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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黃振軒 

【 記 者 郭 旭 棋 、 徐 庠 載 台 北  

報 導 】 十一日上午九時，道南抽 

水站蕭姓管理員於蓄水池中發現一

浮屍，即刻通報警方進行打撈及襄

驗工作。警方表示，該浮屍身份疑

似失蹤政治大學韓籍學生呂閏九。

  呂閏九是在政大語言視聽中心

學習中文的韓國忠南大學二年級

學生，於三月廿二日晚間參加同學

聚會後失蹤。 

  警方認為，一般陳屍水中有兩種

可能性，一種是溺死，所以腹部會

積聚大量的水，另一種則是死後才

被丟入水中，腹部積存的水分較

少。 

  道南抽水站人員表示，曾於呂閏

九失蹤當天打撈過蓄水池，但是並

無所獲。之後抽水站的例行打撈垃

圾工作也沒有任何發現，直到今天

早上九時，才赫然發現屍體浮在水

面上。抽水站人員指出，屍體出現

在蓄水池中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

因之前連續兩天的大雨，使得屍體

從池底浮上來，另一種可能是從蓄

水池邊機車場的水溝流入，但因水

溝狹小，因此警方初步研判此可能

性較小，而且警方也不排除因前幾

天大雨，使得屍體從池底浮上來， 

，而且警方也不排除屍體在前幾

天大雨時才被丟棄的可能性。鑑

識小組初步研判，屍體有可能沉

屍池底十至二十天，屍體並無任

何明顯外傷。因為屍體腐爛程度

嚴重，鑑識小組一時無法確認結

果，目前仍等待法醫研判結果。

根據政大校方調查，呂閏九失

蹤的當天晚上，與韓籍友人赴台

北市基隆路韓國餐廳用餐並飲 

酒，晚上十時左右與學長同乘計

程車返回宿舍，約於晚上十時三

十分許抵達政大校門前，呂閏九

下車後便失去聯絡。呂閏九的學

長朴宇錫獲知他失蹤後，於三月

廿四日早晨向台北市文山第一

分局報案。失蹤當時呂閏九穿著

灰色夾克、紅色Ｔ恤、牛仔褲、

耐吉牌球鞋，帶咖啡色背包，穿

著打扮和打撈上的屍體相似。 

屍體撈起後，法㊩到場勘驗。                           李昆達攝



㆗華民國㈨㈩㆓年㆕㈪㈩㆒㈰ 星期㈤ 15:00                         號外 

 
 
 

【記者陳依秋整理報導】政治大學

韓籍學生呂閏九至今已失蹤兩週，十

一日中午被人於蓄水池發現浮屍，震

驚校園。 

僑生在台發生意外時有所聞，民國

六十九年五月二日，政大政治系韓國

僑生鄒積強（廿二歲），從台北市羅

斯福路一段裕民大廈七樓墜下，目擊

者見到死者跳樓前雙手發抖，送醫急

救不治死亡，未留下遺書。 

民國九十年六月七日，北宜公路發

生嚴重坍方，造成馬來西亞籍僑生鍾

偉杰和專程趕來參加他畢業典禮的

父母、女友及女友的母親等五人喪

命，民眾認為吊車來的太慢是延誤傷

者生還的主因，但台北縣政府消防局

第四大隊表示，當時是下班交通尖峰

時間，才導致時間延誤。 

台灣大學的僑生鐘作霖，民國七十

三年九月八日在北勢溪溺水，被師大

工業教育系學生黃炯亮救起，實施近

三小時的人工呼吸，鍾因溺水時間過

久而死亡。 

民國七十年二月十五日，台北市西

門鬧區金貝西餐廳發生僑生羅振武

命案，羅振武從緬甸回國，在餐廳與

張來旺等六名兇嫌發生口角，談判過

程中遭殺害，經送醫不治死亡。 

僑生意外非個案 

尼最多，佔百分之卅；日本學生佔百

分之廿；再來是佔百分之十六的韓國

學生。 

   目前政大正式外籍生總數約為二

百一十多位，其他還有語視中心學

習中文的外國學生。 

    政大針對外籍生制訂有輔導辦

法，設置外籍生導師若干人，其中第

五條說明各導師應對外籍學生生活

輔導及協助休閒活動，增進生活適

應，加強對我國文化習俗之瞭解。

外籍留㈻生知多少 

【記者蔡嘉君整理報導】八十八學年度

台灣大學部外國學生總數為四百八十

九人，政大就佔有一百六十五人。 

八十九學年度在台灣的外國學生以印 

【記者楊秋娟整理報導】留學生在

國外必須面對生活環境的改變，除

了氣候、飲食、生活習慣以外，還

有人際關係、溝通方式甚至思考模

式與價值觀的文化衝擊。 

  面對巨大改變所帶來的壓力，

「社會支持」扮演了重要角色。衝

突理論中就提到，一個強而有力、

令人滿意的社會支持網絡，可以增

強個人因應生活壓力的能力。 

  社會支持包含三類：情感性支援

提供接納、同情、瞭解、讚賞、認

同支持，工具性支援指的是經濟援

助，而資訊性支援主要提供資訊上

 減低文化衝突

的幫助。 

Alexander ， Klein ， Workneh ，

&Miller 在一九八一年所做的研究中

指出，認同衝突、認同改變、認同混

淆在留學生心理調適上是普遍的

現象，而主要原因來自對文化差異

的不適應，使留學生自我意識敏感

度、疏離感與失落感增加，容易對

自我價值產生懷疑。但相對而言，

這些經驗都會成為自我凸顯，增加

個人反思的能力與空間。 

    為了強化認同，各國留學生紛

紛成立聯誼會。港澳學生聯誼會、

台灣韓國留學生會、馬來西亞留學

生會，日本創價大學、大阪大學台

灣留學生會等，成為學生減輕文化

衝突壓力與認同衝突的主要機制。

警義消將橡皮艇放入蓄㈬池㆗。                            李昆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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