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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一   

電影《返校》探討白色恐怖 今年全台票房最高前進釜山影展 

 

今年下半年票房表現亮眼的國片《返校》，改編自遊戲公司「赤燭」的恐怖冒

險解謎遊戲，時空背景設定在 60年代戒嚴時期，探討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

希望引領更多人理解台灣過去曾經歷的一段歷史面貌。而《返校》也在本月 20日上映的

三日後就登上國片票房冠軍，票房表現也破億在即，接下來更將和另外十部國片共同前

進韓國，參與享譽亞洲的重要影界盛事「釜山國際影展」。 

 

 

 

 

 

國內焦點二  

協助台灣鞏固邦交 美參議院外委會通過「台北法案」 

 

台灣近年來經常面臨外交緊張，近期，友邦索羅門群島以及吉里巴斯共和國，

都因為決定轉向與中國建交而選擇和台斷交。對此現象，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

委員會共同提案設立「台北法案」，全名為「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

案」。提案在經過參議會一致通過後，美國國務卿將能夠針對這些「考慮改變或降低與

台灣關係的國家」，相對實施對該國的外交增強或降低，甚至是擴大或終止援助，目的

就在於期望能夠幫助台灣的國際結盟。 

 

釜山國際影展 

釜山影展開展於 1996年，目的是促進韓國電影工業的發展及韓

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往來，以展示亞洲的電影成就，並提供一個

提拔亞洲電影人才的平台，把影展辦成亞洲電影盛會。影展於每

年 10月第一週週四開始，在韓國第二大的港口城市釜山市，展

開為期 10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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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三 

台灣首次網路攻防演練  15 國網軍測試台灣資安 

 

在網路數位的時代，人們將面對越來越多資訊安全的威脅，對於此行政院將

特別在今年 11月進行一場「大規模網路攻防演練」。此演練一共將進行五

天，行政院副院長兼政府資安長陳其邁表示，這場演練仿效美國國土安全部兩年舉辦

一次的「Cyber Storm」演練，內容包括社交工程攻擊，以及網路攻防實兵演練。屆時

將會有來自 15個國家的資安團隊，試圖進攻台灣的政府網路，而台灣的政府資安團隊

則扮演防守軍，藉此進一步檢視政府機關的準備及應變程度。 

 

 

國外焦點一 

另類諾貝爾獎出爐 16 歲環保少女桑柏格獲獎 

  

瑞典優質民生獎素有「另類諾貝爾獎」之稱號，此獎項於本月 25日公布得獎

名單，其中一位得獎者正是今年在全球暖化的環保議題上相當具有影響力的 16

歲少女桑柏格。其得獎原因在於，桑柏格不僅引起廣大青年學子的共鳴，還用自身的影

響力喚起對於氣候異常的關注，更將氣候的問題與科學事實相互映證。目前全球共計有

150個國家、超過 400多萬人走上街頭參與「全球為氣候罷工」抗議活動，呼籲全球的

國家與政府積極正視環保議題。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則意為保護資訊及資訊系統免於受到「未

經授權」的進入、使用、披露、破壞、修改、檢

視、記錄或銷毀。 

桑柏格 

十六歲的瑞典環保鬥士葛莉塔．桑柏格，幼年就關注氣候變遷問

題，不僅以身作則，改採低碳的生活方式，還發起「為氣候罷

課」活動，帶動她的父母和全球各地青年關心氣候問題，今年她

甚至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附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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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二 

中國要求遣返維吾爾人 美國務卿呼籲各國抵制 

 

中國因為新疆問題，不斷迫害維吾爾族人，根據聯合國專家團隊的調查顯示，

目前至少有 100萬名維吾爾族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族群遭拘留於新疆再教

育營，有許多維吾爾族人因此逃到鄰國尋求庇護。對此，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美國表示，

目前已會晤中亞五個國家（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吉克）的外交部

長，將盡力呼籲這些亞洲鄰國抵制北京當局對於少數族群的控制。 

 

 

國外焦點三 

埃及爆發罕見反總統示威抗議 當局逮捕逾 1000 人 

 

埃及自 2013年由軍方推翻民選政府並執政後，於本月 20日發生罕見的全國

反政府示威活動。抗議民眾指控總統塞西實施鐵腕政治，並且質疑總統涉嫌

貪汙，因此，為了推翻總統塞西，大多數民眾在首都開羅市中心與其他多座城市舉行抗

議活動。執政的軍方則是派出安全部隊，在抗議民眾聚集的開羅解放廣場發射催淚瓦

斯。根據目前埃及自由與人權中心表示，估計共有超過一千位民眾遭逮捕。 

中亞五國位置圖▶ 

新疆問題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政府政策

的特點是大規模監視、增加逮捕人數以及

再教育營制度，估計涉及數十萬維吾爾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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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美國的反智傳統 
選自 李家同校長 我的閱讀專欄 (33) 108 年 7 月 25 日 

 我最近讀了一本書”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理查‧霍夫士達特著，八旗文化出版。反智很難定義，我們常常說某人是

知識份子，在英文，知識份子就是 intellectual。知識份子的特點應該是說他們比

較會思考，不太會盲從。這本書其實在解釋為何美國會有這種討厭知識份子的想

法。 

 大家一定不太能體會美國的反智現象，我用一個例子來解釋。尼克森總統

有一次清晨緊急召見他的秘書長，問這位秘書長週六有沒有去參觀一家博物館。

這位秘書長說，他週六的確在博物館裡參觀。尼克森告訴他，當時美國人都在看

一場重要的球賽，這場球賽使大多數的美國人熱血沸騰，你怎麼可以不看球賽？

尼克森還告訴他，如果大家知道你不看球賽，我會損失幾百萬選票。美國的知識

份子其實並不會對球賽太過瘋狂，誰贏誰輸並不重要。尼克森告訴這位秘書長，

以後不要輕易去參觀博物館，因為只有猶太人會去參觀博物館。 

 從以上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一件事，那就是尼克森很明顯地要將自己裝

扮成一個普通人，不是一個經常看書、聽古典音樂、逛博物館的人。他也不能讓

人家知道他喜歡吃中國菜或者法國菜，他一定要讓大家知道他喜歡吃漢堡。順便

講一聲，歐巴馬喜歡吃法國菜，也經常光顧中國飯館。很多美國人對此極不以為

然。川普絕對不會如此做，你也從來沒聽過川普喜歡哪一首古典音樂。不妨問問

他聽過巴哈的無伴奏音樂沒有。 

 有一次，我和幾位同學去迪士尼樂園玩，那裡可以看到圓形大螢幕的電

影。這部電影當然有宣傳作用，美國的壯麗河山全部呈現在螢幕上，最後結束是

介紹西點軍校。我的同學說，美國不是有哈佛大學嗎？為何不能介紹哈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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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其實有相當多的諾貝爾獎得主，可是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根本不管諾貝

爾獎。美國也有不少的鋼琴家和小提琴家，美國人絕對講不出幾位厲害的音樂

家。不過，他們卻說得出很多足球教練和籃球教練的名字，當然更熟悉足球和籃

球的明星。有一次，我在機場等飛機，旁邊兩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一直在談棒球

賽，他們對於每一場棒球賽的詳細經過都津津有味，也都記得很清楚。美國很多

大學薪水最高的是籃球或足球教練。 

 如果你對美國熟悉的話，就會發現美國的知識份子是和一般人不一樣的，

比方說，很少知識份子會帶槍，我從來沒有看過哪一位教授家裡有槍的。知識份

子也多數反對越戰，認為越戰應該及早結束。對川普狂熱支持的人極少是知識份

子的。 

 美國很多中學仍然堅持一切現象要用聖經解釋，所以也有中學始終不肯教

進化論，因為他們認為這違反了他們的宗教信仰。這也是一種反抗知識份子的現

象。 

 川普之所以勝選，乃是因為他很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一般人，和知識份子

劃清界線。美國很多人現在生活得不太好，已經很少人提到美國夢這個名詞了。

知識份子知道美國工廠外移不是件簡單的事，一家工廠如果要注意成本，以美國

工人的薪資來算，工廠必定要外移。以蘋果公司為例，如果蘋果公司的手機全部

在美國製造，這支手機一定貴到了極點。知識份子雖然知道這件事，他們卻常常

不大願意講，而川普就會說這都是中國人的錯。一般人不僅同意，而且還會厭惡

知識份子，因為知識份子沒有替他們講話。 

 我沒有資格評論這本書，因為這是社會學專家寫的書。我只有說這本書是

值得一看的，因為有很多想法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唯一的問題是這本書的確太

長，中文版有 607 頁，給文科教授看差不多，一般人可能吃不消。 

 我仍然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羅斯福總統和甘迺迪總統都是知識份子，甘迺

迪尤其以菁英份子自居，他的文筆非常好，英文口音也是一副新英格蘭腔，字正

腔圓，只有美國貴族學校的學生會有這種口音。在白宮裡也舉行古典音樂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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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加的人都穿晚禮服。甘迺迪當了總統以後，不准人叫他 Jack，因為這是他的

小名，總統應該要受到尊敬。可是他當年的夥伴仍然有此習慣，所以他暗示所有

的人要叫他 JFK(我也因此要求大家稱我 CT，因為當年大家稱李國鼎為 KT，哈

哈)。雖然如此，美國人依然很喜歡他，這是什麼原因？這本書沒有提到這個問

題。也許我可以解釋一下，甘迺迪總統雖然是所謂的菁英份子，但是他永遠替弱

勢份子發聲。他從來不是一個代表美國富人的總統。 

 全世界的知識份子都應該檢討自己有沒有關心一般老百姓，知識份子的確

會生活得比較好，不見得是最富有的人，但多數也不是很貧困的人。反智情結不

見得只有美國才有，全世界的知識份子都應該提高警惕。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所

謂的民粹主義，就表示有人在反對知識份子了。這種現象往往會替這個國家帶來

很大的災難。 

 

 

 

 

 

 

 

 

 

 

 

 

 

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通常是菁英主義的反義詞。在古希臘城邦發明民主制度之後，對

於應由菁英貴族還是一般大眾來掌握政治，出現了爭論。支持民粹主義者

則訴求「直接民主」，認為政治菁英（當下或未來）只追求自身利益，腐

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人民直接決定政治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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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16 歲的桑柏格在這兩年來對於環保議題發起了許多倡議活

動，她的「週五為未來奮鬥」(Fridays for Future)甚至引發

全球學生罷課救地球。請問，你對於學生為了表達自己的訴求而執行

罷課行動，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1. 關於電影《返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返校》改編自小說「赤燭」，描寫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面貌。 

  (B) 遊戲公司「赤燭」曾經製作一款解謎遊戲「返校」，爾後被改編

為電影躍上大銀幕。 

 (     ) 2. 根據國內焦點三的新聞內容，請嘗試判斷哪一個推論正確？ 

  (A) 這場攻防戰將以阻礙的方式考驗台灣交通系統的流暢與否。 

  (B) 資訊安全保護的是避免系統遭受到「未經授權」的使用或破壞。 

 (     ) 3. 關於今年另類諾貝爾獎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此獎項的原名為「瑞典優質民生獎」。 

  (B) 今年以環保議題獲獎的為 16 歲的瑞士少女桑柏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