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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陳隆志博士就是我心

中的Vanguard戰艦！ 
 

●《要有一個人》、《人生路引》作者楊斯棓醫師 

 
 
 

  2023年11月26日亞太自由婦女協會（創辦人為前無任所大使楊黃美幸）邀請我擔任

keynote speaker在其年會上進行專題演講，題目我選定：「要有一個人」。前一年的主講

者是曹興誠先生，題目是：「自由的土地ヽ勇者的家鄉」。 

  我演講後，現場繼續舉辦「亞太學生領袖獎」頒獎典禮。「亞太學生領袖獎」鼓勵

熱心公共事務，供就讀國內各大學或研究所學生（18～35歲）申請，無論著墨在民主人

權、性別平等、國家主權、社會進步等各議題都歡迎。若評選為「社會參與傑出獎」，

每人獲頒新台幣五萬元獎學金；若評選為「社會參與獎」，每人獲頒新台幣三萬元。 

  當天「社會參與傑出獎」的致詞代表鄭佩純小姐是輔大社會企業碩士學程三年級學

生，她是一位白化症患者，自信內斂，談吐不俗，而「社會參與獎」的致詞代表劉千萍

小姐是台大國發所學生，她是「越鹿混血兒」。越：越南媽媽；鹿：鹿港爸爸，夾雜越

南語、鹿港腔台語與華語的致詞，落落大方，眾人引頸。 

  我不禁回想起二十年前，在台上經手陳隆志博士頒贈獎狀跟獎金的我。 

  陳博士是麻豆人，1954年台南一中第一名畢業保送台灣大學法律系，1958年台灣大

學法律系第一名畢業。1960年8月到美國留學，四年內先後得到西北大學的法學碩士 

（1961）及耶魯大學的法學碩士（1962）與法學博士（1964）。 

台大頭名畢業不稀罕，稀罕的是建立長年回饋社會的機制 

  我發現幾位台大（或台大前身）第一名畢業的前輩都成立了基金會，設定章程辦

法，擇優發放獎學金以鼓勵後學。醫界有杜聰明，法界有陳隆志。 

  2003年，我參加陳博士創辦的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徵文活動，以「如何凝

結『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國內共識」一文獲獎，獎金八千元，我戲稱這可說是「陳隆志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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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屆中年，若還在強調自己當年得了「陳隆志獎學金」，也未免白頭宮女話當

年。我真正想講的，是因之而起的故事。 

  三年前，先覺出版社幫我出版《人生路引》一書，出書之際，我就決定捐出所有版

稅給各基金會以回饋社會，第一筆就是捐給陳隆志博士的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該捐多少錢呢？對我是一道課題。 

  當年我領了八千塊獎金，回捐八千，顯得小氣；捐一萬，好像添了些銀行利息而

已，格局不大。 

  我設想，如果用「巴菲特投資績效」當標準，八千塊的雪球，從2004年累算到2019

年底，經過了十五個完整年度，會滾到多大？（當時我以20.1％計算） 

  於是，我捐了十六萬兩千八百元給基金會。 

  陳博士得知後非常高興，請秘書雪琴姐跟我約定半小時的電話會議（迄今我們維持

一年一度的聯繫頻率），我因此在臉書上寫了一篇：《跟85歲的陳隆志博士學時間管

理》，迴響不少。 

  我告知陳博士，我的捐款有幾個目的： 

  第一、我用行動告訴陳博士，他當年努力辦活動，是有意義的。這個活動啟蒙了

我，讓我茁壯，讓我明白自己可能可以為社會做什麼事。 

  第二、我用行動告訴所有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獎學金得獎者：施比受更有福。

領獎的當下，代表有幸受恩，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是不是也要把回饋社會視為

理所當然？ 

  第三、我用行動告訴各式獎學金的得獎者：得過一個獎，不該只是一個多年後拿來

磕牙的話題，而是把這個獎，當作是上帝對我們的託付，我們必須持續用行動證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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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這個獎！ 

  陳博士聽了，感動不已，久久不語。 

  電話中，我們聊到前駐日大使許世楷博士，我跟陳博士說，2010年4月3日，我曾受

寶島聯播網董事長賴靜嫻之邀，與許博士同台演講。陳博士笑著說：「你知道他是我的

『大細仙』（連襟）嗎？」 

  我說我知道。陳博士夫人為盧千壽，許博士夫人為盧千惠，她們是姊妹。 

「你知影我丈人是誰否？」 

  陳博士接著笑問：「你知影我丈人是誰否？」這可難倒我了。 

  今年（2023年11月18日）我專程赴日聽許博士與基進黨台南市少壯議員李宗霖演

講。赴日前，我翻看許博士過往為台灣努力的資料，也查找當年陳博士問我的問題。 

  林獻堂先生（1881～1956）有一位秘書叫甘得中（1883～1964），甘得中曾經替林

獻堂（操持台語）、梁啟超（操持粵語）翻譯。 

  甘得中育有七個子女，三個女兒分別是甘寶釵、甘翠釵、甘珍釵，甘寶釵與張秀哲

（張月澄，1905～1982）結婚，育有張超英（1933～2007）。 

  甘翠釵與盧慶雲（1909.9.29～1989.11.15）結婚，盧慶雲的三女為盧千惠（1936

～），即許世楷博士（1934～）的牽手。 

  盧千惠的名字來由，得從兩個傷心的故事說起，由於盧慶雲的長女跟次女小時後不

幸因白喉過世，所以盧慶雲先生為三女祈禱：「上帝啊！請賜給這個孩子千個恩惠與眷

顧，讓她平安長大吧！」因是取名「千惠」。 

  1936年出生於台中的盧千惠，於1955年赴日留學。後來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有家

歸不得。 

  睽違多時，1992年才回到故鄉台中。 

  2004年，許博士任駐日大使。 

  任大使前，他們夫婦就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請求，希望台灣赴日免簽證，由於顧

慮中國的反應，日本政府遲未答應。任大使後，他更積極的向日本各黨派政治家請託，

希冀成功促成。 

  2005年，許大使的努力，有了初步成果。當年愛知博覽會期間（3月25日到9月25

日），日方同意台灣人赴日免簽證。這扇門撞開，就不容易闔上了。就在博覽會結束前

兩個月，「台灣觀光客永久免簽證待遇」立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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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同窗的兩位前輩，同為我的貴人 

  2022年底，我從台中專程北上參加黃東昇博士的新書發表會，黃博士是促成我第三

度巡迴美加巡迴演講的恩人，我本著謝恩之心出席盛會，提早一個小時到場，發現陳隆

志博士的祝賀花籃赫然在列，當天我才得知原來他們是台南一中六年同學。會後他們兩

位老同學通電，黃博士很興奮的跟陳博士說認識我將近十年，陳博士沒有打斷老朋友的

談興，默默的想著「我認識楊斯棓醫師二十年了」（陳博士後來轉述）。 

  今年與陳博士通電，得知他將《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一書改版，大動工程，

增添數個章節（如：「西方寄望中國和平演變美夢的破滅」、「台美中關係的變化與轉

折」、「中國以認知戰要瓦解台灣的對抗意志」），有些既有章節如「在國際強權互動

中台灣的角色」則大幅改寫，治學嚴謹，可見一斑。 

  從陳博士撰述的參考書目，顯見其讀書之勤。台灣今年討論度最高的幾本書（如郝

明義先生的《台灣的未來在海洋》、謝宇程先生的《我們如何守住台灣》，後者更是被

前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公開稱讚「是一本超級好、超級重要的書」），皆在陳博士參考書

目之列。 

  1798年，英法對峙的尼羅河之戰，雙方各有十三艘戰艦，英國名將納爾遜指揮的戰

艦先鋒號（Vanguard）是英軍勝利的關鍵。柏格先生景仰納爾遜，因是把公司取做先

鋒，以此自況，他帶領的先鋒集團，矢志要成為「引領新潮流的帶頭者。」 

  1996年，台灣首度總統民選，李坤城先生幫民進黨總統參選人彭明敏教授寫了一首

「心內一個小願望」（作曲以及演唱者是詹宏達先生），其中一段歌詞是：「心內一個

小願望，快樂來出航。追求理想毋通放，航向國際和平港。」陳隆志博士就像那艘先鋒

號，啟發我思考，鼓勵我行動，引領我前行！ 

延伸閱讀： 

《勿忘臺灣落花夢》，作者張秀哲。 

《宮前町九十番地》，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 

《黃東昇八五回顧：府城黃葉兩家故事》，作者黃東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