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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對話

3月19日，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所學會和

國立臺灣文學館合辦的一場臺灣文學外譯中心精選

講座，邀請了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先生，以「走出臺

灣、放眼國際：以感恩的心從分享外交經驗談臺灣

文化與文學國際化」為主題，向生活在文化之都

──臺南──的民眾暢談他如何以臺灣文化，開啟

與法國的深度對話與交流。42年的外交生涯中，呂

慶龍大使三次駐法，以16年的歲月，替臺灣在花都

種下臺法善交的種子，並以深厚的臺灣文化澆灌，

使種子萌發、茁壯。呂大使從他的博士論文為今日

的演講定調：他在巴黎第七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的

是臺灣文學作家鍾理和的作品──即便是法文系出

身、即便在法國的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心心念念著

的都是臺灣的文化，而這也是大使寶貝般揣在懷

裡，有自信地向法國敲門，開啟交流的利器。

想孔想縫辦外交

「想孔想縫辦外交」是呂大使外交經驗的最

高方針和最佳註解。來到了法國，他參透西方社

會「尊重強者」的思想觀念，因此他認為在這樣

的國度走悲情主義，對提高臺灣的能見度毫無用

處，即便臺灣身處較為艱困的外交處境，只要緊

握住臺灣優勢，並且有自信地在他人面前展現所

強之處，就能夠贏得對方的敬重、引起好奇而進

一步了解。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大使只要一有機

會，就使盡各種方法想贏得多一點曝光度，他四處

呂慶龍前駐法大使演講側記

參與法國官方、民間的許多活動，上當地的電視節

目、LIVE直播、電臺等，勤跑小學、養老院等單

位，大使說前往小學的行程很受小朋友和他們的父

母歡迎，「你怎麼知道這些小朋友的父母裡沒有法

國的官員或者企業家呢？」又或者，替欲到臺灣留

學的高中生貼心地舉辦說明會，「每年五十個，十

年就五百個，或許這些學生未來都是人才，會想和

臺灣合作。」──大使的外交手段從不設限、活潑

有創意，在看似僅止付出的言行下，竟有著縝密而

長遠的投資計畫。

會場上也提及臺灣文學出走國際一事，基於

「悲情無用論」這樣的想法，呂大使主張將「困

境」轉為「逆境」，「逆境」之後國際上必然有臺

灣人的一片天，此亦為我們推動臺灣文學走向國際

文───蔡佩容、林豪森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想孔想縫辦外交」是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先生外交經驗的最高方針和最佳註解，他用臺灣的文化敲開

了法國的大門，也敲開了臺灣外交的無數希望。

呂慶龍大使主張「悲情無用論」，處處展現臺灣文化的優

勢，是他的敲門哲學。



85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6.06  NO.51

值得思考借鏡的地方。臺灣文學在國內相關研究的

進行和專門系所的成立已然十餘年，但在國外卻仍

因文獻外譯（歐語系尤甚）的缺乏使其在國際學界

的推動始終處於不平衡的困境之中。再者，除推行

已久的中文作品外，以豐富的臺灣「語言」創作出

的文學作品絕大部分仍只在島內發行、推廣，其獨

特性所表現出的風格尚待我們適切外譯，而非總得

待翻轉為中文後再行外譯，原汁原味的「初衷」在

經過「二翻」折騰後變成了「折衷」，那麼，臺灣

文學的全貌何時才能忠實的表現「自己」呢？

讓臺灣在國際被看見

除了在各個無望處找尋可能，最令人為之驚豔

的是，大使總會在各種嚴肅或者輕鬆的場合，用法

語搬弄兩仙來自臺灣的精緻布袋戲尪仔，從大使播

放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見在2015年參與法國企

業奧斯卡頒獎典禮時，大使以精心設計過的臺詞，

配合出席場合，在讚美法國之餘，也讓兩仙尪仔介

紹臺法間已經建立的實質政府、民間合作，從雙方

首都直航、免簽證，到臺灣國產手機與法國科技技

術的結合，在短短5分鐘內以臺灣布袋戲這樣的藝

文包裝，富趣味性地進行原該嚴肅而無聊的外交行

銷，讓全場一千多個企業家驚呼連連，大使說，主

席告訴他，十九屆頒獎典禮以來沒有像今晚那麼熱

絡，希望他還能再次出席，活動結束後甚至當場就

有法方人員邀請呂大使擔任觀光代言人，這又是臺

灣外交的一筆成功紀錄。

雖然結束了外交生涯，但也開啟了在臺灣的

演講行程，大使在國外積極推銷臺灣，回臺後積

極分享外交事務，一方面讓大家認識外交事業，更

重要的是讓國人了解外交人員在何種處境，運用何

種方式，讓臺灣在國際有被看見的可能，增進臺灣

人的自我肯定。「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重視

臺灣文化，以此為傲、以此為籌碼，讓文化這樣的

柔性媒介，令有心想要打壓我們外交發展者，沒有

置喙的餘地，也得到法方的尊重，甚至法國碧西聖

喬治市以呂慶龍為一條巷道命名，紀念大使和當地

的友情。想孔想縫辦外交，他的敲門哲學，用臺灣

的文化敲開了法國的大門，也敲開了臺灣外交的

無數希望。

呂慶龍大使與聽眾分享駐法期間推展臺灣外交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