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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文筆獨領風騷　今日滿腹怪點子 
人物

 

【記者林祐全專訪】「年輕人要有自己的理想，朝向目標不斷邁進！」兒童文學

作家、詩人陳木城校友就是這樣，從當年一位獨領風騷的文藝青年，到今天成為一位

永遠有著古怪點子的小學校長，他點石成金，讓偏遠小學變成富有特色的活力校園。

 

 

 

　 每到六月鳳凰花開時，各校畢業典禮花招百出，大家一定聽過「潛水畢業典禮」

、「溯溪、垂降畢業生考驗」，這些另類畢業典禮居然都是出自陳木城校友之手。他

已任教近三十年，曾擔任過台北縣督學及小學教師、中興大學、台藝大兒童文學講師

，在民國八十九年任貢寮鄉福連國小校長時，為了深入了解地方的文史發展，拜訪地

方耆老，把附近的自然資源與人文歷史融入教材，經過不斷嘗試、設計遊戲，潛水畢

業就是配合地方特色之一。他的治校理念為偏遠地區小學爭取不少經費，也獲得社區

居民的認同，成為許多偏遠小學的仿效對象。

 

 

 

　 前年陳校友轉任同為偏遠山區的三峽鎮建安國小，不過一年的光景，舉辦冬、夏

令營及兒童文藝營小有成績，每一梯次場場爆滿。陳校友今年更大膽將建安國小定位

為「假日學校」，利用週休二日的學校空間，籌畫生態教學之旅。配合該校週遭豐沛

的生態資源，把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陳校友年輕時期不僅是個點子王、小頭頭，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提到對

文學的熱愛，他自誇地說，在師專畢業時就已辦過個人詩展，引起文壇不少騷動，當

時更以「麵包樹」詩集，譽為「當代十大新銳詩人」。在各大文學獎項也是常勝軍

，他笑稱當時經濟狀況不太好，只好努力投稿比賽拿獎金，曾拿下五虎崗文學獎首獎

、台大以及師大的文學獎第一名。你可能好奇他為何可以得到不可思議的三冠王頭銜

，既不是台大、師大學生的他怎能參賽拿獎金呢？他毫不諱言地說：「為了高額獎金

，當然是冒名參加嘍！」而當時五虎崗文學獎首獎獎金三千元，等於他在小學教書一

個月的薪水，當然也不能放過，他在淡江英文系進修時，大二那年得到首獎。

 

 



 

　 出身師範體系的陳木城校友，一直認定淡江是他的第二母校。原先國中畢業成績

優異的他，進入台北師專就讀，因為常喜歡搞活動，在校風保守的師專底下，成為師

長眼中的頭痛人物，他也覺得自己好像跟師範體系格格不入，所以畢業從事教職幾年

後，重返學校進修時挑選學校，第一個就排除師範體系的學校，嚮往自由學風的他

，選擇了淡江。在淡江求學時，白天在小學教書，晚上到淡水唸書，不時還寫寫詩、

文章，時間看似軋不過來，但他還是樂此不疲。他很感謝淡江的教學方法，給他很多

彈性，尤其是選課制度，可以把很難讀的英國文學排到大三大四再修，讓他減輕不少

負擔。而大班授課小班教學的方式，把他的成績從及格邊緣拉到畢業總平均八十四的

高分，使他日後有赴美留學的信心，並順利拿到美國密蘇里東北大學教育學碩士。

 

 

 

　 已在教育界多年的他，帶過不少實習教師，令他印象最深的也是淡江的學生，他

說：「淡江的學生很活潑，個個都有備而來，不輸師範生。」讚譽淡江辦教育學程的

用心。他也提到，據他的了解淡江的教育學院網羅不少教育界名師如陳伯璋、黃炳煌

等，看得出學校辦學的企圖心，很期待有更多的學弟妹投入教職，他一定會全力提攜

。

 

 

 

　 陳校友一直把文學創作當作終身職志，他認為，雖然一路上可能遇到很多瓶頸

，但絕對不能有中斷的念頭，要把興趣及理想持續下去，寫作可以是一輩子的事。他

從記者口中得知近年校內五虎崗文學獎稿件數量驟減，他表示並不意外，在今天主流

價值科技掛帥下，同學比較在意科技相關競賽得不得獎，卻忽略人文素養的提升也是

很重要的，他勉勵有心寫作的學弟妹不要放棄，在寫作中得到的樂趣，是有錢也買不

到的寶藏。

2010/09/27
 

 
 

（攝影\林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