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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相挺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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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第34屆五虎崗
文學獎於5月25日在B302A舉行決審會議，今
年收到200件投稿作品，會中選出四組共18位
得獎者，其中，拿下兩組獎項的有中博五劉兆
恩囊括散文組首獎及小說組推薦獎，陸生中文
一沃佳則獲得極短篇、小說組佳作。
　劉兆恩大學、碩士、博士都就讀本校淡江中
文系，從大學時期起就屢次在五虎崗文學獎中
大放異彩，第31、32屆都是散文組首獎，去年
則是拿走小說組首獎，今年投稿散文組，以作
品「繭」奪冠。劉兆恩以自己的角度觀察，敘
寫自己和祖母相處的片段，評審楊隸亞讚其運
用繭的意象，緊扣生命主題意象，以及純真情

感營造成功；方梓則稱讚對話以方言表示，
使影像和人物皆更鮮明。劉兆恩說，對於獲獎
感到非常幸運，但自知自己還有許多努力的空
間，會不斷練習與實踐，精進寫作技巧。
　極短篇中，中文三覃佳儀以「貓舌頭」奪
冠，以貓舌頭比喻錯失愛情以致失溫的遺憾，
評審袁瓊瓊特別讚許是一篇極具技巧性的文
章。覃佳儀表示：「先前多次投稿均落選，曾
懷疑自己適不適合寫作，但這次獲獎後，感謝
評審對我的肯定」，並以「磨損的筆尖不像人
生會傷害我們」鼓勵創作者不要放棄。
　中文三劉羅鈞以「護喪」在小說組拔得頭
籌，作品融入鄉土客家家庭的封閉思想及民間

信仰的扭曲孝道元素，講述傳統喪事中的荒謬
及舊有迂腐價值文化，提出問題反思，亦寄託
自身對和諧家庭的嚮往。評審林俊穎讚賞其獨
特性，以及在企圖心與結構上表現突出；蔡素
芬則嘉許其具有細膩度，尤指喪禮上的觀察以
及家族權威的部分，但文字的過度渲染，建議
可以再思考著墨。劉羅鈞表示：「因是親身經
歷所以感觸很深，創作初衷原是幫助自己釐清
問題及放下我執，同時感懷祖母，未料獲得評
審們的青睞，感謝評審們的鼓勵。」
　中文四李冠緯以「好人」獲評審肯定，拿下
新詩組首獎，他說：「畢業前能夠在詩的創作
上獲得肯定，是很大的鼓舞。」

劉兆恩獲五虎崗文學獎

蘭陽全球在地行動實踐專題發表

　本校「卓越校友」係由本校台北市校友會第
六屆理事長董煥新建議選拔，並提請總會副理
事長陳兆伸籌備規劃成立「卓越校友聯誼委員
會」，期以利儲備各地區對校友會有向心力的
校友；「第一屆卓越校友選拔」於民國101年
開始，至今年共已推選陳定川等超過百位卓越
校友。
　該會以參加各項聯誼活動、校友知識交流、
服務校友與協助母校學生校務活動之推動、委
員會內部活動之聯誼與學生、校友相互權益之
促進等為宗旨。其中具有代表意義的金質徽
章以「金字」招牌作為卓越之象徵，藍色底
代表淡江人的情懷，鑲鑽則呈現事業上出類
拔萃的表現，而形狀類似武士盾牌、將士臂
章，則代表了為校友服務、勇往直前，下方的
「TKU」字樣乃是傳承淡江國際化的使命內
涵。
　成為卓越校友的條件除了擁有服務精神外，
內心層次更要懂得飲水思源、不忘過去師長的
教誨，所以「尊師重道」亦是本會傳承與永續
發展的守則，因此成立顧問團協助會務運作，
經校內老師傳承自身人生閱歷之經驗傳承，將
智慧種子注入本會。
　第7屆卓越校友候選人甫於5月31日截止報
名，將從文化藝術、教育學術、創業楷模、 
經營管理、社會服務、公職以及綜合等7類選
拔出卓越校友，得獎人將被安排於全校或各系
（所）學生集會時，返校傳承生涯規劃、奮鬥
成功之心路歷程，以砥礪後進學子。（文／林
姸君）

淡江大學校友總會
卓越校友聯誼會

南台科技大學
 校長 教學行政經歷豐 盧燈茂推校務向卓越

　【記者黃懿嫃專訪】依約來到南台科技大學
校長室，延宕的行程讓我看著兩組人馬進出，
然後接著總算出現這個精神奕奕，夾帶著爽朗
笑聲的身影。一坐定，他開口道：「《Cheers》
雜誌調查的企業最愛大學，母校淡江長年蟬連
私校第一，我們也不遑多讓，一直是私立科大
第一。」說這話的，是南台科技大學校長盧燈
茂，也是本校機械系畢業校友。
　除了這項亮眼的成績，南台科技大學同時
名 列 企 業 最 愛 私 校 TOP15、 企 業 最 愛 技 職
TOP10 之唯一私校及連續四年獲『大學辦學
績效成長 Top20』等三項殊榮，以及教育部高
教深耕計畫核定經費高達 1 億 7 千餘萬元，為

時獲得台電獎學金，退伍後因為必須至台電服
務兩年的規定而到林口發電廠任職，但是，鼓
風機、蒸氣渦輪機的噪音和媒灰污染，即使薪
水不錯，盧燈茂還是決定重拾書本，考上成大
機械碩士班。「我是所上第一位來自淡江的學
生！」他說，當年所長的這句話成了他更嚴格
要求自己順利取得碩士學位的動力，「那時碩
士生很少，尤其成大畢業的更搶手，主動寄信
來邀約我去任職的公司有中鋼、台塑、士林電
機、裕隆汽車等，但是最後還是選擇離家騎車
只要 10 分鐘的南台。」
　當時的南台工專，只有五個系、3000 名學
生，「現在，光是機械系就超過 2000 人，是
全國機械系規模最大的。」33 年來，盧燈茂
看著學校從工專到技術學院、再到科技大學，
他認為南台的董事們培育人才、無私奉獻的企
業家精神，是學校能永續經營的基礎。而南台
重視師資的特點，也讓他帶職帶薪再回成大取
得博士學位，他說：「現在的張信雄董事長，
也就是當年張校長認為，要茁壯學校就是要先
改善師資。」
　「相較於一般綜合大學，技職學校重視的是
實作。」盧燈茂說，近幾年來，南台每年獲獎
的獎項超過 800 個，這不僅是學校的榮譽，也
是學生個人成果的展現，不管是升學或就業都
有加分作用。因此，在他的教學生涯中，也獲
獎無數，像是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南臺科技大
學研究傑出獎、教育部第三屆全國技專院校創
思設計與製作競賽第一名、經濟部第四屆全國
創新機構設計比賽金牌獎、第 26 屆美國匹茲

堡國際發明獎銀牌獎、2012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獲銀牌獎等。盧燈茂說，除了實作，南台
也鼓勵老師們深入研究，「我們很鼓勵老師多
元升等，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做為技術升等的
題材，也因此，目前南台有超過 70% 的老師都
有產學合作案在執行。」
　提到目前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少子化嚴峻考
驗，盧燈茂認為，唯有打響學校的名聲，打造
自己的特色才能讓學校成為學生和家長心中的
首選。訪談中，他不斷強調，南台科大歷經近
50 年的努力，已建構優良的軟硬實力，學校
設備好、師資優，「在南臺服務 30 餘年來，
已經對學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擔任校長職務
肩膀上的責任更重了。」
　「南臺已經培育了與學生互動良好，能激發
學生高求知慾的老師群，讓所有學生在學校就
能練得紮實的基本功，提高進入職場的競爭
力。」對於四年任期的願景，盧燈茂認為大方
向只有一個，就是培育更多企業愛用人才，讓
學生畢業後能就業，更能創業。未來，他要持
續帶著學生走出去，也要積極將產業引進來，
配合政府政策，針對智慧機械、國防工業、生
技醫療、綠能科技、半導體、文化科技、循環
經濟、AI 與智慧金融等領域建立關鍵的產學
核心技術，提供跨系所整合的資源服務，並透
過跨校合作共同協助產業升級與成長。
　今年初首度以校長身分參加全國大學校長會
議，盧燈茂說：「和張家宜校長有短暫的意見
交換，希望能向母校看齊，讓南臺科大和淡江
一樣，在高教領域持續綻放異彩。」

私 立 技 專 校 院
第 一。 雖 然 盧
燈茂去年 11 月
才 接 任 代 理 校
長 職 務， 但 是
已 經 在 南 台 服
務 33 年， 也 是
這 些 卓 越 成 績
的推手之一。
　民國 74 年至
南臺科大任教，
盧 燈 茂 從 機 械
工 程 系 講 師、
副教授、教授、
機 械 工 程 系 主
任、 機 電 科 技
研 究 所 所 長、

奈米科技中心主任、工學院院長、學術副校
長、行政副校長，一直到去年 11 月間經董事
會指派代理校務，再於今年 4 月 2 日獲遴選為
新任校長，並於 5 月 4 日通過教育部核定。豐
富的教學、行政經歷，讓盧燈茂對於校務的推
動可說是無縫接軌，從 Cheers 今年邀請全國
151 所大學校長參與互評「辦學績效明顯成長
或進步」的大學，其中 138 位校長對盧燈茂按
了讚，是唯一獲獎的私立科大，不言可喻。
　說起當年進入南台服務的機緣，盧燈茂笑著
說：「一開始是覺得錢多事少離家近吧！」談
笑間他透露，嘉義新港出生的他，北上淡水
求學，家境並不好，因此很努力唸書，大四

　【記者黃泓齊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英
美語言文化學系於5月30日舉辦「全球在地行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5
月25日在覺軒花園舉辦首次畢業成果展，以
「初。le Premier」為主題，展出法國甜文化、
法國服裝演變史、法國自媒體─Youtube、歐
洲飲食與文化的關係與影響、法國各地區節慶
介紹與呈現等16個主題，現場可以看到每一個
主題布置都相當精緻及詳細文本解說，一旁更
有組員細心介紹成果展現，就連到場參觀的外
語學院院長陳小雀都駐足良久，細細品味。
　參展同學法文四章婕儀說明：「我們這組的
主題是法國甜文化，在準備過程中因為每個組
員都很有想法，因此討論相當順利、愉快，我
們還特地去甜點工坊製作檸檬塔、瑪德蓮和泡
芙，很感謝指導教授吳錫德對我們的建議及贊

助。」法文四陳岱儀則表示：
「我們組的主題是法國電影的
演進及風格，因為要介紹電影
的歷史與風格，所以要看滿多
部電影，有些電影年代比較久
遠，比如1900年代的就比較無
法融入，也容易看不太懂，花
了滿多時間做調整。大多數的
人都愛看電影，我也不例外，但其實很少人真
正知道電影的歷史和演進，這次的專題讓我對
電影有更深的了解，也讓我以後看電影更有想
法。」總　法文系主任鄭安群說明，這是法文
系首次舉辦的畢業展，今天每一組的呈現都十
分精彩，尤其在經費十分有限的情況下還能有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5月29日上午
10時至下午2時，由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帶領
的「經探號」，陪同75位來自桃園大勇國小二
年級的小學生在淡水校園體驗一日大學生活，
以有趣的經濟學遊戲拉開序幕。
　活動首先於商管大樓教室展開「賽局理
論」，以遊戲與獎勵的方式引導小學生們了解
經濟學上的選擇問題。接著，結合修習勞動經
濟學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的碩士生們，藉由
演戲與有獎徵答的方式讓他們知道什麼是「性

別歧視」、「外表歧視」。最後則安排校園闖
關，讓小學生們能夠依照指示的照片，找到學
校的標誌建築，並拍照打卡，希望能以這個方
式讓他們喜歡上我們美麗的校園。
　2016年，林彥伶成立一支獨立於課程之外的
教育服務型團隊「經探號」，希望以服務隊的
模式運作，進行長期性的校園與社區服務，更
以經濟專業搭配趣味遊戲學習的方式進行。今
年暑假更將延伸到海外，將趣味的經濟學結合
海外的志工服務。

經探號帶領小學生體驗大學生活

　【記者陳翊誠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 5
月 26 日至 28 日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最終正
評」，共有 49 位學生和 48 件作品參與，邀請
校外專業建築師對這些作品提出指導，同時是
該系應屆畢業生在校最後一次的成果發表，之
後將於 6 月 14 日在松菸文創園區北向製菸工
廠舉行校外畢業展。
　本次畢展的主題為「半半」，發想為這群學
生經過五年的深造與學習，他們認為一個好
的建築設計都應該有兩種面向，而非單一種元
素。畢業設計的宣言為「一隻箭要射到一個目
標，它必需先飛過前一半的距離，但要飛完前
一半又需先飛過前四分之一的距離，要飛完前
四分之一又需先飛過前八分之一的距離等等。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大傳系
主辦的第二屆淡捲影展於25日晚間6時在文錙
音樂廳舉辦頒獎典禮，共有七件入圍作品角逐
六獎項，邀請紀錄片導演井迎兆、資深媒體工
作者張士達、資深編劇林其樂擔任評審，「少
年偷竊記」一片抱回最佳演員、最佳技術、
最佳影片三項大獎，是本屆最大贏家；最佳攝
影、最佳導演由「高雄泰克斯」拿下，最佳編
劇則是由「臥在柔波」奪下，值得一提的是，
本屆影展特別與知名論壇Dcard合作，增加網
路票選最佳人氣獎，由「擱淺少年」獲獎。
　本屆影展主題為「等」，評審張士達說，拍
片的目的不在於得獎，只要用心努力在某些環
節上，作品會被記在心裡，也會被看見，希望
藉由影展看見人才，並勉勵大家要把握每次被
看見的機會，因為那將會成為個人品牌的印
記。井迎兆導演表示，這是一個可愛且有意義
的影展，來自各地、種類繁多的作品，讓人大
飽眼福，在台灣這個社會裡，有多元的議題和
創作元素，最重要的依舊是取得觀眾的共鳴。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傳系
校友李又如、林俊耀以鏡週刊的《一起回
家：原住民傳統領域在吵什麼? 》報導，在眾
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入圍亞洲出版協會
（SOPA）「2018年度卓越新聞獎」中的「卓
越解釋性報導獎」；6月13日將會在香港會展
中心頒獎晚宴上揭曉得獎名單。
　李又如、林俊耀在學期間皆為本報的優秀記
者，他們曾以「禁建!土地緊箍咒淡海未來叨
位去?」榮獲國立中正大學大傳系主辦之第11
屆新傳獎「最佳專題平面新聞獎」；此外，林
俊耀的攝影作品《I’m going home》更獲得
日本清里美術館的典藏。無論是透過文字、照
片，他們皆用自己的方式傳達想法和感受。

2 校友入圍香港卓越新聞獎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傳系副
教授王慰慈與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井迎兆共同
執導之紀錄片《學數學的女孩們》於第 51 屆
休士頓國際影視展榮獲教育類白金獎，這也是
王慰慈首次獲得國際獎項殊榮。
　休士頓國際影視展於每年 4 月舉辦，為世界
上歷史最悠久的電影節。該影展以扶持獨立電
影，設置最佳故事片、紀錄片、實驗電影、電
視廣告、音樂電視、新媒體、電影劇本等十多
個評選為特色，每年都能吸引全球數千電影人
提交作品參選，旨在致力發掘傑出獨立影視作
品及製作。

第二屆淡捲影展頒獎

王慰慈紀錄片休士頓獲獎

（圖／本報資料照片）

（圖／盧燈茂提供）

小說推薦
散文首獎

動 實 踐 」 （ G l o c a l 
A c t i o n  P r a c t i c e , 
GLAP）畢業專題成
果展，全球發展學院
劉艾華院長、政經系
包正豪主任、語言系
王蔚婷主任也都到場
觀摩，並邀請各個在
過去一年一同合作的
宜蘭在地機構和學校
來到蘭陽校園分享這
份喜悅與榮耀。
全球在地行動實踐計
畫地點遍布宜蘭，從
蘭陽女中到南澳的金
岳部落，對象包含宜

蘭在地人、原住民以及新住民，涵蓋多元文
化。學生在經過一年與地方的磨合，逐漸找出

彼此的需求，並與所學知識併用，為宜蘭盡一
份心力，同學們分成８組，在成果展當天，以
紀錄片、靜態成果展和文化體驗，將一年學習
成果展現給全校師生。
從去年開始，計畫推手和指導教授謝顥音就帶
著學生與7個不同的宜蘭在地組織和學校展開
語言和文化合作。謝顥音說：「蘭陽的學生在
大三出國留學一年，而我觀察到，大部分的學
生對宜蘭所知不多。宜蘭有許多包含傳統素養
的歷史文化，學生們卻總是匆匆掠過。所以我
認為，如果學生們能夠將所學的文化知識及經
驗帶入宜蘭在地並與其連結，對這些在地團體
而言，他們能夠受到幫助；學生們也可以更深
入探索宜蘭，開始對這片土地產生感情。」成
果展總籌組的學生也認為：「我們曾經以為宜
蘭只是好山好水好無聊，直到經歷了大三出國
留學一年的試煉，和大四畢業專題的磨練，才
發現原來宜蘭的美，如此迷人。」

（圖／語言系助理教授謝顥音提供）

法文系首辦畢業成果展 

這麼突出的表現，讓他大為驚豔，且看到了學
生的未來，也證明頂石課程與未來產業的充分
連結。

淡捲影展邀請紀錄片導演井迎兆（右）擔任評
審並親自頒獎。（左為獲得最佳編劇的世新大
學傳播管理學系池宥琳）（攝影／黃莉媞）

建築系最終正評畢展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拉美論壇闡釋外交處境
　拉美所於5月29日舉辦「拉美論壇」系
列講座，以「台灣在拉美的外交處境」為
題，闡釋台灣外交現況。（文／趙世勳）

英文系同步口譯3創業經驗
　英文系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創享青
春˙英文系口譯系列課程期末發表會」，
邀請創業人士分享經驗。（文／姜雅馨）

陳守正主講人工智慧發展
　資工系於5月30日邀請台灣微軟首席技術
與策略長陳守正以「人工智慧發展與產業
應用」為題進行演講。（文／李欣倪）

校友終身學習頻道成立
　校友總會轄下的「終身學習委員會」籌
備已久的終身學習影音頻道已於5月10日正
式成立。（文／本報訊）

物理系舉辦大師講座
　物理系28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
辦大師講座，邀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
長孫維新演講。（文／鄭雅心）

周志文捐百萬嘉惠研究生
　中文系30日中午在L522首次頒發「周信
夫紀念獎學金」，由捐款人、台大中文系
退休教授周志文頒獎。（文／鄭少玲）

教育學院工作坊專題演講
　教育學院學術研究諮詢中心工作坊將於6
月11日下午6時在ED601，邀請台灣大學哲
學系特聘教授Christian Helmut Wenzel（文
哲）主講。（文／柯家媛）

電機系參訪校友企業穩懋
　電機系於5月25日由副教授楊維斌帶領43位同
學，前往會計系校友陳進財的穩懋半導體股份有
限公司進行企業參訪。（文／陳瑞婧）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說明
　英文系將於6月7日中午12時在FL204舉行
「英檢工作坊-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簡
介」說明會。（文／姜雅馨）

大陸所四合一餐會送舊
　6月2日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於圓山大飯
店舉行「迎新、送舊、謝師、所友會四合
一」餐會 。（文／陸瑩）

教政所舉辦新課綱論壇
　教政所6月2日在台北校園舉辦「邁向108
新課綱的教育領導與學校行政：學理與高
中實務的對話」論壇。（文／周浩豐）

物理財金兩系海報街同樂
　物理系和財金系於5月28日至6月1日在海
報街舉辦活動，有遊戲和抽獎活動，另外
還有點心販售。（文／鄭雅心、胡昀芸）

水環週從遊戲中學知識
　水環系28日至31日在工學大樓中庭舉辦水
環週，活動中展出課程成果海報、水利設
施相關模型。（文／丁孟暄）

（攝影／陸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