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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下午，我驱车前往万寿宾馆看望了我的台湾朋友唐云明博士。  

      三年多的时间没见了，一见其实都有些陌生了——朋友还是在于走动！五一小长

假的时候我哥哥从老家山东东平前来北京，我开车带着他去怀来，一下子也突然感觉没

有多少话说了，直到聊了半路，才重新熟络了起来，和这次再见唐老师是类似的感觉。

很多人觉得三年的疫情只是一个休止符，过了之后马上旋律依旧。而当我亲身体验了这

两次陌生感之后可真是不觉得既有节奏随时可以恢复如初。也就更理解鲁迅先生笔下和

闰土重逢时候欲语还休的那种尴尬，人情世故如是，其他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抓紧说起这三年只能在网上交流的无奈，唐老师也有点伤感——要知

道之前我们应急管理学界的大陆台湾同行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密切的，一般情况下大陆学

者每年都会去一次台湾，而台湾的同行学者们一般要来两次大陆——毕竟大陆可去的地

方比台湾多嘛！ 

      三月的时候，我的老朋友，铭传大学的张平吾教授都安排好率团来大陆的，但是

种种政治原因，只能推到了六月底，这让我觉得格外遗憾！不过，总还是应该能成行了，

也就可以把三年形式上暂时休止的学术交流再重新接续起来。而到了年底，我们共同组

织的海峡两岸应急管理高峰论坛就又要举行了，这次地点是福州。  

      又能恢复一些学术交流总是让人感慨万千的，我这人比较内向，朋友不多，但都

还瓷实，尤其是台湾朋友和韩国朋友，大家相互之间你来我往接近二十年了，都摸清了

对方的性情和偏好，也就越来越亲近，就像一家人的感觉。我这里特别回忆其中的几位。  

一，唐云明：博士局长 

      第一次在台湾见到唐云明博士就发现他为人诙谐可喜，见面没一顿饭的工夫就亲

近了起来。后来更熟悉了，我就发现他还是一个很有侠客气质的人，相互之间的接触越

多就愈发能验证这一认知。 

      他最早在中央警察大学读书，后来在交通大学读了博士，但是又返回到警察大学

从事教育工作。台湾的旋转门机制运行得还挺顺畅，唐老师就曾经走出书斋去了台中消

防局做局长。任上正好遇到了 1999 年 9 月 21 日半夜（北京时间 1：47）的大地震，

7.6 级，在哪里都算大地震了。 

      灾难对于没有准备的人总是个倒霉的事情，但是唐老师不是有侠义之气嘛，所以

刚好和灾难顶头相逢，那就毫不犹豫地迎上前去。他作为该次地震的总指挥在地震中表

现英勇且智慧，将这次大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小。  

      唐老师出版物不少，每次我去台湾都能荣幸获赠他的新作，而且他的著作多为操

作性风格，拿到后立刻就可以按照里面的一些提示做些应用实践的具体工作，这一点是

很多教授的大作所缺乏的，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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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老师和大陆的关系一直在存续中，几乎在大陆最早开展火灾消防和应急救援的

时候他就加入了顾问团队，应该说，为大陆应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  

二，张平吾教授：真学者也！ 

      铭传大学的张平吾就是个非常纯粹的教授，除了教书育人之外，其他爱好也均属

雅趣。比如摄影，他所拍摄的动物（鸟）多次获得专业性的摄影奖项；在填词作文写诗

创作小说方面，张平吾教授都是著作颇丰。  

      张教授家族是十几代的台湾人了，和唐云明教授从父辈才从湖南到了台湾不同，

也所以，当我们到达张教授乡间的老家时，很有感触，那一座三层的小楼和种了香樟树

的院子给我们一种琼瑶笔下台湾乡村的浪漫感觉。上得楼去，古早的台湾建筑风格和弥

漫着的书卷气就扑面而来，他还专门伐下一段香樟木让我带回北京，至今这段木头还在

我家。 

      虽然平吾教授一直是警察大学的毕业生，直到博士，但是他身上更有文人气质，

甚至表达愤怒的时候都是温文尔雅。  

      张教授有一个前妻，现在官做得也不小了，只是能够一下子就感觉到其个性风格

和他完全不同，即便是平素里说话也都是风风火火的。这也应该是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

的原因——性格差别太大了。后来两个人还会一起参加学会的各种活动（我去台湾和他

们来大陆的时候都有看到），即便已经分手但相互之间大体还是很温和的相处风格，这

样的气息在大陆的多数离异夫妻中是基本看不到的。最能看到的多是打得一塌糊涂，乃

至老死不相往来，再次相见怒目相向的更多些。  



 
      说到这里，我得说一下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的区别，温文尔雅是对几乎所有台湾

学者的一个通用性描述，而大陆学者整体气质则往往着急忙慌的时候更多些。这个可能

还是和环境有关系。 

      张平吾教授在台北的家我们也曾经造访过，也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有云南的访问

学者去台湾的，还曾经在张教授家住过一段时间——张教授的周到热情竟至于此。 

      每次我去台湾，每每都是张教授相陪，所以他的那辆嵌入了自动导航系统的 Volvo

我也是经常乘坐，甚至我带了人（同事或学生）去台北，也都会跟着张教授的车到处跑，

包括欣赏台岛外围的太平洋沿岸风光。  

      和大陆应急管理领域的学者同行之间的交流通道就是平吾教授打开的，而且后续

的维系也基本以平吾教授为主，他甚至和大陆的夏保成教授合著过两本书，在大陆和台

湾分别发行，对于两岸的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来张教授还创办了一本《应急管理学报》的学术期刊，我是学报的副社长和大

陆这边的组稿人，所以交道就愈发多一些，每每为张教授温婉才气的风度折服。  

三，蔡德辉校长：四星上将 

      蔡德辉先生担任过警察大学的校长，而且在他之前的校长多数都是干不两年就被

赶下台来。他后来跟我说，“就我上台后干满了一届！”话语中充满了自豪。  

      是啊，蔡先生是四星上将，还曾经担任过国府的顾问，这些都是能力所致。他的

人情练达更为我所钦佩，上述的事情在台湾波诡云谲的政坛可谓佳话，可见蔡先生的魅

力所在。就我和他有限交往的一些事情看，只要你进入到蔡先生的视野范围内，很快就

有如坐春风的感觉，那份对待人的宽和自如仿佛与生俱来。  

      在台湾公职上退下来之后是可以进入民营机构的，比如铭传大学就是一家民办的

大学，由包德明女士创办，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系的毕业生，年轻时就和宋美龄女士

交好。而现任的总校长则是包女士的公子李铨先生。从公职大学转到民营的大学，被聘

为讲座教授的都必须是担任过正校长的人，所以，蔡德辉教授退休后再被聘到铭传大学

是做了讲座教授的，而讲座教授要成为该学科领域的领袖。所以，铭传大学的犯罪防治

学科基本是蔡德辉先生主导建设起来的。  

四，黄富源教授：无懈可击 

      数年前我在广州开会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新朋友黄富源教授，当时我

们在同一场报告会上，我的弟子是报告人而我陪绑，与谈人（也就是大陆说的评议人）



则是黄富源教授。 

      黄教授一开口就让我吃了一惊，其学术见地和表达的清晰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从

会场下来也就有了继续聊天的动力，结果我发现他之前是马英九政府时期的人事长。很

多人不一定知道这个人事长是个多大的官，后来我特意问过，知道这个位置大约相当于

我们大陆中组部的部长角色。 

      据说当时对立面的政党还曾经试图找茬攻击警察背景的黄富源先生，但是黄先生

做人事长的资历和能力都无懈可击，对面也就找了半天无处下嘴，只好闭嘴了。  

      黄富源还去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担任代表，后来马英九两任到届，他也就去了铭

传大学做教授、院长、主任。黄富源教授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拿的，学术训练规范得很，

水平也一直很高，即便担任了多年人事长，这些本事都没有撂下。  

 
      和黄教授聊天，他还跟我说到过一件他在任时奖励下属创新行政的故事，和扶贫

有关。当时台湾也要找到真正贫困的人来帮助，但是如何找却成了一个问题。后来，黄

富源所领导的这个部门的一位下属就用了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居民和最近一家 7-11

店铺的距离，第二个是和邮政局的距离，如果两者都超过了给定的阈值，就可以认定为

贫困。 

      黄富源教授在跟我回忆这一段行政历史时说，我当年就把奖金给了这个小姑娘，

觉得她真是用了脑子做事，方法巧妙又正确。  

      我们大陆不一定知道 7-11 店铺和邮政局对于台湾人的价值，因为 7-11 是私立

的，它的选址要符合利益最大的基本前提；邮政局却是公立的，选址要尽量照顾到更多

居民。两个都加在一起，就可以把居民按照距离分出类来，结果和实际情况基本是相符

的。 

      在日本和泰国的 7-11 也有类似的遴选功能。 

      这个例子虽然不是黄富源先生自己做出的，但是让我这个经常和评价模型打交道

的人很是信服！而黄先生能够如此看中这位下属的行政能力，说明他从学术到实践也都

是很聪慧的一个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