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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八八水災，「法國政府」、民間及

僑界等對台灣人民表達了高度的人道關

懷，請問其具體行動如何？

八八水災發生後，法國各界分別以不同行

動展現關懷、慰問與捐獻，令人十分感動。首先

媒體連續三天報導災情，其中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RFI，固定聽眾群超過四千六百萬人）更於八月

十四日下午一時新聞節目簡要報導災情外，另與

駐法國代表處連線專訪災情、政府救災、民眾反

應及台灣未來發展……等等長達五分鐘二十秒，

法國政府則透過「適當管道」致函代表處表達對

災情關切，並捐助三萬歐元指定透過NGO協助災

童，台北法國工商會除捐贈物資外更募集六十萬

歐元救災款，同時歐盟所派赴台專家團包括一位

法國籍；此外，國民議會及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

博賀德（François Brottes）先生與巴芃（Monique 

Papon）女士（參院副議長）、兩院幾位議員連

同學術、文化教育、科技界、民間社團、好友或

以電話、電子郵件及捐款支票表達關懷與慰問，

Rouen地區則有音樂家僑胞與法籍音樂家們發起

演奏台灣民謠募款音樂會，配合巴黎台灣文化中

心協調旅法藝術家，募得三十幾幅畫作義賣。至

於法國僑界僑團也展現高度愛心，並透過慈濟基

金會法國分會協助捐款總數達二十一萬歐元，凡

此總總都見證台灣並不孤單及法國關心台灣這個

「優質合作伙伴」，對此我們當然心存感激，並

且在諸多可能場合說明行政院莫拉克災區重建委

員會已經開始執行重建工作，並邀請已經投入參

與重建的慈濟、紅十字會、台灣世界展望會和鴻

海集團參加，確信台灣可以堅強地站起來，繼續

繁榮發展。

台灣與法國的實質關係在您及歷任代表

的努力下有了長足的進步，請問未來有

無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外交工作本質上必須永續經營，關係才會

進展，兩國間各項領域互動頻繁，當會增進彼此

訪問我國駐法呂慶龍代表

藍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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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互瞭解，進而發展更密切關係。本人有幸自

一九八○年以來三次奉派來法工作，也因此見證

台法三十年來實質關係長足進步。這些當然是全

民的貢獻（國家社會進步）、各單位所有派駐人

員積極參與及法方逐漸調整對我態度的結果。

首先我們對法國以務實思維，注視台灣三十

年來發展情形包括經濟貿易不斷成長，民主政

治順利推展，社會多元化，科技發達，提供外

援……等等實力與潛力，願意加強與台灣各領域

實質關係，固然符合法國國家利益，對我們而言

當然是利多，我們應該說聲「merci beaucoup」。

相對地，也因為我國各界非但努力不懈，而且表

現不俗，才有可能促成與法國間不斷的合作，只

要看看下列幾個數字，我們可以概略瞭解三十年

來台法關係發展：留法學生人數從一九八○年不

到三百人成長到目前超過一千五百人，科技合作

五十六個計畫執行中，兩國大學推動一百六十五

個以上合作計畫，法國留台學生一九八三學年只

有十人，二○○七學年三百三十一人，二○○八

學年四百零五人；在文化藝術交流方面，台灣一

年有超過四十個團體或個人前來法國表演，法國

則有三十個以上前往台灣推動文化交流，至於兩

國間透過電影交流及貿易，展現彼此實力（例如

我們外出演講介紹國情時總會秀出台灣的Acer及

Asus雙A資訊產品、宏達電HTC智慧型手機等台

灣精品），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特別是提升國家

形象）就無法量化了，這些具體資料讓我們有理

由確信台法間實質關係仍有大幅發展空間，因為

中華民國是一個不會停止進步的國家，只要有實

力、有國際競爭力，自然就可以繼續發展與法國

實質關係。

法國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品牌，請問：這

些光輝來自何處？您認為法國及法國人

目前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或許您我都聽過不少人說：法國人「很驕

傲」。對一個長期關注國際事務的外交專業人員

而言，法國及法國人在文化藝術、學術教育、國

防科技、醫療衛生、交通運輸、電信傳播、設計

創新（例如在不同時機為艾菲爾鐵塔換夜景新裝

如附圖，一方面融合科技與設計，一方面吸引觀

光客）……等等無論是軟性或硬性國力都是先進

國家；加上法國傳統上重視菁英培養，主導國家

整體進步，整體國力表現優秀，有實力自然對自

己有信心，「驕傲」是一種現象，沒有好不好的

問題（卻有不同解讀）。法國及法國人這些傑出

表現今日雖然面對諸多挑戰（跟任何一個國家沒

兩樣），除了「富」以外，仍然不斷嘗試改革，

提升競爭力，加上法國人一般而言仍受笛卡爾精

神影響，重視邏輯概念且相當守法，他們的「理

性」大於「感性」，個個又是能言善道，勇於溝

通，對未來也都能說出「願景」，法國人展現出

「法蘭西光輝」是很自然的！

面對全球化，大家都在乎永續經營，也就

是同時關注與自己生活有直接關連的經濟發展、

地球暖化、環境保護及社會公平正義等優先領

域。法國人也不例外地高度重視。法國除了倡言

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並以實際行動落

實引以為榮（傲）外，在國際間積極參與國際事

務，扮演外交大國角色（包括出兵阿富汗及諸多

N GO組織到處參與不同領域活動），在國內議

題方面無論從最近法國政府推動的教育改革、諸

多振興經濟計畫、失業問題（目前已達就業人口

百分之十一，超過兩百五十六萬人）、開徵「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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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工會罷工、慈善捐款、政治透明化……等

等只要打開電子媒體，就像平面媒體一樣，隨時

都有不同議題的探討與辯論，大家都有話說，搶

著說，又彼此尊重，展現多元成熟的「公民社

會」，這就是法國！

台灣與法國畢竟有許多文化差異，您對

台灣初抵法國的遊客或留學生在生活及

適應上有何叮嚀及建議；萬一遇到困

難，如何與代表處聯繫並獲得協助？

國與國間正因歷史文化背景與當下人文及

社會價值不同，有文化差異才值得交流。台灣初

來法國的任何人都該有一個基本的「守法」觀念

與行止，一方面不會因違法惹麻煩上身，一方面

維護「台灣」形象，更積極而言就是大家一起用

心，展現有禮勤奮、實實在在的「台灣優質」。

其次就是「平安」：指的是因語言文化不同，不

清楚法國生活環境時，若干行為千萬別自作聰

明，逕採冒險舉動（比如遇到示威遊行時，如果

好奇想瞭解或比較，最好站遠一點，當個觀察家

就好，最好別介入）；生活上有疑問，切記多問

多瞭解。留學生或遊學生無論打算在法國多久，

都建議把握難得機會，認真學習，盡其在我，把

書唸好（第一要務）的同時，當然也要多參訪及

交朋友，藉機深入認識這個富庶又多元的國家與

人民，看看法國人如何生活，瞭解法國國力優勢

何在，更想想自己可以學到什麼，可以為提昇自

己國家社會水準，以及增進與法國關係作何貢

獻。我們藉此提出一項重要建議：希望同學們抵

達法國後，多上網瀏覽有關資訊，到代表處文化

組登記，留下您的聯絡資訊，一方面代表處辦活

動可以盡快通知，一方面，如果家人有急事，一

時又聯絡不到，代表處才幫得上忙。萬一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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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務必先冷靜，請設法在第一時間與駐法

國代表處聯繫，號碼如下：急難救助：01-44 39 

88 30（上班時間）行動電話：0680 074 994（24

小時服務）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

0800-0885-0885。

請問台灣與法國間近期內有何具體的文

化教育或科技等交流活動？

台法兩國間文化教育及科技交流不斷，每年

都會頒發台法科技獎及文化獎，第十一屆科技獎

及第十四屆文化獎分別預定於今年十一月及明年

初在巴黎舉行頒獎典禮。

教育方面，台法間不僅大學間互訪不斷，連

高中也有姊妹校交流，例如十月底巴黎第七大學

校長率三人團加強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現有合作

關係外，亦與國立中山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推動

雙邊合作（謹註：巴黎七大中文系現有五百八十

位學生，人數全法僅次於東方語文學院中文系

一千五百名學生），年底前將有法國高等學院預

備班訪問團（包括三位高中校長）訪台，加強推

動預備班交換學生（今年五位、去年四位、前年

五位）。

在科技合作方面，今年九月初在台北舉行

的「台法科技獎十週年慶」為兩國科技合作盛事

（法蘭西學院自然科學院院長Jean Salençon先生

親率十六位科學家赴台），十月間則有國內十一

所大學研發長團及歐盟計畫聯絡據點團（NCP）

十六人訪法，研議與法方合作參與歐盟計畫

（FP）；今年十一月在台北舉行明年在台續辦的

「前鋒科學論壇」籌備會議（台法各推舉二十位

四十五歲以下科學家，以論壇方式對話，腦力激

盪，俾選擇新合作計畫並聯合提出申請）、十一

月下旬法國將在台舉辦法國與亞洲BioAsia多邊區

域合作會議；此外明年又將有國內環境工程團、

政治學訪問團及其他團體陸續來訪，台法交流好

不熱絡！

「里斯本條約下的歐盟統合願景：持續與轉變」學術研討會

鑑於歐洲聯盟在全球化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其里斯本條約也即將被所有會員國通過而

正式實施，對歐盟未來統合發展勢必帶來衝擊與影響。為提升國內各界對歐洲聯盟與里斯本

條約的認識與學術研究，並加強我國與歐盟以及法、比、瑞等國家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歐

盟莫內教學模組計畫主持人張台麟教授、同時也是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理事長將於98年12月

19日（週六）上午九時起在政大舉辦「里斯本條約下的歐盟統合願景：持續與轉變」學術研

討會，會中將邀請6位專家學者發表論文並開放討論，歡迎大家撥冗參加。本次會議亦援例

由外交部、中法比瑞文經協會、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共同協辦；另有中法文教基金會為贊助

單位，特此一併致謝。

（文／張台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