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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光？台灣沾光？台灣之光？台灣沾光？

2010-10-24  記者 林書羽 文

（圖片來源／中央社台灣之光網頁）

 

能能在國際上享有名氣，是台灣出生，或是身上有任何一點是有關台灣的人，就被媒體塑造成台
灣之光。最近台灣的上空又多一顆閃亮的星星，是設計美國總統夫人蜜雪兒在美國總統歐巴馬就

職典禮上所穿的那一襲白色禮服——台籍服裝設計師吳季剛。為了參加哥哥的婚禮，特地返台的

吳季剛，馬上成為台灣媒體的新寵兒，從新聞專題到談話性節目，無處沒有吳季剛的身影。不斷

播送吳季剛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和在國外努力求學的經驗，好似他的成功真的是「台灣」的驕傲

。

十年十年寒寒窗無人問窗無人問 

回顧吳季剛的生平，一路求學、工作到創業，都不見「台灣」的身影何在。吳季剛的媽媽陳美雲

很早就認清一個事實，台灣的環境是不能接受吳季剛這個「特別」的孩子，所以，在吳季剛九歲

的時候就移民加拿大，從此沒再回國，接受台灣的任何教育。在他口中的故鄉，只不過是住了九

年的台灣，對現在快三十歲的他來說，台灣之光的頭銜是不是有點太過牽強？也可以想見一個天

生愛玩洋娃娃的小男孩，如果生長在台灣保守的環境下，吳季剛是不可能成為今日在國際上發光

的吳季剛。

 

有更多的例子來自運動界，畢竟培養一個體育選手，政府所需要的建立的環境和投入的資金和心

力是高出很多的。而在台灣剛好相反的，運動選手並不受到重視。不少棒球選手的出身都是艱辛

、刻苦，像當年紅葉少棒打輪胎練習一樣，訓練素質差。回頭看看幾年前的王建民，剛進入美國

職棒洋基隊的時候，全台人民瘋迷的程度，連不懂棒球的人也跟著看起棒球比賽來了，就只因為

王建民是台灣之光。好似王建民生來就是如此厲害，成名前十年多來怎麼過的都不重要，只要他

是生在台灣這個島上，是個台灣人就行。王建民背上這個光環除了榮耀之外，同時還背上全台灣

人民對名譽的期望，然而一旦失敗了，台灣之光就會如同殞落的星星般，許完願後也就消失在台

灣的天空和台灣人們的心中。

 

台灣之光王建民站上美國大聯盟的英姿（圖片來源／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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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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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就因為台灣之光的淘汰速率跟流星落下的速度是一樣的，新一代的台灣之光更懂得抓緊發光的機

會表達心聲。2004年，年僅十九歲的曾雅妮，在美國業餘球場公開賽裡一揮成名，對「台灣之光

」這個名稱有更多的想法，認為不應只侷限於個人，整個國家的支持與發展，能讓台灣在國際上

的名聲更上一層樓。2010年，盧彥勳進溫布頓網球前八強，為台灣網壇創造奇蹟。一下飛機就急

著表達台灣不重視運動的看法，希望有更多的運動補助，支持選手繼續努力下去。對於台灣之光

的反駁言論，政府的回應都是治標不治本，無法正視問題，是台灣運動員相繼出走的原因。

 

有不少網友認為台灣之光的存在是因為台灣人自尊心低落的緣故，台灣之光已經變相成為在台灣

生、國外培養、國外成功，再紅回台灣，這個模式下的產物。台灣之光產自國外已經不合道理，

審視的角度是由外國人來鑑定台灣之光的資格，實在是件畸形的事。網友SpinalCord就在他的部

落格上表示，台灣人崇洋媚外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是周美青先穿上吳季剛設計的禮服，台灣人是

不會對他如此認可的。而「台灣之光」的存在，除了台灣需要他人認可之外，更多的存在因素是

具有自我安慰的效果。一個個成功的案例，訴說著台灣還不算太差，台灣還有希望。這些象徵的

確值得台灣人一同驕傲，可是卻忽略了最大的盲點——由誰培養的問題。

 

正視人才外流問題正視人才外流問題 

台灣這個小島無法把人才留住，只是單方面的希望名聲回流就能得到滿足。人説養父母之恩遠大

於生父母之恩，生母惡意拋棄離開，卻在個人成功多年後突然現身，大喊「是我生了你」。這樣

的劇情天天在台灣上演，每個台灣之光都如同被拋棄的孩子，突然之間被撿回來又疼又愛。到底

是誰培育台灣之光，遠比出生落地的地點來的重要許多。除此之外，成功往往是個人的努力和堅

持，硬把「台灣之光」的名號帶在別人頭上，再大肆宣揚出生地來自台灣，這樣的行為如同竊賊

，一句話就將個人成就：瓜分過來；又好似趨炎附勢的鄉愿，見到名利就依附過來。

 

只要你是台灣人就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不能只是消費台灣之光，要自己創造真的台灣之光。在

台灣一定還有不少人準備發光，不要再讓台灣之光變成口頭上的榮耀，要讓每個台灣人都真心感

謝自己的出生地。因為台灣之光的榮耀是每個在這寶島上成長的人都想扛的招牌，但是要如何留

住人才，讓已經離開台灣的人才，能大聲地自己說出「我是台灣之光」，而不只是大家隔著大海

喊得開心説：「那是台灣之光！」回頭看台灣島上卻是一個人也沒有，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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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台灣之光？台灣沾光？
	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
	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
	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
	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