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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校友任僑務委員會副座(任弘 全球訪察僑務 推動臺灣特色的中華文

化)

專訪

【記者劉昱余專訪】在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辦公室內，有個深色行李箱，上面的部

分刻痕是本校歷史系校友任弘拜訪全球各地僑民僑團時留下的印記，每道刻痕都能引

來他說不完的故事，言談間始終保持微笑，侃侃而談，其熱情個性可見一斑。 

憶起淡江的校園生活，任弘爽朗地說道：「進入淡江，改變了我，因為學校的自由學

風，讓我能有更多的發揮空間；而且大學本身就是多元學習的環境，可以學習充實專

業知識、精進知能的方法，也必須在生活上學習獨立自主。」因此，他不僅課業成績

優異，還曾擔任歷史系學會會長，也參加過史蹟研究社及書法社，並在英專路的「文

理書店」打工。而當時的《英打課》、《英文補救教學》及《電子計算機概論》課程

，讓他體認到工具使用的重要性，也影響了後來的職涯發展，「當初覺得自己英文不

好，所以參加英文補救教學班，嘗試統整自己的學習方法，而電子計算機概論讓我了

解到資訊的重要性，這些讓我在職場上應付自如，很感謝淡江的培養。」 

想都沒想過，會接觸僑務工作，原本是想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畢業後在學長介紹下

，在國民黨海工會所屬的雜誌社工作，因緣際會下陸續外派美國聖荷西、芝加哥等地

，開啟往後30多年的海外工作。擁有歷史系背景的任弘，從歷史文化觀點來推動僑務

工作，他說明：「基本上僑委會主要服務對象為海外僑民，我會希望有更多互動的方

式來讓僑胞留下深刻印象，如每年的『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就是讓他們以旅遊

體驗的方式，了解臺灣文化。像今年剛好由母校成人教育部拿到標案並承辦，規劃的

內容相當豐富，成效也很好，21天的行程讓他們感受到臺灣的活力，進而能凝聚共識

，以強化僑胞對臺灣的認同與支持。」 

任弘以感同身受的服務精神，努力把僑務工作提高到新指標。去年剛歷經建國百年

，雖然海外慶祝活動絡繹不絕，任弘表示海外僑務工作仍面臨挑戰，「現在兩岸因擱

置主權議題所以對立氣氛趨緩，但僑務工作仍會涉及到敏感議題，因此將需力求突破

方法，以順利推展海外工作。」另外，他也面臨到僑務資源發展受限的困境，「過去

政府需要借重海外僑胞的力量協助推展政策，因此都會和僑社密切聯繫感情，但隨著

僑社結構變遷產生老化現象，因此鼓勵僑胞新生代青年，積極參與僑界事務，是刻不

容緩且必須要做的事情。」 

近年來，華語文已成為當代顯學，世界各國均列為重要的語文教育，因此總統馬英九

提出「臺灣書院」的文化政策，有系統地與海外相關單位合作設置「臺灣書院」，介



紹臺灣的華文文化。身為行政院臺灣書院政策推動小組委員的任弘，自99年起，藉著

出國訪問的機會，與全球各地的僑民僑團舉辦說明會，並協助洽談成立事項等業務推

展。他笑著表示，雖然四處奔波很辛苦，但在歷史觀點上，這是項有意義的工作，因

為臺灣保留了傳統中華文化，如正體字的使用等，另外還發展出臺灣特色，所以要發

揚「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以此作為和中國的區隔，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互動的重

要媒介。他分享：「學習華文已經是未來競爭力的趨勢之一，所以淡江的華語中心是

很有前瞻性的經營政策，以華語文學習為誘因，除可培養年輕人，也讓海外與臺灣有

更多互動機會。」 

擔任公職的任弘表示，青年學子都需要關心公共事務，這可從關心自身議題開始做起

，「現在的主流意見都是以政府單位、媒體及政黨為社會發聲，缺少知識份子的意見

，因此學弟妹應以領導社會理想的知識份子自居，以學術為基礎，提出關懷社會知識

菁英的論點。」他也認為，凡事需積極主動，這是重要的處事態度，「在進入職場後

，每個人的專業能力都相差無幾，個人的行事風格和人際關係處理都會反應在人格特

質上，因此基本個性優良的人，在職場上較容易受到長官、同事敬重。」同時他也勉

勵要好好把握學生生活，不要畫地自限，善用資源和運用各種方式來充實自己。 

他多年來出差國外工作，每到出差地都會主動了解當地的文化，「特別是海外華僑在

當地的奮鬥歷程，其背後都有感人的故事，這些除了發人省思外，也能拉近與僑胞的

距離。」現在的任弘已經對時差免疫，很能適應出差地的時間，但因經常身處海外

，所以在公務處理上，以充分授權、信任員工及溝通協調的管理方式，來提升工作效

能。 

擁有人文心的任弘，以文史陶冶打下僑務藍海，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並對

每件事抱持著熱忱與挑戰的精神，隨著僑務工作日趨多元與複雜性，他仍堅守崗位並

秉持信念，積極面對海外僑務工作推展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