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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代表團參加海峽兩岸廿一世紀青年論壇

出國報告書

         摘要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四 月 一 日 舉 辦 「 海 峽 兩 岸 廿 一 世 紀 青 年 論

壇」，邀請本校師生參加座談，本校於九十年三月底選派兩名老

師及五名學生與會。

此論壇會議，從人文、工程角度、管理層面、社會科學中探

討兩岸間的個別差異以及對於未來所有可能發展的空間，不僅促

進兩岸學生在學術專業上之互相切磋、經驗交換與心得分享，並

增進本校學生對當地風土民情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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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參加「海峽兩岸廿一世紀青年論壇」，與當地學生在學術

專業上互相切磋，交換經驗與心得。

（二） 促進兩岸大學間之學術交流。

貳、 成員：共七人

副校長歐善惠教授

     文學院涂永清院長

     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趙勳達

     工學院資源工程研究所賴建如

     管理學院企研所黃淑媛

     醫學院醫學系陳柏森

     社科院政經所管延愷

參、 行程

3/31（星期六）抵達上海復旦大學

4/1-2（星期日、星期一）  在上海復旦大學展開青年論壇。由於新世紀是

和平發展的世紀，而兩岸的青年將是未來的生力軍，因此，希望藉

由此次的論壇，讓兩岸青年學子不但能夠有相互學習與觀摩的機

會，也能透過彼此的互動，為以後兩岸學術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礎。

      (由主席說明這次的發言規則：每位發言人的發言時間為 10 分鐘，

之後有 5 分鐘的提問與討論時間。時間上的控制相當重要。)

      第一天晚上於國際飯店晚宴後，走訪上海最熱鬧的南京步行街。

      第二天晚上於海鷗飯店晚宴後，搭乘春江號遊覽黃浦江，觀賞上海

外灘以及浦東之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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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星期二） 上海一日遊。行程包括：上午－瞻仰孫中山先生之上海故

居、參觀上海圖書館之古籍部及家譜研究室；下午－訪問陸家嘴金

融貿易區開發有限公司，登上中國第一高樓金茂大廈 88 樓鳥瞰上海

全景，接著搭乘觀光隧道前往外灘，晚上則為自由活動時間。

4/4（星期三） 上午－參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了解上海的過去、現在

及未來；下午由上海火車站搭乘特快車前往古都西安(約 18 小時的

車程)。

      *註：西安的旅行僅有台灣各大學代表及復旦大學兩位學生代表參

加。

4/5（星期四） 上午到達西安後，參觀大雁塔及西安歷史博物館；下午－

遊覽西安碑林博物館、明代城牆與興中仿古街；晚上－自由活動時

間。

4/6（星期五） 上午－參觀法門寺，品嚐西安風味餐；下午－於返回西安

途中。參觀絲綢之路的起點群雕刻；晚上－自由活動時間。

4/7（星期六）  上午－參觀美術陶瓷廳、秦俑博物館(兵馬俑)；下午－遊

覽華清池，於用完晚餐過後搭乘特快車返回上海。

4/8（星期天）  於中午抵達上海，用過餐後，各校陸續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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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與會訪問心得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踏上了大陸之行！兒時的教育深深的印烙在

心中，因此對大陸的刻板印象是相當負面的，雖然有許多對於上海發展的

報導呈現眼前，但是那種面對著未知的憂慮，仍然悄悄的襲上心頭。

在踏上這塊土地的一瞬間，那種心靈的震撼真的無法言喻，面對著一

個硬體如此發達，高樓林立、立交交錯的城市，想要不讚嘆祖國的建設真

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城市的規劃與發展、外灘中西融合的建築景觀、

十里洋場的熱鬧與繁華，再再都震撼者我們初到遊子的心靈，或許這種落

差的衝擊，我開始學會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這樣的一個城市。

上海的硬體建設真的是沒話說，用現代化理論中的爭論來說，上海市

一個由上而下（top-down）進行現代化的都市，因為吸引外資的需要，上

海市政府將上海規劃成一個東方的明珠，不論是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開發

區的建設與規劃、徐匯區現代化家庭社區的規劃與建設，上海市政府已經

進行到 2010 年的市政建設計畫，將上海市打造成一個高度發展的經貿、人

文、資訊薈萃的城市。在上海的訪問中，我發現了一些細微的軟硬體落差，

怎麼說呢？在上海這樣硬體建設高度發展的城市中，人民的生活水準與文

化素養是否有相同的提升呢？在與台北相同物價的購物商城中，上海人的

經濟表現與購買能力又如何展現呢？不絕於耳的喇叭聲音、稀稀落落的商

圈購物人潮、絕少出現大包小包的購買品，這是與台北的熙來攘往所不同

的，上海市是一個由硬體硬撐起來，而人力素質、購買能力都沒有同步發

展的城市，這樣的發展是相當危險的，我們都知道台灣因為早年致力於經

濟鍵的的發展，雖然獲致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但是隨之而來政治、社會的

陣痛與改變，卻逼著我們付出了更多的代價，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學者都

知道，開發中國家的理想發展形式是多元化多面向的同步開發，不管是經

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各層面，因為唯有同步的發展才不會造成畸形的發

展與發展後的不良適應，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違背了這個理論的中心，

而台灣近年來政治、社會與文化劇烈轉變的陣痛，正為我們之前只專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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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而忽略人文素質的培養付出昂貴的代價，上海，妳的發展可願意

步上這樣的後塵？或許在硬體建設完成之後，上海將會進入一個超快速發

展的都市，但是人文素質與文化的培養不是一時的，到那個時候一種畸形

的文化一旦形成，上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將大過數十倍餘台灣！

台灣與大陸正處在國家體制轉型線性光譜上的兩個點，而大陸在走

的，正是我們在威權體制尚未瓦解之前的老路子，不是我們要用這樣自傲

的心態看待大陸的發展，而實在是這樣的經驗提供了我們一個進行比較研

究的良好素材。民國七十年代這整整十年間的轉型，台灣是一種被下層民

意推著轉變的轉型型態，當少數接觸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人漸漸集結，

台灣威權體制的轉型就在一瞬之間展開來了。同樣的，在這一次的訪問中，

我發現大陸正處於匯集新思潮的階段，雖然強烈的思想管制與教育教導出

了純正的馬列主義信徒，但是從與我們接觸的大陸學生上我們可以發現，

不同體制下自由多元發展的我們，所帶來的多元化思潮，深深的震撼著他

們，或許有朝一日民氣可以為用，由下而上的力量會促擁著大陸做進一步

的改革，但是轉型中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希望台灣的經驗能帶給大陸不同

的省思，不只是經濟上的起飛經驗，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轉型困境，希

望都能對大陸的發展造成不同的啟發。或許正如會議中所提到的石化問題

一般，大陸已經企圖避免走向發展中國家的老路子，但是是不是有朝一日

真的能邁上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加康莊的大道，我們只能拭目以待！台灣

已經從威權體制的時代進入後威權的陣痛期，慢慢的往完備民主的道路前

進，大陸正在威權體制的末期掙扎，經濟的改革將推動對岸的政治與社會

體制進行「去威權化」的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同時將大陸與台灣的

發展進程納入同一個討論議題，我想這將會是建構大中化經濟圈中一個相

當有趣並值得關注的問題。

「海峽兩岸廿一世紀青年論壇」共計有兩岸十校共同參與這次由上海

復旦大學所主辦的兩岸青年論壇，與會學校包括台灣的成功大學、東海大

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中山大學，以及大陸的復旦大學、南京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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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會議兩天的感想，對於來自兩岸十校的同學對於自己所學領域內

提出的看法就包羅萬象，分別從人文、工程角度、管理層面、社會科學中

探討兩岸間的個別差異以及對於未來所有可能發展的空間。在會議個人發

言中，我就其所學與所知粗淺的提出環境管理問題以及永續發展的概念，

其中也與與會同學討論到生物物種絕滅、重污染工業移廠到大陸的情形、

大陸對於環境保護的政策施行與抗議事件的處理方式，在一來一往的對談

間除了讓他們了解我們的想法與做法外，也讓我收穫良多，更達到這次交

流的目的。

再者，對岸所參與的學生都是學校的精英，個個表現落落大方，充滿

自信，對於所學領域之學問更是專精，在待人處事上也充分展現了親和與

風度。我想，即使兩方人所處的生長環境、政治立場上的差異是很懸殊的，

但是那時候真正感受到了四海一家的親切感與無國界的對話，又某些同學

的個人生活經驗與所提的見識是讓我個人非常嚮往與崇拜。

我們對於他們的生長背景與共產主義的統治情形很好奇，相對的他們

對我們的生活與思考與行事方面的態度也滿懷著疑問，只能說每每認識一

位朋友，在談話溝通之間都充滿著驚奇與收穫!! I like it!

這一次讓我震撼的另外一點就是大陸學生的心靈衝擊。與會的代表都

是各校萬中選一的菁英人才，不是學生會的主席，就是共青與黨的基層中

堅幹部，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大陸教育體制所造就出來思想一致、口徑一

致的知識機器，在這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大陸教育體制一元性工作的成

功，但是在慷慨激昂的外表下，他們對我們的好奇是相當強烈的，就像一

塊海綿，不停的吸收著我們所帶來多元的思考方式與不同的處事面向，我

感受的到與我同座幾位同學所表現出來的震撼，我也相信對於第一次接觸

台灣同胞的他們來說，這樣的震撼會蔓延在心中長長久久，我想這樣的思

想交流是相當有意義的，就像他們給我的不同意識型態衝擊到如今仍然深

深震撼著我一般，或許沒有誰的意識型態優於對方的，重要的是這樣的交

流與震撼開闊的我們彼此的視野。與會兩岸青年都將會是未來兩岸政治經

濟競技場上的中堅份子，這樣的衝擊與震撼，我相信會對未來兩岸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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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識奠定更優良的基礎。

西安給我最大的印象在於古文物的保存與開發上，壯闊的兵馬俑、法

華寺地宮的出土，在在都見證了中國古文明的偉大與壯闊，但是文物的保

存我相信是對岸所面對到最大的課題。法門寺地宮的開啟，將歷史文物中

珍貴的絲綢部分化為飛煙，這或許是現代科技所不能保存的瓶頸與悲哀，

但是出土文物彩繪的消退，則是文物保護不當的損失。其次龐大的遊覽人

潮與管制的失當，攝影器材的濫用、燈光的過度照射、過度的參觀人潮，

我相信對出土古文物的保存都會造成一定的傷害。姑且不論是裡地點考證

的真實性，經濟價值的穿鑿附會，西安這塊文化古都，若是再不進行文化

保存的整體規劃，我相信未來的前途將是堪慮的。聯合國已經將古蹟的出

土視為全世界人民的文化資產，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世界輿論對人類共同資

產的重視，在經濟價值的開發與文化資產保護上的勢力競爭，我想對岸要

好好評估彼此之間的得失。

這次能代表成大參加「兩岸廿一世紀青年論壇」，深深的感覺到榮幸，

而最令我難忘的是成大代表團所表現出來的集中力與深度，這部分是最令

我深深自豪的；我們有主持會議的主席代表、引發最多元討論的發言（建

如的環境議題）與堅強的參與陣容，這些都令我覺得驕傲，我想，成大學

生的表現我自認為是台灣學生代表中最為傑出的，讓我們為自己喝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