理反思，成為積極回
應社會需求的新思維及解方。

然而碩士專班的學生來自業界，專班又屬於一種專門的辦學
方式，因此外界常低估學生的學術能力，而教學的品質也常
被質疑，甚至被譏為學校生財的方便之門。碩專班從一開始
就理解這個問題，因此老師們堅持辦一個小而美的碩士班，
每屆百人報考但只收 25 人，齊心要求學生專心向學，專注研
究。蘇蘅教授一開始就在專班任教，她說專班的品牌就是「堅
持學術，不譁眾取寵。」

近年來專班學生的論文屢屢被中華傳
播學會的年度研討會錄取，110 年 107
級 黃 書 瑋 更 以〈 穿 梭 虛 實 之 間： 上 班
族玩家在線上遊戲的社會資本運作之探
討〉榮獲中華傳播學會 110 年學生組
年度優良論文，他的同學張依萍考取政
大傳院博士班，111 年她的論文再獲當
年度中華傳播學會學生組年度優良論
文。 在 這 個 華 人 地 區 高 教 傳 播 學 門 裡
最重要、也是最競爭的一個論文發表場
合，碩專班同學的學術能力成為學界的
話題，而同年攝影記者出身的文楷誠再
以榜首的成績考取政大傳院博班，受到
同業的矚目。

專班舉辦 20 周年慶祝活動當天，我曾
進行「EMA 創辦二十周年畢業論文知
識圖譜分析」報告，從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中找出 262 篇專
班畢業論文進行統計與共現詞分析，發現被引用篇數有 135
篇，比例為 51.5%。135 篇被引用總次數為 1027 次，論文
超過 10 次被引用的共 18 篇，而論文最高被引用次數是 164
次。解讀上引用人烯數據超過 50%，次數超過一千次，平
均每篇 4 次。從共現詞來看，這些論文都結合傳播新科技
的應用發展與社會脈動，具有獨到的洞見，因此格外受到傳
播學界與產業實務的重視，具有顯著的社會影響力 (social 
impact)。

目前傳院在職專班的學生從司法、醫療、傳產到軍警都有，
而且許多學生都已經有碩士學位，對各界資深專業者提供了
「斜槓」的進修管道。近來在職專班備受爭議，但只要理念
清晰、辦學嚴謹，堅守學術品質與倫理，大學教育裡在職碩
士班的設計，提供一個產業界與學校密切互動平臺，對於瞬
息萬變的未來，可以跨領域進行產學合作，做出積極的貢獻。

            EMA 執行長

傳院碩專班 20 年辦學有成　學生學術成就備受矚目！

薪火相傳  政大情
「薪傳學生助學金」，以「薪火相傳」為宗旨，獎掖家境清寒且遭遇重大變故，致使無力負擔
學費的在校學生。期盼學長姐的熱心捐助，讓薪火相傳延續不斷。您的一點心意，是協助學弟
妹突破嚴峻經濟困境的莫大助力，更需要您的參與 !

薪傳有你
即刻響應

#政向思考# 政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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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掃描 QR CODE 線上捐政 ( 或填寫捐政意願書 )，郵寄、傳真或 email 至本校
秘書處，並指定捐贈「高教深耕 - 希望種子培育計畫」( 對國立大學捐款視為捐款
政府機關，可 100% 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 / 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稅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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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證新增多項校外特約廠商優惠，
舉凡飯店住宿、餐廳美食、交通租賃、

生活娛樂等，持續擴增中。

111 年上半年申辦終身校友證致謝名單
畢業系所 姓名

終
身
卡

中文系 ( 博 ) 張 O 富
外交系 ( 碩 ) 林 O 誠
外交系 楊 O 珠
戰略碩專班 薛 O 純
企研所 秦 O 洋
地政系 ( 博 ) 陳 O 嬌
地政系 蘇 O 承
地政系 黃 O 建
行管碩 曾 O 惠
法律系 ( 博 ) 郭 O 木
法律系 江 O 偉
法律系 歐 O 儀
法律系 陳 O 孝
法碩專班 高 O 晴
金融系 ( 碩 ) 何 O 勳
政治系 ( 碩 ) 陳 O 文
政治系 ( 碩 ) 劉 O 煌
科管智財所 ( 博 ) 林 O 飛
科管智財所 ( 博 ) 賴 O 光
科管智財所 ( 博 ) 梅 O 卿

科管智財所 ( 博 ) 闕 O 威
哲學系 ( 碩 ) 鄭 O 穎
哲學系 李 O 萍
財政系 林 O 寬
國發所 ( 博 ) 黃 O 維
國營碩 陳 O 宇
國貿系 ( 碩 ) 徐 O
國貿系 朱 O 民
國貿系 陳 O 祺
教育系 翁 O 傑
教育系 麥 O 晴
統計系 謝 O 濱
統計系 萬 O 濤
新聞系 ( 碩 ) 陳 O 卿
會計系 劉 O 佩
會計系 陳 O 源
會計系 陳 O 勳
經濟系 葉 O 貞
經濟系 莊 O 霖　　
經濟系 簡 O 敏　　
EMBA 李 O 敏

EMBA 邱 O 惟　　
EMBA 邵 O 強
EMBA 謝 O 滿
EMBA 沈 O 美
EMBA 黃 O 芳
EMBA 陳 O 良
EMBA 練 O 豪
EMBA 趙 O 生
EMBA 施 O 珠
EMBA 王 O 娟
EMBA 陳 O 良
EMBA 白 O 憲
EMBA 李 O 繼
EMBA 彭 O 麟
EMBA 林 O 誠
資科系 李 O 甲
資管系 陳 O 丞
資管系 陳 O 維
廣電系 張 O 玶
歐文學系 李 O 萱
推廣教育學分班 張 O 良

創班鍾蔚文教授（前排中）、現任執行長王亞維（前排右四）及業界校友以直播
方式舉辦 20 周年活動（照片來源：EMA 辦公室 )

線上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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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Kuo Yu-hsuan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ne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President, Li Tsai-yen, and a 
handover ceremony for the supervisors, took place 

on Aug. 1 at the College of Commerce’s E.SUN Hall. 

Li said the position is, so far, the greatest challenge of his 
life and expressed gratitude to the executive supervisors 

who have accepted the challenge with him. Li compare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to a relay race. “You run 
fast after the baton is handed to you,” he said.

Li said that he would turn the university into a digital, 
diverse, strong, public, and poetic place. Quoting the 
German poet Martin Heidegger’s poem, “Poetic Dwelling,” 
Li said that people should not only make good use of 
technology, but they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inner peace. Furthermore, he hoped 
that every faculty and student would be able to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 freely and learn happily.

The handover ceremony for the supervisors began after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Li distributed letters of 
appointment to the new directors and presented souvenirs 
to those who had resigned. The new administrative team 
took photos to record the historic moment.

Article by College of Science in 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NCCU) College of 
Science in 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held a 
welcome party on July 9 for its new dean, Li Sheng-

yen, at the Center for Publ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More than 100 people attended the event, including former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je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Hsu 
Kuo-yung, Bank of Taiwan Chairman Joseph Lyu, NCCU 
Professor Hou Chin-ing, former Central Bank Governor 
Perng Fai-nan,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Yen Chuh-
fa,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Huang Kun-hu, Japan’s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Chief Economist Richard Koo, 
and Wealth Magazine publisher, Hsieh Chin-ho.

Chen Chien-jen said that President Tsai Ing-wen has high 
hopes for the college, and the government was determined 
to make national industries stronger.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winning big internationally.” Chen said. “However, 
having bilingual skills is not enough. Knowing more 
than three languages means that one can foresee the 
opportunities coming in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He said that he was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 finance markets and pointed out that Taiwan 
has an outstanding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quality faculties and students at 
NCUU. He added that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further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at the college under Li 
Sheng-yen’s leadership. 

NCCU President Kuo Ming-cheng said the new program 
receives funding from the Executive Yu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and is supported by Taiwan’s top eight 
banks, stock exchanges, and 27 financial companies.
 

Ne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ident Li Tsai-yen

New NCCU President Li Tsai-yen, previous presidents, 
delegates from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and 
presidents of friendly universities, are pictured together.

Left: Taiwan’s former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jen attends the welcoming 
event and says he has high hopes for 
the institution.
Righ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College of Science in 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Dean, Li Sheng-
yen,  says he hopes to cu l t ivate 
international talents.

Expects to break new ground with technology

“We hop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especially 
second- and third-generation Taiwanese, will sign up for 
courses,” Kuo said. “They can als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they learn in the world’s major financial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Frankfurt, Singapore, Bangkok, and Jakarta.”  

NCCU’s next president Li Tsai-yen, who is set to start 
his term on Aug. 1, said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the 
institute was to cultivate skillful people who are experts 
in financial product design, asset management, and 
inclusive finance. The foundation is a milestone in the 
country’s pursui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he added. 

Dean Li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for all the support he 
has received, and also mourned the loss of Japan’s 
forme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e referenced 
the 2004 film, “The Day After Tomorrow,” saying that 
he expected students to find strength and survive all 
hardships because the sun will always rise tomorrow. 
He encouraged pupils to use the resources provided 

New College of Science in 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Dean Li Sheng-yen
Emphasizes importance of industry and academia working together

by the university wisely and learn from the outstanding 
instructors at the college. 

Li pointed out that tour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e are key area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hile 
the natio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leading the world. 
Following national policy, establishing NCCU’s new college 
and the joint research center (founded by TSMC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Li added.

NCCU’s new school aims to become an Asia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high-level asset management center. It 
has recruited professionals from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 including banks, investment trusts, and investment 
counseling services – and will adopt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hat have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dditionally, corporations that financially sponsored the 
college have selected their top employees to register for 
classes. The second term for enrollment began on July 7 
and is accepting 63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