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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一個老朋友的年度盛會 AMIC 27th Annual Conference 

做一位新面孔的老盟友 

 

程宗明 

前言 

 

整整快二十年， 我才來到這個 AMIC (艾米) 年會= 亞洲媒體資訊與傳播研究中

心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1971 年成立於新加坡)。 

 

AMIC 不是一個研究中心而已，更是一個學會，一群人致力建立亞洲太平洋區傳

播研究學群的人際網絡，其中又有聯合國、冷戰美國、亞洲新興獨立的希望緣身

其中，所以將近五十年的歷史都精彩的值得了解體會。2002 年以後我已經是正

式會員，因為大學時 (1985 年) 讀過她的成立歷史 (新聞學研究第十三期)、研究

所時 (1998 年) 作過她的調查 (國科會第一期傳播資料庫)、入社會工作時成為夥

伴關係 (2000 年以後，公視研究案知識傳授以及協助我出席聯合國週邊會議，外

加 2006 年親自造訪)，所以數年後我就升級為終身會員。 

 

不想單單來開會作聽眾，一延再延，今年一封邀請終身會員的問候信，終於促使

我完成論文提報，所以我來了，完成一個人生研究旅程，是終點也是起點，希望

我沒有太晚 (汪琪老師今天對我說，終於看到我來了)，我了解老師歷史性經歷

與未來的視野，我會努力在此角度上，再結續緣。(照片多請見諒，因為對艾米

感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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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C 的年會必然是這個社群的重大事件，這幾年隨著學術市場的動盪發展，年

會本身的功能也被多重期許，比起單純的發表與交流，很多排定出來的節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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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些敏感度去深度認識。本次，諸多訊息都散布出一種印太與美國聯盟後的

新情勢，當然中國崛起的角色更不能省略，因為 AMIC 這個組織從創始起就有

濃厚的聯合國系統的加持，以教科文組織 (UNESCO) 為主要金主或首腦，所以

學術的紅海下還有國際局勢的暗流湧動，十分值得航行其上感受波滔洶湧。 

 

開場主題演講 見歷史縱深的國際局勢 

 

本次開場盛大，首先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資訊學院創辦人郭振羽 (Eddie 

Kuo) 教授致專題演講，這真是一個世紀性的回顧，能在此聆聽歷史的發展軌跡

至今，實為知識上極大的饗宴。 

 

 

他開題就直指出，亞太區的傳播研究發展，從頭就是呼應從學術殖民出走的訴

求，也承認 20 世紀西方傳播思想宰制的全球問題如烏雲罩頂。他提出，在 AMIC

成立之外的對等機構，就屬夏威夷的東西研究中心最相稱，這是美國國務院的外

延產物，文化攻略態勢十分明顯。所以我認為，從 AMIC 回顧歷史眼光中，其實

就是鳥瞰二戰後國際勢力在亞太區發展的消長。郭教授從現代化理論、跨文化傳

播理論、發展傳播、文化帝國主義、國際傳播、跨國界資料傳播、後現代工業社

會、新資訊與傳播秩序 (NWICO)、及九零年代的全球化理論與資訊社會論的談

話，倒述這些如數家珍的發展，都是列強與亞太區對話交戰的思想戰；然而在

2000 年開始的風雲變色時代，卻只短錄一些媒體現象之發展，如行動載具。這



 4 

其實就是吾輩 (二次大戰後嬰兒潮世代) 對於歷史縱深的記憶，十分傳神。 

 

接續他用幾個指標來看待亞洲傳播研究的崛起，包含：以英文撰寫出版知名期

刊、在國際上知名的亞洲傳播學者、在全球大學排行榜上知名亞洲大學、著名英

文國際期刊之亞洲主編、以及以亞洲觀點為名的研究與作者。這幾項指標下的資

料呈現，真如一次歷史發展的洗禮，其中的人名與機構，都痕刻出這麼多年來亞

洲傳播研究爭取自主發聲與發展拓場。郭教授最後提出未來發現很有趣，就是一

些鴻溝與侷限橫阻在前，包含： 

 

1. 中國與南韓的研究實力不成比例的過度投入 

2. 東西之間的對話交流已成，但亞洲國家區域內的交流反要強化 

3. 區域化與在地化的趨勢要持續擴張下去 

4. 未來中華區域的影響力可預期壯大，但需要給予評價這樣發展的適切性 

 

我綜觀來看，這個回顧的專題報告很重要，但也顯示幾個問題：第一這是比較從

東南亞位置觀點的亞洲導覽，舉例而言，其中對於南韓與日本在傳播研究英文流

通上的著墨較少，如日本有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慶應大學傳研所出版) 

及 Studies of Broadcasting (NHK 廣電文化研究所)，這兩個機構都已經是長期出版

者，而且在 2014 年於東京合辦 RIPE (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Media 

Enterprise) 之第一次的亞洲區年度研究盛會，這些對公共電視研發的貢獻，也當

列入考量。 

 

此外，在韓國部分，以公共廣電與一般韓國媒體文化事務研究揚名的 康賢斗博

士 (Kang, Hyeon-Dew)，也是功成自以上亞洲戰後至今的國家發展路徑。康博士

在其中取得關鍵的求學成功之路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然後轉身追尋亞洲

的觀點，並以英文著述讓外界與後進得以發揚韓國的國際聲音。 

 

而且，在 IAMCR (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協會) 首次於 21 世紀來到亞洲新加坡召

開年會，達成一個具里程碑的出席；不過在 1994 年同樣的事件，也發生在南韓，

這也是該學會向西進東方社會的一個顯著事件。 

 

這樣來說，其實亞洲的回顧十分有價值，但是如作一些對比，也會看到更不同的

角度，這樣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交流，還真需要有一些加強。我與郭老師的對

談中，他給我三個重要的觀察指標：1. Journal Impact Indicator 2. China and Korea 

Submission Factors 3. The Play of Publishing Game； 他說未來亞洲區的研究發表，

深受前三者的指標的影響，是否繁榮的外觀可以代表實質的亞洲成長與成就，要

嚴肅地解析才對。至於他對於台灣公共電視之印象深刻，認為適當的研究角度還

有待開發，顯現台灣是一個特殊的亞洲媒體民主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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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CR 兩次亞洲出擊 2000 Singapore；1994 South Korea 

 

 

本會代表會後與郭振羽教授有一段意義深厚的對話 

 

 

 

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傳播學院創設院長郭振羽

教授，早期在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留學，並曾

在該學校任教講師。後來取得高等學位返回新

加坡，致力推廣亞洲觀點的傳播研究，一生成

就斐然，並且廣結研究圈學研份子，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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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問題兩面之刃 

 

接下來的場次，劈頭就挑明指出近年來網路科技的勃興，已經讓傳統媒體研究的

領域滅頂。前世界銀行退休官員，又是前聯合國糧食總署的印尼代表 Ronny 

Adhikarya 先生，自詡故事講述者，其實他出生於記者與新聞學學院，很早就在

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任職，與傳播學研究的美國始祖 Wilbur Schramm 博士有諸多

合作經驗。此人有傳奇性的成長背景，但是孜孜不倦投入最新的網路生態研究，

對於媒體的未來頗感憂慮，不過他有效指陳兩件事：默會 (Tacit) 的知識能力與

跨知識訓育的取向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目的在於連結網路)，是目前網路

創業家常據以培養的能力。但是以傳播學院的規畫而言，都尚欠缺這樣的學程給

予培育。如此來論，也是公共電視這個行業，是否也是最欠缺的兩種能力。不過，

這也非本職成功的一定必要條件。 

 

接續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邱林川博士，提出他的看法。一種反觀手

機上網的傳奇背後，就是邱教授提出的看見，是針對黑暗面的生產真象，做社會

學調查的分析。 

 

這不禁讓我想起，當年 1980 年開始的通訊數位化革命，也來自東南亞諸國裝配

半導體工廠的社會建構革命，這其中也有工作職場的剝削與環境的污染的問題，

產生一個相當辯證的社會發展過程。但是邱教授認為，目前全球發展的狀態，比

過往來得更中央集權，而工業界的投資廠商業更限縮在幾個大型企業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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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個需要關注的社會現象，就是產生所謂 worker-generated video 內容的

市場，在影音網路的流通上占一席位置。 

 

而這個社會問題的特殊發展，迎上如此網路創業浪潮，轉化很多工人 resistance

的活動，演變成多元的數位運動面貌，可說是相當驚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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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人權，民主問題層次的場次 

 

本次公共電視論文被收錄於第一場次，名為「傳播、人權與民主：促興因子與干

擾因子」，看似時代潮流的意義，其實也象徵傳統媒體關心的價值觀場次。如此

考量，從出場論文題目似可判斷，包含： 

 

1. 柬埔寨資訊自由法制度的探索 

2. 中國一帶一路傳播政策遭逢南海爭議，屬地緣政治優勢還是危機的考察 

3. 菲律賓對於民答那峨島之伊斯蘭信徒之紙媒報導的爭議 

4. 孟加拉社區廣播對人權教育之展望 

5. 威權主義下中國如何架構網路運動份子的形象：微博上的 NGO 內容分析 

6. 菲律賓杜特蒂總統的公開演說之修辭演繹 

7. 非西方世界能理解的政治記者：2006 年至 2018 年的民主轉型，帶來泰國媒體

系統中記者角色的概念架構變化 

8. 台灣公視走向公媒體集團趨勢，是反映了媒體民主化深化指標？還是來自對

抗中國政權的國家安全與防禦思維？ 

 

可以歸納出，這些論文連同公視論文，都有高度政治化與國家治理競爭的意義，

而且是亞洲性的近期變動，帶來的社會變遷影響了媒體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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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是第一場次的發言情況 

 

 

主場論壇展現 AMIC 與世界媒體秩序治理關係 

 

下午的大會主題場是一個呼應，也是以傳播、人權與民主發展為題，並非理論式

的，而是一種政策宏觀與規範的世界策略。本次參與者都有聯合國正式與非正式

的閱歷，根據傳統以來與 AMIC 團體的密切關係，可以話，這是業務說明會嗎？

但是也許說，這是教科文組織與學界的平台會議較適合。 

 

本次談話較為具體的是，教科文組織曼谷辦公室的主任 意美佐子 (Misako Ito) 

的簡報 (本會代表才於 4 月與其見面於 ABU 的媒體高峰會)，她指出近年來組織

對於媒體傳播的全球議題，提出以下的研究與規劃治理方案，包含： 

 

1. 亞太區的災害報導建議與達成永續發展的做法，並於各亞太國家推廣與產生

在地之提案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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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構新的網際網路與普及政策發展指標 (經過相關份子諮詢的專案) 

 

 

3. 假新聞問題之解構 (2018 年出版此教材) 並正名為 Disinformation 

 

4. 推動女性聲音被在地的新聞事業引述之案例 (泰國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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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媒體發展指標新訂立 (作者 Toby Mendel 為全球公共廣電法的專家) 

 
 

6. 持續保障新聞記者人身安全 與 致力消弭謀害者的無罪之訴 

 

 

7. 兩年發表一次 新聞自由的世界趨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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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的報告與計劃的提供，讓我們有了警示，導源於台灣缺乏身分，所以不

但無法參加這些計畫，同時也沒有任何學者可以任職於教科文組織，為這些世界

資訊提供給台灣做發展指引，結果台灣的研究未來顯然受到世界大國的影響，而

附從於這些世界強權，缺乏了世界精神的關注，導入平衡的研究的視野。 

 

這是本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場次，我感受到對台灣學術界的最大衝擊。 

 

歷史性的主題演講：面見大師想到過去的衝擊 

 

第二日的清早，安排了大師主題演講，來了芬蘭的資深學者 Tapio Varis，這不是

一個尋常的芬蘭名字。Tapio Varis 這個字與電視產業研究密切相關，始自 1973-74

年一項聯合國的研究，有關電視節目輸出的世界交易秩序與流向。這個研究顯見

不同於當時美國為主的發展傳播的輸出觀點，就是點名世界電視市場的流通是不

平衡的。 

 

多年以來，這個研究仍然是典範，我特別向前致意，Varis 教授提到當年他正要

發表那份關鍵性研究，由於台灣退出聯合國已成定局，他不得已捨棄已經展現的

台灣電視產業資料。但是，現今來說，雖然他站立的只是一個學術立場，無須執

行任何 Political decision，但是當前他關心的重點都是中國，在至為關鍵議題上，

如假新聞都需要中國學者的共襄盛舉 (來自人民大學)，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全

球學術政治的現實。 

 

 
一張投影片說明了學術政治的現實走向 (無關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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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學者 Tapio Varis，其成名著作：Television Traffic-A One-Way Street？相關數

據後來支持了發展中國家保障公共廣播電視系統的價值 

 

兩場主題論文提報，鳥瞰東南亞學群聚焦之議題 

 

年會最後一日上午，兩場精彩的主題提報，筆者親自全程參與紀錄。僅將所見所

聞作以下整理，就很有看頭。 

 

 

紀錄的第一場研討會，探討主題是「危機，災害與人道主義的傳播」，吸引了東

南亞與南亞諸多研究者的發表，茲將個別主題與發表人臚列介紹如下： 

 

1. 印尼 Godjah Mada 大學研究群 (由 Hermin 博士領軍)，探討印尼三寶瓏與亞

齊省兩地的災變中，從模控學與生態傳播理論來檢視如何定義災害，如何解

決系統反應上的問題所在。 

2. 菲律賓 RMIT 大學 (皇家墨爾本科技學院菲國校區) 研究者，討論菲律賓民

答那峨獨立社區的防災應災的資訊流通模式。 

3. 印尼日惹市 Afma Jaya 大學研究群， 針對婦女在火山區易引發災變事務上的

的應變能力，如何使用策略性傳播工具增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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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菲律賓 Adamson 大學研究者以大馬尼拉都會區的邊陲城市馬拉翁為例，討論

其因地層下陷導致水災的資訊與傳遞需求 

5. 印尼萬隆伊斯蘭大學研究者討論 2018 年印尼大規模災變中，存在著欺騙或惡

作劇等訊息的模式與主題 

 

從以上整理中，可以發現目前氣候變遷的真實威脅與仙台防災綱領的指導，

的確發生作用，產生具體的學群，並從各類角度提出研究結果與推薦的行動方

案；不過本場次，也接近有一半的提報單位缺席，顯見這類型研究團隊在財務支

助或任務排定上的不穩定性。 

 

第二場的專題紀錄，主題為「亞洲電視主題，觀看與學習」，以下是紀錄各國

目前還堪稱的電視研究興趣： 

 

 

 

1. 菲律賓大學 Dilliman 校區研究生 (現任 ABS-CBN 新聞部多媒體記者)，研

究該台在菲律賓杜特蒂總統任內，處理反毒戰爭中之警察與消息來源的關

係與衝突。 

2. 菲律賓大學 Dilliman 校區研究生 (現任 ABS-CBN 新聞部製作組經理)，研

究馬拉威城市的收復戰爭，前 100 日的新聞報導，是促進和平締造者或戰

爭販子使上作用力。 

3. 杜拜的美國大學教授研究該國的介紹西方文化之節目與敘事、論述題材，

特別是從西方主義 (Occidentalism) 概念來審視結果為何。 

4. 少見的日本代表筑波大學研究團隊提報，選擇居住在日本的中南半島的難

民，以 NHK 對他們所作的紀錄片為個案，用新的研究方法 (Text Mining)，

來了解其中的認同與人道主義奮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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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印度的專業人員，出身紐西蘭的網路報紙，探討印度市場的體育節目，如

何持續應用科技開創新市場 (以板球市場為例)。 

6. 泰國Sukhothai Thammathirat 開放大學教授檢視泰國開放數位電視市場現

況，雖然國家使用拍賣頻譜方式建立市場，同時也給予贊助方案購買電視

機，但是數位電視持續失敗，並且退回執照形成判例。 

7. 菲律賓 Los Baños 大學奈及利亞研究者，提出在該國發展一種發展導向的

電視服務，這是一個實驗性計畫，採用地方性會員方式經營，在未來收益

規劃上引發辯論。 

8. 孟加拉達卡大學研究單位提出，該國電視節目導入聯合國方案，讓孩童參

與節目的實際製作，其實行的成效與可行性，以此彰顯這是世界創新模式。 

 

以上綜看，可以說有十分多元的面貌。菲律賓方面，對於政治經濟控制與權力十

分關注，其他論文則仍守住內容為主的分析主題，但採取一種新的研究作法，以

凸顯電視產業時代精神的意義；至於政策部分，也有泰國、印度、及奈及利亞三

國的案例。比較前面防災來看，電視研究仍具備了更多的專業興趣。 

 

參訪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的防救災管理研究所 

 

本會代表，利用發表論文空檔時間，拜訪了主辦單位該校的其他科系。此校是泰

國極為著名的社會科學政策研究與全方位發展的大學，而防災這門學問，也在這

個學校被發揚光大。我的訪問是延續 2017 年在高雄舉辦的國家防災日的聯繫，

認識當時受邀來台的該校教授 Natt Leelawat 博士，促進此次的再訪。 

  

(造訪機構：工程學院的 DR MIS Lab 防災資訊管理系統實驗室) 

 

Leelawat 博士十分積極投入新的跨領域碩士學程，這是英語學程，名稱為 MSc. 

Risk and Disaster Management，同時開放東南亞國協居民註冊申請，而且學科背

景不限制，即或該學程授予 Master of Science，可謂十分進步，目前中心就有中

國與新加坡的研究者任職。本此訪問，特別交換對 early warning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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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這個主題的近期發展看法。背景說明，泰國比台灣先進，已經在電視廣

播系統內加裝，如下圖所示 (Source: Enesys Network, 2015) 

 

 

 

以泰國而言，DVB-T2 為骨幹，傳輸鏈路以衛星 DVB-S2 為發射路徑，形成一個

全國中央控制的發射網。而用戶端的電視以接收緊急時刻的訊息為服務，該訊

息用蓋台方式 (insert or replacement)，於塔台中切換完成然後廣播出去。 

 

這樣的方案，對於台灣來說還是很需要，因為在時效處理上能有很大改進，台灣

NCC 對於有線電視有這樣立法要求，從頭端與機上盒連線達成，但是對於無線

電視卻不指導，讓泰國方面也很訝異。 

 

更新泰國目前作法，此一預警系統由新的官僚機構  Department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統籌，涵蓋的預警傳播系統包含：公共電視頻道的預

警播放系統、地區性的預警廣播塔與播放器、手機細胞廣播網路、地方政府的

派遣式通訊廣播。整個系統的發報，以中央衛星發射訊號為主。不過電視系統

部分，自 2015 年開始運作至今，只發布了一次警訊。可見，防災系統的投資效

益，是相當驚人的長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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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 2017 年 Leelatwat 博士來台灣展示的泰國預警廣播系統全貌 

 

  

Leelawat 博士當場展示前一週前查訪的 Alarm Tower 並與作者合影留念 

 

本次到訪，再次深入連結東南亞的同盟工作單位與研究者，很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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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正式晚宴前 紀念我們的盟友──Dr. Indrajit Banerjee 

 

本是一個例行儀式，然而當天晚上默念時才驚覺，2007 年的前秘書長 Indrajit 

Banerjee 博士已於今年初辭世，特別為文紀念。 

 

很震驚知道這個消息， Dr. Banerjee 是印度傳播界少見的學者 (2019 年過世 今年

55 歲，居然比我還要年輕)，講話風采奪目，氣質獨特，畢業於法國大學，活耀於

傳播理論與實務探討，也是 21 世紀初 AMIC 的秘書長。在他任內，支持出版了兩

本對公共廣電影響深遠的研究論集：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以及 Best Practices Sourcebook 至今都發揮極大影響力。而 2007

年任內協助台灣公共電視出席 World Electronic Media Forum 甚為感恩，我於此見

到秘書長的學術領頭風格，沒有想 2015 年的 IAMCR 蒙特婁的開場 Keynote 

Speech 就是我最後一次聽他演講，這時已經是 UNESCO 知識部門的領頭人。悼

念之處，沒想到就是今日在 AMIC 2019 年會的 Gala Dinner 之前的追思。 

 

 

 

以上兩則 2007 年的通訊，大略顯示我們公共電視參與世界電子媒體論壇 (WEMF) 時，AMIC (Dr. 

Banerjee 作為秘書長) 給予我們認證上的協助 

 

以下，介紹 Dr. Banerjee 秘書長出席兩次重要的盛會，公共電視代表所見，以及

他的重大貢獻對於公共廣電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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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Dr. Banerjee (中位者)主持各大廣播電視公會主場之論壇 

 

2015 年在 IAMCR (UNESCO 合作組織) 國際年會上作為大會開場演講者 



 20 

 

2005 年開始在 Banerjee 秘書長任內發布相當多有助公共廣電發展的研究出版 

2007 年秘書長協助台灣公視取得認證得以出席世界電子媒體論壇 (聯合國 WSIS 的周邊會議巡

迴亞太區的年度盛會) 

 

台灣人在 AMIC 與台灣的友人 

 

本次會議，除了我以終身會員身分出席發表，且積極結交新的朋友。我還要介紹

這個組織的一位資深盟友，是台灣教授，也就是我們第四屆董事汪琪博士。她

在這個團體內擔任長期的顧問職務或角色，可以說相當值得敬重。汪琪博士長

期處理亞洲區域的傳播現象與研究的理論發展，可謂數十年如一日，希望她繼

續活躍於此一社群，給予亞太區研究一種有高度的思考之貢獻。 

 

  
AMIC 的資深顧問 汪琪教授 與本會代表為積極參與 AMIC 活動的兩個世代 

 

此外，本次與前 AMIC 的研究員 Kalinga Seneviratne 先生再次重逢。2006 年

Kalinga 先生與本會研究員在澳洲有相當良好溝通，同時提供許多亞洲區公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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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的研究出版。2010 年，Kalinga 來函邀約本人參加一項公共廣電研究計畫 (如

下圖)，很可惜後來交稿後，並未得到持續連繫編纂機會，但是感謝他們不畏政

治上的問題，曾經將台灣個案考慮在內。 

 

 

 

  

Kalinga 博士雖然已經離開 AMIC 但是仍然保持與會員的積極互動 

 

 



 22 

熱情與積極討論的 AMIC 會員大會 

 

最後，提及一下每年的會員大會，這也是至為感動的一幕。本次大會照例於三天

年會中間的那一天，論文提報場次結束後，與正式晚宴開幕前，舉行之。沒有

想到從 17:30 一路展開到 19:30 仍無法罷休。其中，會員針對未來發展議題，皆

予發言，熱烈討論與辯論，顯示出關心學會的發展方向，這與我在台灣或西方

國家所見差異很大，可謂十分正面與欣榮的發展。但是，也能意會到這其中地

緣政治發揮出微妙的關係，而亞洲小國也不甘示弱，希望維繫國家代表制一人

一票，讓中國與印度會員數產生的影響力，可以被平衡與共存。 

 

  

 

但是，我們也須正視理事會最後揭示的雙立場，就是 AMIC 是 

1.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註冊的非政府團體 

2. 教科文組織被視為在亞太區具有研究實力的協會組織 (R&D consortium) 

 

換句話說，維繫民族國家一國一席的做法，在組成理事會上會堅持下去，而以國

家代表團作行政的單位，也會持續更新與擴充下去。然而，容納台灣持續的參與，

也是一個善意營造的空間，我們要珍惜與要不斷連結下去。 

 

以下附件，一份則是提到 AMIC 要改變，要開放，提倡會員之間作更實質的網

絡連結，包含贊助、簽訂備忘錄、資訊交流、合作研究方案、近用資源、互訪研

究等；第二份文件顯示從 2018 至 2019 年的學會發展的訊息整理，其中重要的主

項就是重修 1984 年亞洲傳播理論論集，由汪琪教授與 Wimal Dissanayake 院長聯

合編輯；中國與印度影響力大，但是台灣仍有發展空間。國際事務的多重發展，

就當看我們的國際視野是否能掌握先機與契機，展翅揚升。(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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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C 2019 年度會議 (AGM) 傳遞的二份重要文件 

 

AMIC 2019 年會正式閉幕多人起立肯定與珍重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