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編的話
年初，有幸拜訪留比利時前輩蔡政文教授，暢談他年輕時的

夢想、留學比利時的經驗、對歐洲的看法以及他的人生觀等，讓

人見識到一位大師級人物的思想及風範。

訪談中，曾請教過他一個問題，也就是，在歐洲的眾多國家

中如果想要選擇一個國家，作為我國未來發展的典範，他會選擇

那個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他毫不遲疑的選擇了法國。他說法國

的自由、民主、法制、人道主義、文化與藝術風氣、科學發展，

甚至社會福利制度等等，都有值得借鏡之處（雖然也有值得檢討

的地方）。這樣的答案，起初讓編者有些訝異，因為過去聽到的

多半是瑞士、丹麥或是瑞典等等。蔡教授也坦然承認，因為他與法

國的來往較多，比較了解法國，因此很自然的，便選擇了法國。

恰巧，不久之前編者讀到日本的日圓先生榊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寫的一本《The French Paradox》也持同樣的看法，他
說雖然法國給人的印象是工會勢力強大、法令複雜、效率不彰，

是一個正在走下坡的國家，其實不然。他舉出多項統計數字說

明，特別是自從2008年以來，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法國的表現
還算可圈可點，這證明法國仍然具有豐富的底蘊。例如她推動企

業轉形、活化地方特色、加強全球化思考等等，尤其是克服少子

化成功的作法特別值得日本的借鏡…

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以比利時為主題，為此，本刊也特別安

排了多篇文章，探討了她的文化與生活。例如除了在開頭部分談

到的，我們訪問了留學比利時的前輩蔡政文教授以外，林志鴻大

使的「比利時生活九年之感言」、佐依子女士的「愛上比利時Le 
plat pays」、謝芷霖小姐的介紹比利時作家Amélie Nothomb等，
都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的幫助。讀了他們的文章，我們會發現，其

實比利時也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國家。

除此之外，本期也有多篇關於歷史、人物以及生活的介紹與

點滴。例如郭石城先生的「改寫戰後歐洲歷史的一封信」與淡江

大學劉增泉教授的「瑪麗‧安東妮」等，均值得一讀，當然其他

作者的文章也都各具特色、雖然各異其趣。

國內經濟學家常說，台灣是個海島型的經濟，面積狹小，

既缺少市場又缺乏天然資源，為求生存，台灣人必須走出去，去

了解世界，也讓世界了解台灣。文化部龍應台部長也說過：「台

灣須要有美麗、自由的心靈與世界進行交流。」而東吳大學張家

銘及鄭得興教授在本期文章結論中也點出：「全球化的進展相當

快，我們不可能以不變應萬變。」

這樣看來，重塑一個開放的心靈，對國人來說已經是一個刻

不容緩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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