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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外文系第一位畢業生
專訪林惠娸學姐

陳佳伶

座落於台北市永康街上的「似水年華」咖啡館正播放著輕柔的音樂，而外頭的尤特颱風

也不甘寂寞的襲擊著台灣。雖然窗外風雨交加，但林惠娸學姐依然悠閒的坐在角落邊的椅

子上，喝著香濃的咖啡，用著她細嫩的聲音，徐徐道來她這一路由法律系轉至外文系的心

路歷程。

人生經歷

「讀完這幾期的交大友聲雜誌後，發現裡面受訪的人大都是四十歲以上的傑出校友；不

知道為什麼友聲會來訪問我這個三十出頭而且沒有什麼資歷的校友。」林惠娸學姐謙虛地

說出她的想法。有別於其他交大的大部分校友，林學姐並不是一開始就選擇唸外文系。她

是先取得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的學位後，並在新國會聯合辦公室擔任國會研究助理一

段時間，又於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助理；之後，有感於對

人文及文化方面的熱情，便又再次投入大專聯考的戰場，順利的考上交大外文系。在交大

唸了三年後，成為第一位外文系的畢業生；接下來便前往美國馬里蘭大學進一步研讀文學

批評。

林學姐表示，雖然之前唸過法律系，

但並不是真的很喜歡這方面的工作。「當

初有部分壓力是因為家庭的期望，所以選

讀了法律系，可是青春總是對世界與未來

充滿了熱情與想像，我不想被侷限在封閉

的法律圈，我想追尋自己的方向，走一條

不同的路⋯」。於是法律系畢業，覺得完

成父母親對她的期望後，也決定違背他們

的心願，轉唸外文系。「當然，做這種決

定，勢必要承受很大的家庭與社會壓力，

可是我很清楚，如果我年輕的時候都不敢

嘗試那條我嚮往的道路，而只是一昧地依

循社會既定的模式，我以後可能會後

悔。」

98年春攝於馬里蘭住家前 ，林惠娸學姐偕夫婿正要

開車前往波多馬克河邊騎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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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因為擔心父母親的反對，瞞著他們先參加聯考，等到考上後才寫信告訴父母。

「其實和一般社會觀念一樣，我爸媽都認為唸法律系的出路較好，無論收入或社會地位都比

較高。可是我當時總是很固執地認為，人云亦云地遵從社會既定價值，是一件很愚蠢的

事。」「我一直想說服他們，可是覺得很難面對面與我爸媽清楚地溝通，我常用寫信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考上交大外文系後，我花了三天三夜反覆思索如何宣佈這個家庭革

命。」「其實，後來我才了解到我爸爸不是不喜歡我唸文學，他覺得我對人生的看法太天真

而熱情，擔心我將來面對社會的殘酷時，會對這個世界失望。」

可是顯然林學姐還沒有對這個世界失望，她在文學中找到她的最愛。讀了三年交大外文

系，她更加確定自己對文學與文化領域的喜愛，決定與目前的老公、當時已相戀多年的男

友一起到美國，繼續研讀文學。去年取得文學碩士，由美國回來，擔任商周出版社的編輯。

在文化出版界，期許自己是一個認真而快樂的知識工作者。

交大外文系的優缺點及其影響

很多人可能認為林學姐唸了四年法律系後，不考律師或司法官，卻去唸外文系是浪費時

間。但她並不如此認為：「人生有太多的可能。我希望自己能多接觸不同的事物。法律系

的訓練培養我理性的思考與對社會正義的關懷。而這些思維與視野是外文系裡較欠缺的學

習，而這可能也是交大外文系可以加強的地方。」

交大人文社會學院的環境不比台北好，而且因為地理位置及整個學風的影響，學習環境

比較封閉。最重要的是對社會時事的漠不關心，在交大校園中，除了科技層面外，比較難

參與甚或感受台灣政經社會的快速變化。很明顯地，比起在台北的人文學院，交大的資源

不夠多、開設的課程也不夠廣。

林學姐提出，當時她很多外文系的同學都修教育學程，畢業後當中小學老師的比例很

高。不可否認的，社會風氣對外文系畢業生的職業選擇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她質疑，

是不是也因為交大外文系的環境太封閉，以至於學生對未來的想像太貧乏，同質性也太高。

不過，因為交大是以理工背景為主的大學，從交大人文社會學院出來的學生比起其他學

校的畢業生，對科技發展較不陌生，對理工方面的東西也比較沒有距離。另外，林學姐表



 19
 2001年8月

主

題

探

討

示，在交大外文系中收穫最多的是英文作文課及第三年所修的Independent Studies。在

作文課中，老師們都很鼓勵學生表達出自己的觀點，這些課也更增強林學姐對文學領域的

自信。而Independent Studies的一對一教學，讓她與老師們間有更多的互動；在唸 pa-

pers 與寫 papers 中啟發對知識的熱情。這些都是林惠娸學姐認為這三年交大外文系對

她日後讀研究所及在工作上的幫助。

夢想與未來
林學姐認為無論在台大法律系或交大外文系的求學期間內，自己常像一個圈外人。於台

大法律系時，因為不喜歡國內法學教育的封閉侷限與自以為是，而覺得有點格格不入。接

著雖然念了自己喜愛的文學，但因為年齡的隔閡、文學志向的不同、與關心層面的差異，

與同學間也有所距離。真正讓林學姐覺得如魚得水的階段，應該是在美國讀比較文學時，

因為每個人對文學研究的熱愛與對知識的渴望，讓林學姐有找到志同道合同儕的感覺。

取得碩士學位後，林學姐一度想再繼續進修博士。但一方面因為已經在學校太多年，想

要開始工作，另一方面也捨不得與其先生分離兩地，於是決定回國來工作。不過在找工作

時，也只很隨性在網站上填寫簡單的履歷。就這樣在沒有詳細的計畫下，她接下了她的第

一份編輯工作。

「說真的，畢業前我從沒仔細想過要從事什麼『工作』。所以我也沒有比較其他出版

社，這份在商周的編輯工作是我的第一個interview；我也沒有考慮太多便接下了。」林學

姐微笑說：「我不排除繼續讀博士班的可能，也很喜歡目前從事的文化出版事業，但從事

這份工作必須要有對做知識的熱情與使命感。」雖然，林學姐所負責出版的

書系不是很賺錢，但她從其中得到許多挑戰與樂趣。舉例

來說，她有時因工作所需而與一些國外知名的作家或法官

討論，而從討論的過程中，她吸取別人的經驗，也培養自

己的專業知識。林學姐強調，在交大外文系的學習，未必

立即而直接地對工作有所幫助，但這也是人文教育的特

色，它對人的影響是潛沉而深遠的，豐富一個人的內在與

視野，也可能間接影響她選書的sense，或者對一本書的

誕生有不同的想像。

林惠娸學姐99年夏攝於杜克大學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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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娸學姐提到，有一次遇見多年不見的法律系同學，這位同學說她很佩服林惠娸學姐

對自已夢想的努力與堅持，並祝福她終能找到自已想走的路。她的祝福讓林惠娸學姐覺得

啞然失笑，並且有點感慨：「說真的，法律系畢業之後，我就覺得已經走在一條自己想走

的路上了，只是別人不覺得那是一條路罷了。對我而言，路不一定是直的，也不需要是明

確的，但我明白我所喜歡的是什麼。幾乎每個領域都有一些刻板的路，通向共同的目標，

但這些社會上現存的路未必適合每個人。或許我比較不喜歡妥協，也不喜歡直的路。在別

人擔憂我遲遲不上路的時候，其實，我已經走上一大段了。」

林惠娸學姐小檔案

【現任】

商周出版社 編輯
參與「人與法律」、「人與宗教」及「維特書坊」等系列叢書，工作內容涵

蓋新書評估、翻譯、改稿、以及其他編輯作業。

【經歷】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新國會聯合辦公室 國會研究助理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義工

【學歷】

美國馬里蘭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