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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使美國霸權更形穩固？

學生新聞

【記者李宜珊報導】國際學院暨外語學院，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辦了一場聯合學

術下午茶，共有二十多位老師以及十多位學生參加，在喝茶聊天的輕鬆氣氛之中，不

同觀點相互激盪。 

 

本次茶會由國際學院國研所副教授王高成與外語學院法文系副教授蔡淑玲擔任引言人

，從政治、經濟、文學、文化等各種面向，探討美國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國際新秩序。

王高成在茶會一開始時提到，美國對阿富汗發動戰爭，對於國際局勢，具有重要意義

。後冷戰時代以來，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全世界對於國際局勢的期望，在於各國走

向經濟合作，各區域紛爭、戰亂減少；但此次美國對阿富汗發動攻擊，顯示了國際衝

突依然存在，美國以武力尋求解決，表示國際合作、和平期望落空。 

 

蔡淑玲亦就人文觀點發表看法。她認為美國以往都是將假想的敵人設定為區域中的強

國，而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使得敵人轉變為全球的恐部分子；以就是在思維上，由可

見的敵人轉變成不可見的敵人，對於美國一慣的理性邏輯思考模式，產生很大的挑戰

。 

 

「美國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會不會反而使得美國的霸權更形穩固？」是會中一個重要

的議題。法文三毛雨涵便問到，名政論家石齊平曾在一次戰略所的演講上說，京都協

議書之後，美國似乎擺出了霸權的姿態。 

 

德文系助理教授賀厚格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人們常因自己對其他

文明、宗教信仰等的無知，而將其假定為敵人。今天正是因為這種無知，基督教與伊

斯蘭教之間的衝突會如此多。他並舉十九世紀西方與中國為例，當時雙方都對彼此不

了解，並且都以自己的文化為中心，因此產生許多問題。他並舉十九世紀西方與中國

為例，當時的中國人稱外國人「東夷」、「西蠻」，就是一種相當具敵意的稱呼。這

個比喻也惹來全場的哄堂大笑。 

 

茶會最後，外語學院院長林耀福徵詢在場的意見，是否往後繼續依循這種模式，讓兩

院同仁發表各自的看法，互相交流；大部分人均熱烈鼓掌表示贊成，但有部分外籍老



師認為會中都以中文溝通，讓外國籍的老師在說、聽上均十分吃力；林耀福也承諾

，往後將採中文、英文交互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