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憑藉著柔軟的身段與專業的堅持，「微笑老蕭」蕭萬長前副總統，帶領臺灣走出外交困

境。學習不墜、忍人所不能忍，微笑面對困境的他，諄諄提醒學子以「誠實、平實、務

實，踏實」，迎向未來。

前副總統  蕭萬長

做個懂得把握機會的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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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當年「差一點成為北科大學生」的往事，

蕭萬長笑著回憶：「六十年前，我初中畢業，

班上有個同學要到臺北考臺北工專，那是我第一次

上臺北。我出於好奇就陪他來考試，一大早八點就

出發搭火車，坐到下午五點，然後再坐三輪車，當

天就住在同學哥哥家，準備第二天的考試。」

當時的臺北工專很難考，有六個系，每個系只錄

取 50人，沒想到放榜時，他的同學考上，而他則

是備取第一名，學校當時正式通知他被錄取；但後

來蕭萬長因為臺北沒有親友，所以決定和同學一起

回鄉。

從隱形校友到榮譽校友

由於當年基於好奇，蕭萬長想試試看自己跟都

會孩子所學是否有差距；後來，他發現自己志不在

此，因此也就放棄就讀臺北工專。不過，這段陳年

往事，卻也成就他日後情牽臺北工專。後來在民國

一百年，臺北科技大學舉辦百年校慶，蕭副總統受

邀致詞，他和姚立德校長聊到這段插曲，除了肯定

北科大是臺灣科技人才的搖籃，也讚揚歷屆卓越的

校友們在各行各業的傑出表現，而從此，姚校長便

笑稱蕭副總統是北科大的「隱形校友」。

這段插曲在蕭萬長副總統即將卸任前譜出佳話，

在姚立德校長的誠意說服下，他接受北科大名譽哲

學博士的榮耀，同時也成為榮譽校友。

「我很高興能成為北科大的一份子，也想回饋學

校給我的榮譽，同時希望提升理工科學生的人文素

養。」蕭萬長笑著說，所以後來他在人文與社會科

學學院設立「蕭萬長先生人文與社會科學講座」，

培養學生軟實力與競爭力。「只要時間許可，我每

一場講座幾乎都會去，邀請各界賢達，例如齊柏

林、王小棣、蕭青陽等人，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讓校

友進入社會後，更有人文思維。」

歷經起承轉合，迎接各種挑戰

成立講座興學，可以看出蕭萬長對人文教育的重

視，他精彩的人生故事更像一本大書，翻閱其中獲

益良多。好學不倦的他因為對英國史感興趣，很羨

慕日不落國的豪情壯志，回望臺灣懸居海上的蕞爾

小島，他希望自己更有國際視野，因此選擇就讀外

交系，從此邁向為臺灣外交經貿奮戰的旅程。

進入文官體系後，蕭萬長一路從外交、經貿、經

建、兩岸、立委到行政院服務，面對的壓力跟挑戰

外人難以想像，他記得：「我曾經為了臺美經貿談

判，爭取最惠國待遇而累倒，一口氣掉了十一顆牙

齒；也曾為了跟美國農產品進口談判，強忍喪父之

痛，走上談判桌，卻遭受不諒解的農民蛋洗。」

不過，如今蕭萬長雲淡風輕地說：「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我至少有一半是如意的，已經非常感

恩去面對。」他的人生曾有幾個階段碰到巨大的挑

戰，得做出重大選擇，比如說，大學時期念外交的

他有兩條路，一是去做國際法的學者，二是去當外

蕭萬長經歷、事績

●  67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時，擔任國貿局副局長

赴美進行談判為中華民國爭取到「永久最惠國待

遇」

●  79年，擔任經濟部長，並於81年首先提出「亞太

營運中心」構想。

●  82年及83年兩度參加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
●  86年擔任行政院長。89年被任命為國民黨副主

席。

●  97年當選第12任副總統；參與博鰲論壇，與中共

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替兩岸

經濟及政治對談帶來新的局面。

●  102年起代表總統出席第21、22、23屆APEC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

●  102至105年間，年年參與博鰲論壇，與中共中央

總書記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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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官，結果母親把哈佛的入學許可證藏起來，讓他

留學夢碎。但是他理解「因為我母親愛子心切，不

希望我一個人去美國，我一方面不要想讓媽媽失

望，另一方面也不讓自己對未來人生失望，於是我

就考外交官特考。」反而走出不一樣的人生。

初進外交部的他，仕途並不順遂，外交特考錄取

九人，他第一名進去，卻是最後一個外放的；但是

蕭萬長沒有怨言，當中還發生笑話，他被外派到馬

來西亞，還以為南洋蚊子多，要買蚊帳，去了才發

現不是這樣，跟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距離。不過，他

選擇正面思考，因為馬來西亞算是小單位，反而可

以有全方位的學習，「我一開始還覺得有點委屈，

後來發現這個歷練太好了。」他說。

挑戰是最好的磨練，也是培養自己能力的機會，

這對蕭萬長後來的人生幫助很大。所以，日後他常

提醒年輕後輩：「挫折或是艱苦，事實上是磨練自己

的好機會，很多事情事後證明都是：如意的結果，

不如意的過程。」

從外交到經貿，學習在關鍵時刻做決定

他從馬來西亞回臺後，做了人生另一個重大的選

擇，蕭萬長決定請調國貿局，因為國際敏銳度極高

的他發現，「我們的國家正開始要走上經貿的路線，

未來，臺灣將要以經濟實力帶動成長。」

然而，最險峻的挑戰正是在民國 67年，中美斷

交，這對臺灣是很大的打擊，當時蕭萬長擔任國貿

局副局長，臨危受命，代表國家談判。他說：「處理

時要想未來，而不是只是想著過去，也許你過去有

很好的成就，但這些都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在活在

當下，追求未來。」

他在飛機上就開始尋思：臺灣和美國最大的利益

是什麼？是貿易，臺灣當時有超過 50%的外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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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弟妹的一句話：

以誠實、平實、務實、
踏實，迎向未來。
民國104年／名譽博士

在美國，然而，若依據美國法規，沒有邦交就沒有

關稅優惠。後來，年輕的蕭萬長在會議桌上成功地

為臺灣爭取到「永久最惠國待遇」，保護了臺灣無

數中小企業的未來。「這是我自己在飛機上想的，

當時也沒有被長官授權要談甚麼。」

被譽為談判高手的他表示，要在關鍵時刻做出關

鍵決定很難，因為「不只要知識，還要智慧，而智

慧來自經驗。你要知道的自己的能力，未來想做的

是什麼，就有決心、毅力的去做，堅持下去，縱使

失敗沒關係，回過頭來，你培養了毅力和信心往前

走，就不會退縮。」人生的各種挑戰跟歷練，都將

累積為面對危機春秋時的養分。

誠實、平實、務實、踏實面對複雜環境與自己

時代急遽改變，蕭副總統認為，儘管年輕人所面

對的環境跟以往不同，但是，最重要的仍是回歸自

身，他送給年輕人四個實：「誠實、平實、務實，踏

實」，「你要怎麼誠實的面對自己，平實的面對工

作，踏實的生活，務實的面對問題，」在這一個多

變、多元的環境，年輕人應該多培養競爭力、觀察

力、判斷力，就能無往不力。

蕭萬長認為，學習做一個懂得抓住機會的平凡

人，這四個「實」正是要求自己學習做好一個平凡

人，在有機會的時候就能做出不平凡的事，不要好

高騖遠，一昧要求社會要忍讓，大部分成功的人都

一定要經過艱辛，受過很多委曲才有今天的成績。

如果社會少了容忍和包容，大家只想到自己的利

益，就永遠不會有公平的社會。「這是我幾十年的

經驗，不管環境再怎麼複雜多變，也是差不多用這

個方向去走。」他說。

人人都應該培養國際觀

臺灣是一個海島型國家，缺乏人力與天然資源，

蕭萬長提醒：「如果臺灣想要成為世界的一個角色，

一定要走到世界，必須要有國際觀才有前途。現在

臺灣年輕人只看臺灣，就覺得很小，沒有安全感和

未來性，當你有國際觀，視野放到全世界時，就知

道機會和挑戰在哪裡？」他認為不只是年輕人，所

有臺灣人都要培養國際觀，現在的路之所以愈走

愈窄，視野愈來愈窄，跟全世界的發展情勢背道而

馳，這都是因為缺乏國際觀所導致的問題。

也因此，他鼓勵學生，不要光靠網路得到資訊，

因為有許多資訊常常是矛盾和衝突的；年輕人如果

要獲得思想、思維和趨勢，還是要透過深入閱讀書

籍才能累積深刻的知識。學校教育應該少一點干

預，學生才有創新力，在創意的過程中，培養更多

元的能力；同時，具有人文的素養，才能累積判斷

能力，才會有未來。「社會要多一點眼光看得遠的

人，才能變成一股力量。」蕭萬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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