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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是69年文學院外文系第一屆校友，熱情開朗、隨遇而安、孜孜不倦，畢業後即從事

外交工作，戮力推動我國國際交流合作，曾參與「護照作業電腦化」、「機器可判讀護

照」及「晶片護照」等我國多項護照重大變革方案，並先後派駐瑞典、多米尼克、拉脫

維亞，及美國等國家服務，去年結束駐美國西雅圖總領事任期返國，現在外交部歐洲司

服務。他派駐國外期間，透過文化、教育及經貿交流合作等方式，不遺餘力地爭取國際

社會對我國的認同及友誼。

金星回想與中山結緣的過往，他拿出他的壓箱寶--第一屆中山大學招生簡章說道：「我

是受創校校長李煥先生的感召，以第一志願考進外文系，首度離鄉遠赴陌生的高雄，從

此成為中山大家庭的一份子。」這一感召不僅讓他成為中山人，也與高雄結了一世情

緣，成為高雄的女婿，就連派駐的西雅圖市也是高雄的姊妹市。

對於在校就學情景，他回顧說道：「外文系有許多課程，像是西洋文學概論、美國文學

史、英國文學史、小說選讀以及文學批評、修辭學等等，當時讀起來很辛苦，現在回想

起來，這些文學課程都能夠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以及思辨分析能力，對學生日後從

事任何行業都極為重要。又像是聖經文學、古希臘哲學等等，也都是深入理解西方世界

文明的重要基礎與鎖鑰。我曾想，如果還能再回到課堂上，重新來學習這些經典，今天

我會有更多更深的體悟，也會有更多啟發，對自己的生活、工作，都會有莫大助益。我

想，文學詮釋人性、演繹人生，而人性正是我們一生的課題，也是難題。文學院可能是

校園裏影響年輕學子一生最深遠的地方。」



回首近三十年的外交生涯，他體悟到困境或是挫折，很可能只是個幻境，念頭一轉，當

下即是樂土。他回憶當年還是三十多歲的時候，從瑞典調到加勒比海地區一個邦交國擔

任大使館二等秘書，他從斯德哥爾摩搭機赴任，飛機愈換愈小，天氣也愈來愈熱，好不

容易抵達駐地，發現當地的生活環境和瑞典、台灣相比，差距極大，心情也沉到谷底。

外派任期六年，瑞典四年，還有二年才能調回台灣，前面日子恐怕很難過。頭幾個星期

真的很煎熬，但接下來忙碌的工作和維護邦交的使命很快地轉移了注意力，幾個月後，

人地熟了，竟然也感到如魚得水般的揮灑自在，等到他任期屆滿調部，反而很懷念當地

的自然美景和純樸人情，這段親身體驗，也讓他體悟隨遇而安的重要，以及「安而後能

慮、慮而後能得」的深刻意義。

對於學弟妹，他提到：「讀大學如果能拼出好成績，當然值得高興。不過，我覺得可能

還有其他事和學習一樣重要，那就是『了解自己』。年輕人如果在大學期間，就能夠從

課堂上、課外活動、和師長同學的互動之中，認識到自己具有哪些相對的優勢和弱點，

發覺到自己的興趣、天份所在，以及培養一些嗜好等等，對往後的事業抉擇和發展，甚

至未來人生道路，都有重要影響。各行各業中，許多有成就的人，除了勤奮努力、全心

全力地投入工作之外，對自己的專業領域，還能夠樂此不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我認為這才是他們成功的關鍵因素。」 金星學長示表示，外交是

搭橋舖路、建構平台的工作，平台要有人來運用，才能發揮實際效益。每當看到台灣人

才在國際舞台上的各個專業領域受到肯定表揚或有傑出成就，他都感到相當振奮，因為

這是台灣國際競爭力和軟實力的體現。外交工作成效

與台灣在國際交流合作平台上的實力，兩者是相輔相

成、互為表裏的。他祝福年輕朋友，發揮自己的天

賦，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開創事業前途，造福鄉里，

揚名國際。他強調，「適才適所」應該是年輕人選擇

職業、規劃人生發展的目標。

對於獲選106學年度傑出校友，他感恩地說：「在我

就學期間，母校師長們的教誨和訓勉，至今感念；畢

業後，有機會多次與母校合作，推動相關外交工作，

期盼未來能繼續在此領域貢獻心力。得獎，再次提醒

自己，沒有當年師長的包容提攜，就不會有今天的

我；得獎，更加督促自己，未來還要加倍努力，以具

體成果回饋母校的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