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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當代思想大師杭士基（N. Chomsky）教授首度訪台 解析世界秩序的常與變（英文版）

《中研院新聞稿》（2010/07/28）被譽為當代思想大師的著名語言學家、思想家與政治評論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語
言學暨哲學系教授杭士基教授 (Prof. Noam Chomsky) 將於8月上旬應中研院翁啟惠院長之邀請，首度訪問台灣。杭
士基教授此行將於8月9日與10日分別於中研院以及國立清華大學各發表一場演講，歡迎國內青年學子屆時親炙大師
風采。中研院此次並特別安排杭士基教授與國內媒體會談，希望透過記者的觀察，把這位甚受敬重的學者之思考與智
慧，傳遞給國內更多讀者。杭士基教授在本院的演講以英語進行，全程備有同步翻譯服務。

杭士基教授係於1955年獲得美國賓州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同年開始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職迄今。1957年杭
士基教授出版劃時代巨著 《Syntactic
Structures》，並於1961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聘為全職教授，終身禮遇。1975年他發表經典作品《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1976年並獲選為MIT Institute
Professor。杭士基教授1950年代即提出語言乃人類本能的學說，奠定「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學派的基礎。其所主張「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的概念也一反行為學派的看法，認為兒童學
習語言皆有所本，引起心理學的思潮變革。他同時也是Chomsky
hierarchy的建構者，對現代資訊科學影響深遠。杭士基教授常被學界尊為現代語言學與認知科學之父。

55年的學術生涯中，杭士基教授曾獲得超過30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同時獲選為美國藝術暨科學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他亦曾榮獲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頒授傑出科學貢獻獎（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Award）、京都基礎科學獎（Kyoto Prize in Basic Sciences)等獎項。

杭士基教授共出版過數十本專書，完成數百篇文章，同時屢赴世界各地發表演說。他長期關懷國際弱勢族群，擅長以
高視野與廣角度，以及透徹熟成的思考，精闢分析權勢背後的意義，成為「恆久獨立的聲音」（enduring
independent voice）。杭士基教授的反戰立論，以及對媒體、美國對外政策政府直言批評，更讓他成為全球公眾知
識份子的表徵。杭士基教授透過著作與教學，其主張與思想對全球哲學、語言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
與資訊科技等範疇，皆發揮了無比深遠的影響。

參考網站: http://iao.sinica.edu.tw/chi/index_chi.html

演講題目: 世界秩序的輪廓：常與變
Contours of World Order: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時 間: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15:30—17:00
地 點: 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台北巿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主辦機構: 中央研究院
合作機構: 國立清華大學
贊助機構: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主 講 人: 杭士基教授 (Dr. Noam Chomsky)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暨哲學系教授
主 持 人: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

媒體會面:
時 間: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17:25—17:55
地 點: 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2樓第2會議室
台北巿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參 與 者: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
杭士基教授 (Dr. Noam Chomsky)
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暨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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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聯絡人:
張煥堂，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國際事務辦公室
changht@gate.sinica.edu.tw
(Tel) +886-2-2789-9895
葉方珣，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公關室
hongsum@gate.sinica.edu.tw
(Tel)886-2-2789-8820 (Fax)886-2-2782-1551 (M)0922-036-691
林美惠，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公關室
mhlin313@gate.sinica.edu.tw
(Tel)886-2-2789-8821 (Fax)886-2-2782-1551 (M)0921-845-234

資訊來源：
中研院新聞稿 2010/07/28

-----------------------------------------------------------------------------------------------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ci-Tech Newsbri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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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sky來台] 杭士基：環保，民眾先自覺 再影響政府
【聯合報╱記者李威儀／台北報導】 2010.08.10 03:24 am

當代思想大師杭士基昨天到中研院演講。 記者徐世經／攝影

記者徐世經／攝影美國著名語言學家與政論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杭士基（Noam Chomsky）昨天在中研院演說時
表示，開發中的國家追求成長是難免，但要怎麼停止汙染，需要人民的自覺與大量的動員，民眾應讓政府重視這樣的
精神；一國的強盛應該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有意義，而不是去以經濟力量去證明。

杭士基以「世界秩序的輪廓：常與變」為題演說時並說，目前全世界最嚴重的威脅是環境與核武議題，但自哥本哈根
會議及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結果來看，各國只停留在互相指責階段，對於具體的解決共識始終沒進展。

杭士基說，最近美國才因伊朗發展核武而擬定攻擊伊朗的計畫，但印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國發展核武時，都受到
美國支援，尤其美國的軍事支出比世界上國家的總合還大，但伊朗只是發展防禦性核武，就成了美國的眼中釘。

杭士基指出，中東應該建立非核武區，但美國現在真正的威脅其實是中東地區的獨立性，因為中東國家開始要將能源
和資源留給自己使用，但美國非常不樂見。

對於環境議題，杭士基則認為，目前溫室效應嚴重，就連最糟的看法都過於樂觀，如果各國不積極採取行動，最壞的
結果可能比預期還要糟糕兩倍。

杭士基表示，近來倡議以「真實進步指標」（GPI）來衡量國家發展，因為GPI除經濟成長指數外，還會視治安問題
、環境汙染、志工服務、休閒娛樂來評量，可更準確描繪出一國的發展狀況。

最近台灣因為中科四期及苗栗大埔開發案徵收農地，引起農民的反彈與衝突，杭士基認為，開發主義的問題全世界都
在發生，印度因為一半以上的國土要開發，導致衝突流血事件，哥倫比亞的跨國企業及美國為了爭取資源，也將原住
民趕走，台灣該怎麼做還得看政府的抉擇。

他指出，美國從九○年代開始，GPI就停滯，GDP仍持續成長，「證明全民創造的財富跑到少數人口袋內」。

杭士基表示，生物學家說，地球有物種以來，平均一個物種存活約十萬年，恰是人類出現地表的時間。但人類與其他
物種不同的是能自我察覺，在地球存亡的關鍵年代，第一次有物種能自己決定存亡，「我們須證明生物學家是錯的」
。「人類作為地球的管理者，現在就是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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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sky來台] 杭士基：美國像教父 台灣是幫兇
【聯合報╱記者李威儀／台北報導】 2010.08.10 03:24 am

被譽為當代思想大師的美國重量級學者杭士基（Noam Chomsky）首次造訪台灣，昨天在中研院發表演說時，批評
美國政府口口聲聲反對恐怖主義，但其實全球頭號恐怖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受美國制約的台灣則是幫兇之一。

杭士基昨天以「世界秩序的輪廓：常與變 」為題演講，砲口瞄準美國政府，他指出，美國之所以能忍受台灣、日本
、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進步發展，都有其戰略考量，因為美國才是全球最大規模的恐怖主義國家，除了運用整
個國家機器從事恐怖行動，更厲害的是，還會利用其他國家幫忙執行恐怖主義，台灣也算是幫兇之一。

杭士基指出，最近美國國務院警告中國在拚命發展的同時，也要承擔國際責任，但意思其實是要中國「照我們（美國
）的話做」。他認為美國政府的一貫立場，就是民主發展一定是要在他們的掌控之內才算數，「就算是中國，現在也
還是在美國的掌握中。」

他認為，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世界和平穩定，其實只是要別的國家臣服於美國強權之下，挑戰強權就被認為是「不穩定
」且對世界有害，但各國政府幾乎對於美國的作法沒有意見，媒體對這樣的霸權宰制更是視而不見，助長美國的帝國
主義思維。

對於美國在全球局勢中的操控，杭士基認為就像經典黑道電影「教父」演的，因為教父不能忍受任何人違背的意思，
只要有一個雜貨舖老闆敢不交保護費，教父就要派人去修理他，以防別的老闆也不合作而形成骨牌效應，他認為美國
正是如此支配其他國家。

杭士基被譽為「廿世紀全球十位最偉大科學家」之一、「當代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及思想大師，在語言
學、哲學、政治學等領域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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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士基，21世紀訪台最重要西方哲人
【聯合報╱本報記者李威儀】 2010.08.10 03:24 am

八十二歲的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暨哲學系教授杭士基，是語言學家，也是活躍的社會思想家和政論家，不但被學界尊
為現代語言學與認知科學之父，由於長期關心國際問題，批判霸權主義的火力從不停熄，也被譽為是當代知識分子的
表徵。

杭士基出生於美國費城，父親是俄國移民，一九五五年獲賓州大學語言學博士，並於一九七六年開始在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任教，著有語言學及政治論著等多部經典作品。

杭士基在麻省理工學院的首位台灣弟子、現任美國哈佛大學語言學系教授黃正德表示，杭士基五十五年前就提出「語
言即生物」之說，力倡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語言，建立了現代語言學門，也影響了包括心理學、哲學、科學、語義學
、資訊科學、腦神經科學等，帶領人類學術史上的「第二次認知科學革命」，可說是廿一世紀目前造訪台灣最重要的
西方哲人。

黃正德說，杭士基長期投入大量心力關懷國際社會、聲援弱勢族群，對大學及知識分子的責任多所論述，並長年對西
方主流媒體及美國外交政策提出尖銳批評，因而也成為世界公認的反戰、反媒體的精神領袖，除了在美國「當代全球
最具影響力」一百名公共知識分子中名列第一，也是美國「科學」雜誌評選出包括愛因斯坦在內，廿世紀世界最偉大
科學家中唯一在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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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sky來台] 杭士基：人類存續 賴大眾覺醒 / 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陳舜協台北電 201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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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榮譽教授杭士基（Noam Chomsky）今天表示，當代最嚴重的威脅是環境及核武問題，但
國家或政府組織無法解決，人類社會的改變，必須來自大眾的覺醒與動員。

杭士基被譽為「20世紀全球10位最偉大科學家」之一、「當代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及思想大師，在語
言學、哲學、政治學等領域享有盛名，超過30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給他，同時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藝術暨科學院
院士。

身為猶太裔美國人的杭士基，卻長期批評美國霸權主義。中央研究院這次首度邀請杭士基來台，杭士基下午以「世界
秩序的輪廓：常與變」為題發表演說，吸引上千名民眾一睹大師風采。

杭士基指出，當代最嚴重的兩個威脅是環境被破壞與核武問題，但從去年舉辦的哥本哈根會議及5年舉行一次的聯合
國安理會禁止核武擴散及裁軍高峰會結果來看，兩大威脅的解決方案，可說毫無進展。

杭士基說，暖化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從現在開始禁止製造與使用溫室氣體；全球核武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中東建
立一個非核武區，可是因為主要國家領導人的短視，使得問題無法解決，目前情況是：全世界正一同走向毀滅，但全
世界卻還在討論「誰該負責」。

他說，暖化問題無法解決與去年發生的金融海嘯一樣，「因為制度上的關係，領導人必須追求短時間獲得最大利益，
否則領導人就會丟掉工作」，領導人被迫忽略環境問題造成的威脅。

杭士基另舉伊朗有意發展核武為例指出，只要了解伊朗在近代被侵略的歷史，及伊朗週遭鄰國如以色列、印度、巴基
斯坦在美國協助下已有核武，就不難理解伊朗的處境。其實只要以、印、巴等國同意放棄核武，伊朗也不會想發展核
武，但實際上根本做不到。

杭士基說，從環保與核武問題，證明國家或政府領導人無法解決問題，「大眾必須自主動員，才能解決問題」。
他舉玻利維亞人民2000年將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想獨占玻國自來水權的跨國企業逐出玻國為例，認為就算玻
國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只要人民動員起來，還是會有一些事情會發生」。

杭士基對各國以GDP（國內生產毛額）衡量國家繁榮也不以為然。他說，近來有經濟學家倡議以真實進步指標（GPI
）衡量國家發展，因為GPI指標除經濟成長數據外，還有加計治安敗壞、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有害因素，以及志工
服務、休閒娛樂增加等有益因素，可更精確看出一個社會發展的真實面貌。

他指出，若以GPI指數觀察，美國從90年代開始，GPI就處於停滯狀況，同期GDP卻仍持續成長，「證明全民創造的
財富跑到少數人口袋內」，反而形成不公平。

杭士基表示，有生物學家說，從地球有物種以來，平均一個物種存活時間約10萬年，恰巧約是人類出現在地表的時
間。但他認為，人類與其他物種不同的是，有自我察覺能力，也是地球的守護者與管理者，在地球存亡的關鍵年代，
第1次有物種能自己決定存亡，「我們必須證明（生物學家）的預言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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