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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怎麼看國際新聞？怎麼了解國際如果在沒有專家分析或是擁有學術背景之下？要看懂這些事件當然需

要擁有足夠的知識背景。在一件看似簡單的新聞，代表的究竟是什麼意思？今年台灣解嚴剛好滿一世，解嚴

之後媒體市場與日俱增，百家爭鳴，坊間常以「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嘲諷媒體業，台灣新聞給人觀感

每況愈下。台灣其實是很矛盾的！寶島台灣，西太平洋的咽喉，大小在地圖上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島，然而，

他所處的位置卻極為重要，第一鎖鏈的鎖眼，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曾稱台灣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在

天然的地理位置上我們勝人一籌，但這份優勢是不是使國民自恃，失去了對國際事務應有的敏感度？ 

 

    川普當選、金正男遭暗殺事件、科威特加入伊朗的斷交行列、美軍與「塔利班」交戰.....這些頭條新聞我

們都看過了，但是要怎麼明白這一切到底對我們自身生活有什麼影響？處在全球化的世界，如果沒有國際觀，

不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未來我們就只能夠被世界的洪流推著走，不管自己再怎麼認真工作，也很難翻

身。 

 

    思考是這本書一直在強調的動作，你對事情所了解的越多，在出問題的時候你可以很快找到解決問題的

方法，而當我們對國際情形越是了解，越可以用優點去淡化缺點，發揮自己的所長來因應世界的變化。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的越高越遠，而具有國際觀的人們，可以看得越高越遠。所以我們得懂得觀察跟分析，

常常一個事件不是雙向的關係。我曾經參加過模擬聯合國，他是一個學術性質的活動，效法精簡過後的聯合

國會議。在裡面我擔任的是聯合國秘書長，我的工作就是要維護世界和平，但是我發現這機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全球化國際情勢早已不是單純的二分法，國與國之間常常會為了自身最大利益而保持合作關係的曖昧關

係。而整件事情也不可以就單純設想外交方面因素，同時還要考量軍事、國家資源等。因為任何一個決定，

都會牽連整個世界，產生多角關係，這正是我們得去探究的。 

 

    在思考國際事務的問題，同時也培養自身邏輯思考的能力。用不同的觀察角度去看事情，進而得出不同

的結論。然而國際觀的培養不只是針對全球化的時代來臨，如果把國際觀套用在一間普通的事情上面，也能

幫助我們了解事情的全貌。彼此互動是從來都不是單一方面，能綜觀全局，把眼光放高放遠，正是上個世代

強調的事情。用狹隘的眼光是看這個世界，可能會讓我們最後的選擇導向失敗。 

 

    全書三百多頁，其中最觸動我的一個章節是「小國有外交空間嗎？」。透過作者在其中介紹過的外交政策

取向，台灣在李登輝的政府時期，從彈性外交轉為務實外交，從 SARS 事件來看，2003 年初亞洲地區出現 SARS

的漫延恐慌，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台灣等地的人們都受到嚴重的傷害。然而就當全世界都在通力合作，

解決 SARS 對於人類健康的危害時，台灣卻因為不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國，完全被排除在國際醫療

防疫體系之外。中國大陸打壓下，台灣始終不能成為會員國，可看見台灣在外交上並沒有孤立的本錢，因而



 

 

更需要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對中心議題也應當比其他國家要來得更為敏感才是。但是如此，台灣人被媒體社

會白癡化，同時浪費了一天又一天的新聞空間與人的腦容量。於此時，別人望向外面的世界，應當比他們需

要踴躍國際事務的我們，卻停滯原地，更因他人的邁進而顯得相對呆滯狀態。 

 

 在書的結尾，也寫回臺灣的部分，例如外交官應多增進自己的能力、臺灣在外交上應該從民粹回歸專業

等，都是十分有效的建議。看完這本書之後，希望自己可以對於國際事務擁有更精銳的看法，成為充滿國際

觀的台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