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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在我國東南亞領域書籍中，顧長永教授所撰寫者，皆有其重要定位。從東

南亞區域研究到各別國家，如《東南亞政治學》、《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

續與變遷》、《亞太經貿市場》、《越南─巨變的二十年》、《印尼政體轉變：

由威權到民主》、《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

《泰國─拉瑪九世皇六十年》等，近年更有《柬埔寨的政治經濟變遷（1953-
2018）》。如今，《台灣與東南亞：從中華民國到台灣世代》一書的撰寫與出版，

更是屬於顧教授對於東南亞區域研究書籍的集大成，必定成為我國東南亞區域

研究與教學領域的經典著作。

*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投稿日期：2022年 10月 31日；採用日期：2022年 11月 15日

doi:10.53106/2311505X2022080902004

05-4-洪柏智(書評)_p087-092.indd   87 2023/5/31   上午 08:46:21



88　民主與治理　第 9卷第 2期

關於東南亞相關書籍，中英文的著作相當多，但是，由臺灣學者完成之著作

則是相當有限，且出版年分至今幾乎相隔甚遠。顧長永教授《東南亞各國政府

與政治：持續與變遷》（2013 年新版）、宋鎮照教授《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李

恩涵教授《東南亞華人史》等，皆是我國東南亞領域的經典及必拜讀之作，卻

也皆已出版多年而稍有空窗之感；值得一提的是，李恩涵的《東南亞華人史》

對中國歷代統治與東南亞的關係介紹得相當詳盡，乃是東南亞領域必讀的經典

著作，然而，該著作雖從唐代介紹至現代，卻仍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且

後續再無更新，成為該書與讀者多年來的遺憾，筆者便是其中一人。然而，現

在的華人社會與東南亞的強烈鏈結性，需要一本參考書籍來引導讀者探討，是

故，顧教授此書不僅補足諸多著作之缺憾，更從中華民國角度來介紹我國與東

南亞國家的互動關係，成為近年來最具亮點的東南亞書籍。

貳、內容概述

本書的結構有 15 章，筆者認為可分為五個部分，以下簡述。

第一部分，從東南亞華人社會開始介紹，並從華人移民的簡史作為開端，中

國歷史上重要的航海史、動盪的年代等，皆是影響中國沿海地區民眾移往海外的

重要原因，而這些歷史時點造就日後華人在東南亞各地區的聚集能量，進而形成

華人社團與組織，並演變成當前在東南亞各地隨處可見的華人同鄉會或會館（如

客家、廣東、雲南等）；此外，華人亦凝聚成一股商業勢力（商會），這是日後華人

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不僅成為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時期的強大後援，更

影響後來國內外的政治層面，成為不可小覷的力量，並在我國與東南亞國家陸續

斷交時期，始終扮演著重要的橋梁；最後，當華人聚集後，商人往往會支援教育

事業，讓華人文化、知識、理念得以延續，這也是華校成立之因。然而，這些華

人社會組織機構，已逐漸受到兩岸關係的東南亞競爭之影響，開始出現特定傾向。

第二部分，中華民國建立至遷臺前的階段。最初，東南亞華人與中華民國建

立息息相關，而顧教授此書最大特點之一，便是在此部分點出重要人士，包含

商人、革命志士，並進行其身世背景介紹，如新加坡張永福（富商及晚晴園主

人）、印尼羅福星（與黃興一同參加黃花崗起義）等，這些人雖然可能與推翻滿

清政府有關，但其早已扎根在地，更可看出在地影響力，尤其是媒體、政治或

教育領域。雖然東南亞華人對革命有重要貢獻，且滿清時期於海外的領事館更

在中華民國成立後持續扮演著外交角色，然而，當面臨著國共內戰的抉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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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到東南亞華人在政治意識形態開始分裂；此外，國民黨從革命時期便與

東南亞華人有著密切的關係，其海外網絡與串聯確實較難撼動，成為日後抗日

時期的重要海外組織網絡，更是中華民國建設與抗日的重要財務支柱。由此可

見，此時期的東南亞華人、外交使節的重要性，同時更在日後的變節與忠誠之

間刻劃得相當鮮明且生動，作為本書接下來中華民國與臺灣世代的重要連結。

第三部分，則是以蔣中正、蔣經國兩位總統時期為主軸，亦是本書最為精華

與精彩的部分之一。此時為中華民國遷臺後，面臨諸多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變

化，因此，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或國際互動，成為初期重要的關鍵；而後，吸

引華僑前來臺灣投資，定位了華僑在臺灣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貢獻角色。並且，

在 1975 年前，華僑在臺灣的重要投資（如中泰賓館、華園大飯店）、來臺灣的

觀光商機、東南亞地區與臺灣教育事業的連結等，皆成就了日後的東南亞「臺

灣現象」，尤其是華文教育，透過僑生來臺就讀或派遣師資前往東南亞華文學校

教學，不僅可以維持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同時透過僑生的培育、僑生對臺灣

認同感的提升，進而作為日後雙邊發展的重要基礎。此外，蔣經國時期，從行

政院院長任內起便陸續遇到中華民國外交困境（如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

卻又能在逆境中創造臺灣經濟奇蹟，在本書中也有相當精彩的描述；然而，中

華民國與北京的對峙與對抗，初期延續蔣中正總統「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

策，後期則改為彈性外交來拓展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該轉變也在日後國際政

治經濟局勢變化時，成為中華民國（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互動產生正面改變的

重要因素。實際上，此時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設立代表處時為

迴避中華民國而逐漸採用臺灣後，臺灣的名稱開始廣為流傳，並延續前述「臺

灣現象」，在華文教育、僑社活動、文化娛樂等，皆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如鄧

麗君前往印尼發展、鳳飛飛前往新加坡演唱而後獲得東南亞十大歌星封號等，

最後讓臺灣成為華人流行文化中心，而此軟實力的發展，也使臺灣開始走出自

己的路，並逐漸發光發亮。

第四部分，探討臺灣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轉折，也是本書最具亮點的部分。

這個章節有著承先啟後之效，不僅講述兩蔣時期到後來的變化，同時也提及面

對臺灣民主化後（即李登輝擔任總統開始），臺灣所面臨的新挑戰與困境。而

臺灣政治經濟情勢之轉變，對東南亞關係變化的探討，則成為該章節的主要論

述。有鑑於此，顧教授針對臺灣、兩岸、亞太、東南亞的政經情勢變化進行政

治與經濟兩層面的探討，並提出 17 項命題來加以討論。其中，最令人印象深

刻者，同時應也是本書最重要的特色，乃是臺灣人對國家認同與自我認同的分

05-4-洪柏智(書評)_p087-092.indd   89 2023/5/31   上午 08:46:21



90　民主與治理　第 9卷第 2期

歧，可能對我國與東南亞的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實際上，東南亞的華人（或華

僑）對中華民國的影響力與支持能量始終不容小覷，再加上國民黨於東南亞多

年來的深耕發展而建立的組織網絡，持續成為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力量，而中

華民國也逐漸透過經濟影響著東南亞國家；然而，即使我國對東南亞經濟發展

有著相當程度的助益與影響力，但當認同感產生疑慮時，再加上「一個中國」

作為國際關係的政治紅線，也成為日後發展的障礙。其他方面，東南亞國家的

民主化，雖有利於臺灣與東南亞關係良善的發展，但各國仍逐漸傾向靠近中

國，也成為可能的變數。在本章節中，顧教授亦使用豐富的經濟數據，提供讀

者比較與初步瞭解，有助於對國際局勢的進一步認識。

最後部分，則是所謂的南向政策，亦即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位總統時

期的南向政策，以及蔡英文總統時期的「新南向」政策。這個部分，延續前述

「17 項命題」的方式作為研究討論組織架構，並於幾位總統的篇幅中探討。實

際上，這個階段從 1990 年至今也已 30 年，透過顧教授所提出的命題方式，有

助於讀者更有系統性的閱讀及理解，並在文中加入各總統任內的精采小故事，

如呂秀蓮副總統透過機密的「渡假外交」進入印尼峇里島，並於回程停留雅

加達一晚，雖然此時臺灣存在嚴峻的外交困境，但以如此高難度、高機密、高

智慧與高幸運的方式達到訪問印尼的目的，則是值得列入本書的經典故事。而

馬英九總統時期的臺灣「東南亞現象」亦是相當精彩，除介紹教學研究的發展

（如東南亞研究中心、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等）外，也提及東南亞的餐廳與商

店於臺灣快速興起，如泰式料理、越南小吃等。如今，蔡英文總統積極推動新

南向政策，本書的經濟、僑外生、東南亞移工、東南亞配偶等數據亦隨之更新

至 2020 年，更成為本書另一亮點，此為臺灣與東南亞相關資料之最新彙整，將

可作為學校相關教學及研究之重要參考書籍。

參、評論

承上，根據本書之內容，歸納並行以下三點評述。

一、 歷史結構有助於讀者瞭解各時期中華民國或臺灣世代所面臨的
困境與機會

本書有著非常鮮明且嚴謹的歷史脈絡，能幫助讀者循序漸進地瞭解我國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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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在不同政治發展階段的關係及情勢。從一開始的清末民初時期、中華民國

建國至遷臺時期，而後便以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

文總統作為各章節之安排，有助於初學者或對東南亞有興趣的讀者瞭解我國與

東南亞之間的互動關係，此外，書中更以政治經濟途徑探討各層次的情勢為主

軸，再輔以資料為我國當前相關書籍之最新，相當具有閱讀與參考價值。

然而，筆者閱讀後亦發現，本書在國際局勢、政治互動、華僑社團等部分

雖相當精彩，但在臺灣與東南亞的經濟關係方面，談論企業跨國投資的篇幅較

少，例如：臺灣與東南亞國家進出口貿易的主要商品分類、臺灣廠商前往東南

亞國家投資設廠、東南亞各國臺商人數及類型占比、東南亞各國知名廠商品牌

來臺設點等，不僅能使讀者在經濟貿易往來的資訊中有更清晰的輪廓，亦能有

效引起商管領域學生之興趣，進而達到東南亞推廣之目標。

二、 以中華民國視角綜觀發展使讀者發現我國國族認同矛盾可能影
響對外關係

本書最特別之處，在於中華民國視角，除綜觀整體發展之外，更能看出建國

前、建國後的動盪，以及遷臺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際局勢，並從中看出

中華民國所面臨的國際困境與經濟突破，而東南亞華僑也在此過程中，展現其

國族認同。但是，從國共內戰時期開始，東南亞華僑對於中國代表的正統性逐

漸產生分裂至今；而遷臺後，中華民國轉為臺灣世代，並歷經民主轉型歷程，

雖是展現民主價值，卻因此產生我國的國族認同矛盾，即是「中華民國」與

「臺灣」政體及主體性的意識形態衝突，進而引起國內動盪，最後影響我國對

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此點於本書中，顧教授不僅清楚地點出矛盾與問題，

更可見其心繫臺灣之情懷，甚是令人敬佩。

然而，在本書結構中，中華民國視角與臺灣視角最大的差異在於，中國代

表的正統性，以及國家版圖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經過時代更迭後，兩者其

實有相當程度的落差。而在兩蔣時期與李登輝開始的兩個不同階段，分析架構

也有所不同；雖本書以第 7 章〈台灣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變數〉作為分水嶺，

而後開始進行 17 項命題討論，但對讀者而言，會有結構跳躍感受而無法前後連

貫。如同前述，筆者以為兩蔣時期是我國對東南亞區域研究與教育較為缺乏的

部分，也是本書最具閱讀及參考價值的部分之一，若能前後更加連貫，或是進

行更深的刻劃，將有助於讀者從現在的新南向政策，透過國際局勢發展，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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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向政策，以至於兩蔣時期的對東南亞政策，讀者將於閱讀過程中，形塑出

不同時代地緣政治經濟的發展輪廓。

三、 書中東南亞華僑故事案例能凸顯其於我國東南亞外交政策變遷
的角色扮演

顧教授於本書大量使用具故事性的內容，有助於讀者透過故事瞭解不同時

代背景的華僑、華人、外交故事。其中，透過東南亞華僑的個人歷史故事或案

例，凸顯其於中華民國東南亞外交政策變遷的角色扮演，更是本書的重要亮

點。華僑為革命之母，從清末時期便積極展現國族認同與愛國情懷，即使後來

由於兩岸關係而有所分裂，卻仍扮演重要的角色，穿插於文中的小故事，更能

凸顯出特定人物於特定時代的作為與影響力，更添本書的精彩性。

然而，本書對於近代華僑故事描述較少，若能拓展至近代東南亞華人，包括

企業家、政治家等，如菲律賓速食業霸主 Jollibee 便曾因其華人家族而來臺展店

的小故事、卜蜂集團母國公司 CP 集團（華商）來臺投資的故事等，皆能有效讓

讀者產生與生活周遭事物的連結。其實臺灣與東南亞的關係始終不遠，反而很

近，有助於東南亞之永續推廣。

肆、小結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本書相當適合推薦給我國廣泛的讀者，並且足以作

為大專院校教學使用，也可作為企業人士瞭解東南亞的參考書籍，其內容之豐

富與深淺適宜，更堪為我國的東南亞教育及推廣的啟蒙著作。政治領域可連結

《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作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與外交課程的

重要參考書籍；並能與《亞太經貿市場》搭配，作為國際企業及管理等相關課

程之教材；華人與社會研究，能配合《東南亞華人史》一書進行課程的延伸閱

讀；通識教育方面，有助於更為廣泛地推廣東南亞。

本書不僅是第一本從中華民國視角綜觀我國與東南亞發展之著作，更補足其

他專家學者著作年代至今產生的「空窗期」，此乃顧長永教授數十年來的東南亞

區域研究心血與結晶，實為集大成之作。雖是如此，仍期待顧教授後續著作，

持續作為我國東南亞教育發展之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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