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模擬聯合國紀行

閉幕式的會場是聯合國大會的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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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模聯圈打滾了大約3年了，這次紐約

之行卻是我第一次離開台灣。一般來說，很多

在模聯圈頗有實績和實力的人多少都曾經有旅

遊或定居於國外的經驗，這些人由於從小在英

文表達能力上的環境訓練不用說，在西方重視

的思考辯證訓練上也讓他們勇於表達想法。而

我與大部分的讀者相同，都是一步一步的由補

習體制下進入大學，身為這個難得機會的擁有

者，我將在此為各位讀者介紹此次旅行之中

在模擬聯合國會議裡外所能夠學習到的一些

事情。

模聯，全名模擬聯合國，為一九五零年

代由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院的學生因應大型國

際官方合作組織日趨完備，未來國與國之間的

問題與利益合作將於全世界的關注之下進行協

商，並因此得以獲得完備的信任基礎和法律效

力發起之模擬訓練系統。由於此活動在沒有強

制分隊的情況下要求與會者以各種能力獲得其

他者的支持與合作，異於其他口傳相關的競賽

必須強調技巧的運用及內容的熟悉度，模擬聯

合國因為其討論發展的高自由度而受到歡迎。

成大的同學對於知識和視野的拓展展現

了極大的熱枕，常見於校內國外個展覽競賽及

學術期刊內的突破性成果。今代表團三人抱以

對國際性社會及政治議題的興趣組成，於極短

的時間內快速掌握各自所分配的議題的各種背

景，歷史脈絡及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所幸團

員在學習的過程中多方涉獵相關的知識並勇於

挑戰國內各大單位所舉辦之模擬聯合國會議，

對於議事規則的掌握的已使我們掌握咖會討論

的節奏以及討論的重點，事前準備上相較於其

他國內的頂尖大學從新手培養到國際知識的吸

收等步驟一整年的時間有大幅的省時，得以直

接切入著題討論。

紐 約 模 擬 聯 合國 紀行
成大歷史系／陳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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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模擬聯合國

本次會議之中又分十個不同領域專業的

委員會，完全按照聯合國的架構組織進行議題

設計，每一個委員會又按照真實會員國的數量

進行各國代表的分配，每一個或一組兩人的代

表（團）即為大會抽籤獲分配決定，使每個人

在不熟悉所抽中代表的國家的情況下必須重新

認識他，自己整理脈絡了解此國的優劣勢及需

求甚至談判條件，是為我們學生在「做中學」

的學習方法的典範。在聯合國大會此委員會共

一百九十五個代表團，每個代表團二人出席，

記三百八十人的會場，每個人都是各國個頂尖

大學所派出久經訓練的佼佼者，人人都想在聯

合國的大會上證明自己是世界級的人材，要如

何將自己精心設計的政策計畫讓人聽見，又或

要如何精準選擇既有集團貢獻己力又是如此。

在世界性的舞台，以所學所聞確切命中問題，

進而以社交技巧接近群眾並取的信任，不至於

將學校所學鎖為己而不得中用，另一方面又的

以學習說服與合作，認識人際關係在社會中重

要，是為此十四日美東曼哈頓之旅最大之收

獲。

非常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從一場會議裡面

建構出一個原始社會的模型。在一開始每一個

代表皆擁有一樣的講話權。根據議規，欲上主

席台發言者必須經由主席核准方可上台，主席

會因保障其他較為弱勢的代表的發言機會而試

圖平衡發言次數，有必要時甚至直接點名將之

強制發言。而每一個人爭取發言權的機會理論

上並不限於任何限制，只要敢於舉起手上代表

牌(PLAYCARD)基本上就可以獲得主席的欽點

了。又在演講台上，每一個人皆享有一段時間

(60秒至120秒不等)的絕對場控權，得以不受打

斷的完整地發表自己的看法，這讓許多口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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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能力和英語能力不如人的代表有完全獨立的

時間慢慢琢磨用詞不至於在多邊討論時因為表

達速度不夠跟不上討論速度而害怕自己在發表

意見的時候必須讓全體打斷既有的節奏額外花

時間來配合自己而產生罪惡感，進而因為大部

分的人的不同立場的聲音就此被淹沒在議場裡

面，形成沉默螺旋。

因此，與會的代表在會議最初始階段必須

在享有與其他人完全相同的發生資源的情況底

下先從身邊的其他人下手，在我們這個委員會

我們必須在390個久經各種法學商學知識訓練的

同學之中去找到自己發聲的空間，有人試圖建

立屬於自己的集團(BLOCK)以自己的統整能力和

領袖魅力來分配撰寫文件的各式工作，但絕大

部分的人還是決定聽從領導者的分工來撰寫相

關文件。

 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本次大會的與會

者有50%的人是來自美國各州的大學，另外約10-

20%的人來自西歐地區，東亞學生，包含中國、

台灣、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的國家也佔10-

20%，因此我們可以在議場裡面所接觸的人大部

分都是以白人為主的學生，對於一個台灣人而

言，我們的政府和各類評論家常常喜歡引用歐

美或是日韓的制度來參考台灣的社會改革。另

一方面則會有一群人認為專為國外的風俗民情

設計的制度不能全然轉嫁於台灣相對保守的社

會上。然可惜的是，我們的官員們卻似乎很少

人願意去真正了解國外成功的制度背後是因為

甚麼原因而成功的，制度的目的是在人民可接

受的範圍內提供我們行為的底線和準則，因此

讓人民滿足或是符合甚麼樣的生活習慣是一個

統治者必須去同感和了解的。正好，這就是主

辦方的目的，透過聚集世界各國到全世界最高

級的地段之一來討論政治及社會議題，如此便

可以促進各個不同文化的人在為一題撰寫解決

方案的同時，也可以經由大家實際的國家真正

的需求來讓方案更趨於實際。

故綜上所述，如果要以聯合國的正式決議

文的形式來建議學校或是同學在這方面精進的

話，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點做起：

國際觀並不僅止於教科書上所宣稱的文

字，也不限於應該實地探訪才得以有所獲得，

最重要的是如何了解國際間各國利益交換的損

益過程，或是如何找回人本能的對於其他人的

同情感。我們在討論恐怖分子議題的時候，因

此，建議支持各種國際關係實務講座或課程，

但不建議列作必修以防止學生為因應畢業學分

而大量修課影響品質。

支持未來國際模擬聯合國相關活動以提供

純學術的研討會，此並非如同遊學團，是代表

學校至國外發揚與精進成功大學優秀學術實力

最優平台。

紐約模擬聯合國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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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台灣與學生的困境

台灣的社會自1960年代以來經歷了至少3

個階段的產業轉型，而社會上不同的就業結構

又會對我們的勞工有不同的期待以符合當今附

加價值最高的主流產業，在經濟成長帶來更先

進的物質生活後更進一步的要求文化、環境、

心理平衡等較為抽象的價值。在台灣進入工業

化社會以來，以製造加工業為主的生產結構底

下，產量為評價一間企業的唯一考量，當時的

學業界對於投資的概念僅止於原料-產品的產量

最大化，最後無法提高附加價值，只好從成本

控管下手。然時至今日在我們追求生活品質、

環境、高附加的知識運用的態度下，我們的學

業界人仍然強調工時最大化和單位時間產出最

大化等觀念，導致學生上課時數過長，背景知

識雖然廣泛卻大多僅限於課本的內容；勞工工

時過長實質薪資又不如他國從事相同產業的人

導致不平衡及各種身心理的壓力，也沒辦法在

工作之餘試圖依據自己的興趣創造更多的生活

價值。

在曼哈頓這邊，整個城市是經過絕對整

齊的規畫後興建的都市，撇開其他因素，單就

經濟發達程度來看，住在曼哈頓的人有著很清

楚的生活路線，可以很明確的規劃每一塊區域

的用法，應該蓋甚麼，加上廣大的腹地可以運

用，結果是在17世紀後金融行業繼工業革命興

起後成功吸引了各大金融機構進駐來瓜分整個

美國的大市場。搭配現代便捷的網路、運輸系

統成為吸引產業群聚的很好的條件，現今全球

500大產業總部最多的城市。從結果論來看，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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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歷史上成為了一個極度適合高社經地位的

人居住的城市。而從教育方法來看，我從在會

議上認識的德國與美西的友人得知，歐美地區

從小普遍注重對一件事用語言邏輯和精確的用

詞作為訓練內容。我不得而知究竟在鼓勵課餘

活動上歐美的家長是否更開明，但是至少我們

知道他們的平均收入為台灣的2-3倍左右，亦即

對歐美地區異地生活費的負擔能力為台灣人在

歐美地區生活負擔的2-3倍。因此在經濟條件上

歐美家長更有能力鼓勵其小孩去向更外面的世

界去吸取經驗。

在經濟條件上的差距除了負擔更高生活品

質的能力差距外，其實對於心理上的不平衡也

是會對弱勢造成壓力。我在曼哈頓街坊曾認識

了兩位朋友，其中一位S女士(化名)來自紐澤西

州，因為婚姻的失敗、子女離散流落至紐約並

接受教會的接濟，他對於紐約的生活步調感到

厭煩，認為自己永遠跟不上那些資本家和領高

薪的人；但是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始終追

求心靈的滿足，今天可能沒辦法領到政府的補

助似乎已經不是一件值得哭泣的事。或許吧，

我們一直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忘記了物質生活

的滿足就是為了快樂?走在第五大道上，我不斷

琢磨這次與S女士的對話，他不喜歡這個城市，

然後我到了哈德孫河紐約大學的前面，走累

了，在一座公車站坐了下來。接近黃昏的時候

有一位老先生依著我旁邊的座位坐了下來，他

是D先生，是紐約大學的教師，我問他身為一個

長久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對這座城市的看法，

他說他很喜歡這座城市，因為它提供了一切生

活的希望，你在這裡有任何機會做你有興趣的

工作，不會有人阻止你做任何合法的行業，只

要你找到你的市場。

這座城市來到D先生的眼裡變成一座充滿希

望的都市，霎時我突然了解了S女士其實不是真

的全然反對進步的物質生活，而是因為身處社

會的底層讓他不認為自己這輩子可以有甚麼成

就，相較於D先生夢想到中國去實地了解中國各

紐約模擬聯合國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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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傳統文化，S女士只能奢求有一天他可以

打破法律的藩籬和他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社

會遺忘了他嗎?好像沒有，但是他無心追求自

我價值造成的生活困境是咎由自取嗎?好像也

說不通。

對於大部分台灣學生而言，生活條件是介

於我的這兩位友人之間，我們的家庭有能力供

應我們科技產品和補習教育，至少甭煩惱今天

洗澡和睡覺的地方是否舒適。但是常常沒有人

告訴我們，「我們的價值是甚麼？」我們可以

犯錯，付出學費變成獨一無二的某某專家。但

為甚麼我們害怕犯錯，因為害怕會造成無法承

受的傷害，而這個傷害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

的。在我們學習時經歷過錯誤的時候，有多少

次我們選擇放棄去選另一種方法，而寧願乖乖

選擇走安全的路。在高中學習辯論時發現自己

口才不好，是要接受挑戰？還是乖乖回教室唸

書準備考試?應該很少人受過這樣的鼓勵要我們

繼續去學習我之前不可能完成的事，此乃台灣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困境。

本次旅行我以觀察所遇各人，希望透過人

最直接的反應來了解我們的需求，總而言之，

我們需要的是甚麼，從小受犬儒文化的東亞學

生，在尋求自我價值時瞭解了何謂尊重、夢

想、理解與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