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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閉幕致詞全文  發展各院政策 重塑淡江魂  
黌宮珠璣

 

校長、兩位副校長、各位同仁：

 

本次「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從上午10點到現在舉行閉幕典禮我們整整開了一天會

。我從會議剛開始就告訴各位，這個研討會已經辦了40年，目的就是要我們做腦力激

盪，對一些高等教育行政上的理論作探討產生共識。但是有些與會的新老師、新的系

主任可能並不清楚這點，僅就教學上的細微末節作討論，這些都可以在系務會議、院

務會議來討論，而「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所討論的內容則更深更廣。

 

看看學習與教學中心編的這本會議手冊，我們這次邀請的6位專題報告人都是新的人

選，我希望每年儘量都找新的人來報告，這樣大家才有機會讀書，讀書可要花上幾個

月，還要提交書面報告，最後所編印出來的會議手冊這麼厚一本，而比較從前會議的

資料只有非常少的幾頁，內容顯然增加了很多，希望你們大家都能仔細的閱讀討論。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參加的同仁有200多人，而本校專兼任的教職員有2,000人

，僅佔十分之一，所以大家要把會議中得到的新觀念帶回各單位，有機會就要傳達及

說明這些觀念。我曾請教育學院首任院長黃炳煌院長在「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

提出報告，黃院長才剛來淡江，我就請他看幾本書。黃院長是教育界的前輩，和許水

德先生是同班同學，他曾告訴許水德先生說：「我現在到淡江，張創辦人還叫我唸書

呢！唸了書還要做報告，很辛苦！很辛苦！」為了灌輸同仁一些新的觀念，這就是我

要召開「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的用意。

 

學習與教學中心主辦此次會議，徐新逸主任也把歷屆研討會的專題報告人列出來，可

以看到僅有一、兩位是重複到會中報告的，其他幾乎都是不同的人來演講。以前的研

討會我們邀請校外的人士來演講，後來都是請校內的老師們演講，因為校外人士講的

不一定比我們校內同仁講得好。我們自己的教授看過書之後報告的內容非常好，我很

滿意他們的用心。他們要先寫好專題報告的文章送給我過目，我若不滿意會請他們拿

回去修改。他們也要擬妥會議中要討論的題綱，我都還會先看過，也修改過，主要是

希望給各位一些啟發。「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一年就只開一次會，從前開一天會

，不是在台北校園就是在淡水校園開，中午吃過便當，下午開完會就結束了。這次由

於許多同仁尚未來過蘭陽校園，所以決定到蘭陽來舉行，會後我一定要請大家吃晚飯

，不能讓大家餓著肚子回台北。

 

有人問到研討會的主題是如何擬訂的，事實是這40年來每次訂定的主題都不同，我每



年的暑假都要到美國一趟，會去逛逛史丹佛大學的書店買些書看，並思考當年會議的

主題。我會找比較有啟發性的題目，一旦等我挑選到適當的書籍閱讀後加以構思，再

請相關的院長、系所主管或老師來讀書做專題報告。

 

去年我們的會議中有一篇「世界之最—哈佛大學」的專題報告，是希望讓大家了解頂

尖的哈佛大學有多少基金以及其組織和師資的情況等等。今年我選讀的這本書《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也跟哈佛大學有關。這書的作者Harry  Lewis是

Harvard College的院長，他覺得哈佛夠優越了，但沒有靈魂了，沒有靈魂的優越有

什麼用？所以我們訂定今年的主題為「超越卓越—重塑淡江的核心價值」。現在說超

越beyond excellence，就是要excellence with a soul的意義，有靈魂的優越就是

超越、跨越了excellence。哈佛大學是世界一流的大學，不論在美國、歐洲、中國大

陸、Newsweek、Time所做的排名及任何評比都是第一。Lewis 提到哈佛對自己的檢討

表示：「我們這個ex-cellence沒有靈魂不行了」。所謂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就有一個例子是說哈佛教授為了方便學生就業，把他們分數打得都很高，如果

打低了，學生會去包圍老師抗議。所以這本書給了我啟示，要excellence with a

soul，我們才能超越卓越。

 

以前我當校長時，也遇過學生來包圍我說：「校長，老師分數打得太低，打C或B，都

沒有A，害得我們出去要應徵就業，人家說成績怎麼這麼低？」所以我也曾和老師們

開會來討論這種問題，是否老師能將分數提高一點，有些老師認為可以，但有些老師

認為不可以，後來還是尊重老師自行去決定，我不會去影響他們。因為學生的程度若

是差一點，分數必然打得低，也不能勉強而去責備老師，就算是一些好的學校也同樣

會有這種壓力。所以我決定請教育學院高熏芳院長來做第一個專題報告「追求卓越的

省思—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

 

最近宗教界對creation和evolution這個議題爭論得很厲害，所以我選了Lee

Silver所寫的《Challenging  Nature》這本書，並請工學院虞國興院長來做「

Challenging Nature之導讀與省思」的專題報告，探討宗教、科學和biotechnol-

ogy等方面的問題。

 

有關組織的管理，我選擇Jerald Jellison的《Managing the Dynamics of Change》

這本書並由管理學院陳敦基院長來做第三個專題報告「J曲線：開創一條可加速有效

變革的蹊徑」。接下來是《The Scenario Planning Handbook》所提到的方法論，請

未來學研究所陳建甫所長向大家做第四個報告「型塑具有變革導向的企業文化：以情

節規劃策略為例」。我們需要了解scenario planning，不管是哪一個系所都會應用

到的。



 

最後兩個主題是有關世界兩大強國中國大陸和美國，他們一定會對台灣有所影響，影

響到我們的國家，就會影響到教育，影響到教育，就會影響到淡江，所以我就思考要

將這些問題納進來探討。我參考《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和《America against the

World: How we are different and why we are disliked》這兩本書並交由大陸研

究所所長郭建中做第五個專題報告「超越卓越重塑淡江教育的核心價值：第三種觀點

看中國崛起」以及最後一個報告由美研所黃介正所長來講「反美主義與全球美國化

：美國研究的省思」。因為開幕時間很短，我沒有太多時間來說明本次會議的主軸

，所以利用閉幕式的時間向大家解釋一下。

 

剛才聽到各位在分組及綜合討論時所提到的幾個問題，我在此做一些回應。核心課程

要開什麼課？譬如道德倫理課程，這位老師說我只能教孟子的理論，開孟子的課就行

了，另一位老師說我只能教韓非子，就得開有關韓非子的課程。這樣因人開課的問題

以前在英專、文理學院時代就有了。我當副校長時，經常會接到介紹信，所以得把希

望來淡江教書的人找來問，我會問他：「你能教什麼？」「我能教國文！是中國人都

能教國文」，這人也不是學國文的。介紹來的是美國人，他也不是學英文的，只要有

bachelor degree，可到英文系教英文就行。當時是因為學校名氣不大、程度不高、

師資不足，如果不開課，沒老師來授課也不行，只好採取這種應變措施。例如，老師

雖然是中國人，但中文不太行，英文又不能教，政治學也不能教，那就只能教教三民

主義，當時學校聘兼任的三民主義老師有些就是這樣來的。後來教育部將三民主義的

課程取消，替我解決了人情上的問題。但是到現在還會有因人開課的問題發生就不應

該，因為這樣學校如何進步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各學院院長是怎麼聘老師的

呢？各學院系所應該要有自己聘任老師的政策。例如在歷史系，要開授中國史就應該

請中國史專門的老師來授課，不能說因為系上有教台灣史的老師，就讓他教中國史也

行。要教古代史的課，卻只有位專長中古史的老師，也馬馬虎虎讓他去上課。聽到各

學院各系所的報告，這樣子是不可以的。

 

學校要有學校的政策，我們明確地將淡水校園規劃為美式的教育，所以我們致力發展

Master degree及PhD program。台北校園完全做推廣教育，技術學院也在那裡，推廣

教育可以提供沒有學分或有學分的課程給在職人員來進修。蘭陽校園則採Oxbridge英

式教育制度，師生全部住校。蘭陽校園有些老師反應可不可以不要住校、不用英文授

課，但這些都是學校規劃蘭陽校園時的政策，無法配合的老師，就不能在蘭陽，可以

到淡水或台北任教。蘭陽校園暫時不會辦研究所，完全只注重residenti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重點把握住了，其他就是蘭陽主任自己要去思考，所以

淡江各個校園都需要依照各自的政策去發展。師資方面，台北校園的推廣教育多半聘



請兼任的教師，學歷方面沒有多大的要求，但在淡水校園上博士班課的老師，若沒有

PhD怎麼教博士班的課？所以當然除了老師的學歷很重要，出版很重要，研究也很重

要。因為各個校園朝不一樣的特色在發展，所以聘請老師的條件也不會一樣。遠距教

學也可做推廣教學，所以我們成立了網路校園，淡江才會擁有四個校園。各個校園的

政策不一樣，各個學院也該有自己的政策及發展的方向，所以我才要求寫計畫執行成

果及檢討報告。像工學院院長要思考自己的政策，院長要把自己的學院發展成什麼樣

子？這是需要大家在系務會議、院務會議中討論形成共識，譬如要開設的課程、授課

的內容、教科書換不換、教科書何時可以出版等等。1952年我從美國伊利諾大學學成

返國，當時在伊大上經濟學用的是Paul Samuelson教授所寫的書，這位學者原本在哈

佛任教，但是哈佛不太重視他，後來被麻省理工學院挖角過去。我回來教經濟學課就

用他寫的書教，當時連台大都不知道有這本書。有位台大老師問我從美國回來有沒有

什麼好的書可用在教學，我就推薦這本教科書給他。可見當時大家的程度都不好，教

授連新出版的書都沒看過。所以各學院一定要思考各學院的政策，各系要有各系的政

策，核心課程也要有核心課程的政策，各位的政策是什麼？你們要培養什麼樣的學生

？這才是excellence with a soul。

 

 課外活動是整個學校的一環。我們的專業課程是一環，核心課程是liberal

education，也是一環，再來就是課外活動。推動課外活動也非常的重要，幫助學生

就業、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精神的培養等等都是在課外活動中訓練出來

的。淡江的課外活動社團有200多個，現在已搬到體育館的新家，也有辦公室給他們

，學生很高興。我昨天去看過，學生都很滿意。社團有了新家，硬體設備完成了，接

著軟體部份就需各個社團做出成績來。社團應像淡江的三化一樣能國際化、資訊化、

未來化，加強領導能力，其中也包含外語能力。但學務長告訴我恐怕具備外語能力的

社團很少。我建議他去拜託外語學院宋院長，請外語學院各語文學系的老師來教社團

，外文不只是英文還應包括其他語文。學務處可以舉辦社團外語比賽，讓同學進了社

團也可講英文、日文、法文等外語。我期許淡江的專業課程、核心課程和課外活動的

三個功能要互相配合發揮。

 

剛才也有位老師提到學生校園遛狗弄髒環境的問題，老師遇到該不該去指正學生？會

不會多管閒事？我認為不是多管閒事，身為老師就是應該糾正學生不當的行為。你要

表明自己是老師身份，學生對你會客氣一點。從前我剛當校長的時候，學校有位28歲

就當系主任的賴教授，留著長頭髮，雖然當時教育部還規定教師不可留長髮。他要坐

校車，司機看他頭髮長以為是學生而不讓他坐，司機還說頭髮怎麼可以留那麼長，不

但管他坐校車還管他頭髮長。我後來告訴總務單位要謹言慎行，可不要得罪了老師。

所以有時老師很年輕，學生看起來卻很老。我要說的是學校的環境是大家的責任，師

生都要協助維護，只靠總務處幾個工友是不行的。老師們要有身教，看到了問題要教



導同學，這是公德心的建立。

 

剛才文學院趙雅麗院長提到學校委員會太多的問題，這點我同意。現在學校已那麼大

，事情越來越多，委員會當然也越來越多。例如採購委員會委員十幾個人，但有些人

請假，可能是因為有些委員坐在那裡開會聽了不懂，東西多少錢聽了也無聊，或許委

員就可以少一些人。委員會委員由各院系所推薦給校長指定人選，我認為校長也可以

裁定部份用指定，部份可以讓有興趣的同仁自願參加。委員會也不一定要9個委員

，3、5人組成都可以開會。何況很多委員會開會時間還有衝突，委員就只好這個會參

加一下，那個會參加一下，沒有善盡言責，失去了委員會召開的意義。

 

淡江建校已56年了，還有4年就是60週年。現在大家要努力的目標是在4年裡如何使學

校更優異而超越卓越，這個excellence應該就是淡江未來的第五波。我們以60週年做

為一個目標，希望在這幾年裡大家努力經營淡江的第四波並朝第五波邁進。今天會議

圓滿結束，請同仁們到礁溪老爺大酒店繼續晚上的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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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個管理模式執行藍海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