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 

2016系列演講摘要及推薦書單 

 

演講系列主題(Theme)：全球化趨勢與巨變時代挑戰下的台灣因應之道 

1. 在全球化時代中尋找永續發展的智慧 (105/8/14) 

 

演講人：孫  震 董事/校長    主持人：曾麗玲 董事長 

推薦書單： 

 

    Goldin, Ian, and Reinert, Kenneth (2007). Globalization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約翰．奈思比/桃樂絲．奈思比 (2015)。全球大變革，南環經濟帶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 

     台北：天下文化。 

    孫震 (2016)。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永續發展的智慧。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孫震 (2013)。全球大變革，南環經濟帶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世界經濟走向何方？ 

     點亮儒學的明燈！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摘要：面對全球化的來臨，現代的成就與挑戰，儼然已成為經濟發展與人生關懷的重要議題。 

      科技不斷進步，逐漸解除大自然給我們的限制。經濟不斷成長，逐漸解除物質給我們的 

      限制。政治民主、社會多元，逐漸解除制度給我們的限制。然而，我們追逐自利，不知 

      節制，終將造成各種自然、經濟和社會的災害反過來節制我們。「我們擁有的力量比以往 

      任何時候更強大，但糟糕的是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更不負責。天下危險，恐怕莫此為 

      甚。」（尤瓦爾∙赫拉利著，林俊宏譯《人類簡史》，2014）。 加上民主政治與氣候變遷 

      引發的空前危機，未來的人類挑戰，可能更加嚴峻。因應之道，是回到傳統儒家的智 

      慧，讓倫理優先於利益；讓責任和義務優先於權力和自由。這才是人類永續生存之道。 

 

2. 博雅教育與國際教育前瞻，兼論實用英語統合能力之學習策略  (105/8/28) 

 
演講人：李振清 董事   主持人：高天恩 董事 

推薦書單： 

 

法理德∙札卡瑞亞(2015)。為博雅教育辯護。台北：大寫出版。 

錢煦 (2016)。學習、奉獻、創造。台北：天下文化。 

趙麗蓮文教基金會（2000）。十分精采。台北：書林。 

李振清、胡耀恆等（2005）。紐約時報英文解析(I)。台北：聯經。 

 

摘要：面對持續變遷與充滿不確定性的 21世紀，年輕世代如何藉由培養博雅 

教育的多元內涵，並努力提升英語文實用與溝通能力，是建構品德與人文素養，因應國

際化時代挑戰的基本途徑。本主題將探討針對高科技與人工智慧(AI)帶來的就業衝擊與

人文影響，提出當代學生與為人父母者，宜秉持的態度、因應之道，與培養英語文實用

及有效溝通能力的基本策略。如此方能在當前變遷不定的高等教育環境中，習得多元知

能與正向態度，藉以培養正確的人生觀，面對國際化時代的多元挑戰。演講將以東西文

化與教育理念對比的模式分析，並以 PPT 檔案與 YouTube短片示範有效英語學習之途徑

與策略。 

https://store.readmoo.com/search/publisher/33


 

3. 在全球化與巨變時代的挑戰中重建台灣新優勢 (105/9/11) 

 

演講人：朱雲漢 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 主持人：孫  震 校長 

 

推薦書單： 

 

朱雲漢 (2015)。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 

台北：天下文化。 

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2013)。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羅耀宗

譯。台北：天下文化。 

馬凱碩/ Kishore Mahbubani (2008)。亞半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羅耀宗譯。 

     台北：天下文化。 

 
摘要：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數百年難遇的「巨變時代」。這是我們熟 

悉的歷史坐標迅速消失的時代，也是我們視為當然的歷史趨勢出現轉折的時代。站在這

個歷史分水嶺上，我們同時觀察到四重歷史趨勢的反轉。第一重趨勢反轉，就是以美國

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九○年代美國為世界公認的唯一超級強權，它一手主導蘇聯瓦

解後的新國際秩序。但是這個單極體系，不到二十年就出現根基動搖。第二重趨勢反轉

就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上個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是民主體制擴散的黃金年代，但進

入新世紀以後民主化浪潮的動力已經明顯衰竭；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儘管還勉強維持民主

的門面，但民主的內涵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腐蝕。第三重趨勢反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

困境。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自由化，在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後發展到前所未見的高

峰，但是隨著美國金融泡沫破裂，西方社會經濟成長引擎熄火，以及愈來愈令人髮指的

懸殊貧富差距，許多社會已經出現激進的變革呼聲。第四重趨勢反轉是「西方中心世

界」的沒落，也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這是一個三百年長期歷史大趨勢的反

轉。在十八世紀初期，中國、印度與伊斯蘭教世界仍與西方分享世界舞台，但是隨著工

業革命以及殖民主義的擴張，非西方世界一一落入西方的宰制，西方國家主導人類歷史

長達三百年。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新亞洲半球」的崛起，撐起半邊天；世界舞台上西

方國家獨占鰲頭的時代，已經告一段落。面對全球化的巨變環境，台灣新一代年輕人宜

在大學裡充實廣博知識、學習獨立思考，與客觀判斷的能力；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如此我們才能在國際間頂天立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理性勇敢地重建台灣新優勢。 

 

4. 國際化生涯經驗分享及對未來之我思我見 

(語文，志業，家庭，國際觀) (105/9/25)  

 

演講人：李忠文 處長(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駐亞洲經貿代表/處長) 

主持人：戴瑞明 董事 

  推薦書單： 

 

   陳厚銘 (2016)。逐鹿全球： 新世代台商戰略 4.0。台北：前程文化。 

陳立恆 (2014)。焠煉。台北：經濟日報。 

尚．方斯華．何維爾, 馬修．李卡德(Jean-Francois Revel / Matthieu Ricard)著， 

賴聲川譯(2012)。僧侶與哲學家─父子對談生命意義 (Le moine et le philosophe)。 

台北：究竟出版社。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04640389&keywords=%E5%B0%9A%EF%BC%8E%E6%96%B9%E6%96%AF%E8%8F%AF%EF%BC%8E%E4%BD%95%E7%B6%AD%E7%88%BE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A156101&keywords=%E9%A6%AC%E4%BF%AE%EF%BC%8E%E6%9D%8E%E5%8D%A1%E5%BE%B7


 

摘要：面對全球化的巨變環境與多元挑戰，講者以匠心獨具的開場白，闡明 

面對國際化的時代巨輪要先珍惜本國文化之精髓，並以此為思維與行動的基盤。接著，

講者將分享他三十年國際化生涯的精采故事與人生經驗，供聽眾參考及得緣運用。講者

並從個人角度提出面對國際化之因應對策，包含做法，心態心境之調整，進而成為一位

奉獻社會良多優雅，具國際視野的現代人。最後，講者勉勵大家建構生活中的最高境

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

自古英雄造時勢，山登極頂我為峯，進而達到「傾宇宙之力活在當下」之人生哲學。 

 

5.  理解與欣賞、尊重與包容：推廣多元文化與外語學習，建  

構台灣的新世代族群和諧 (105/10/16) 

 

演講人：張美茹 小姐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 

主持人：尤英夫 董事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董事長) 

推薦書單： 

  

         大衛‧湯瑪斯(David C. Thomas)、克爾‧印克森(Kerr Inkson)著(2013)。 

          CQ文化智商：全球化的人生、跨文化的職場─在地球村生活與工作的關鍵能力 

           (Cultural intelligence: living and working globally )。吳書榆譯。 

           台北：經濟新潮社。 

 

摘要：全球化的時代，「當世界不請自來」，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擁抱全世界？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融合的社會。近二十餘年間，國際間經貿、觀光 

  旅行、海外留學等往返互動更為頻繁。同時，跨國婚姻家庭、跨國工 

          作者、新移民等融入在地生活已是常態。此種新發展除了增添台灣 

          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元素，多元文化也豐富我們的日常生活、並協助拓展 

          國際視野。賽珍珠基金會在地服務近 50年，從照顧亞美裔混血兒童至 

          轉型服務新移民家庭及其子女，深刻瞭解多元文化與多語優勢的重要性， 

          因此積極鼓勵、培力發展其優勢，期能期待能站在「理解與欣賞」、「尊重與包容」 

          的角度，為新世代族群和諧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