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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求變　創造願景 
社論專載

 

嚴家淦先生在二十年前，為本校創校三十年紀念會上的演講題目是：「大學的對

象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那麼未來二十年後，大學的對象又是什麼？這仍是一個

歷久彌新的課題。為此本校在五月二十四日，舉辦了第一次校內性的「淡江大學

2020論壇」，會中我們對淡江大學二十年後的何去何從？提出了許多理想與改革。五

十週年校慶的前夕，我們還要舉辦第二次「淡江大學2020論壇」，與會者將是全球各

姐妹校大學之校長，我們將討論二十年後，全球高等教育的何去何從？我們之所以將

時間座標定為20年，是基於二十年正好代表一個世代，如果今年誕生的嬰兒，二十年

後，他（她）們正好在大學接受教育，為下一代著想，正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

 

 

 

　我們已經深深的體會到：過去與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衝突，已經造成了今日資訊社會

影響深遠的緊張狀態，使得高等教育面臨到了「最危急的時刻」。此種衝突與對立

，其特性是既要求對高等教育的保護，同時，又要求對高等教育重新定位，尋求新的

意涵；一方面要維護傳統文化（歷史性、功能性和累積下來的悠久的傳統文化），而

另一方面，又要求回應市場的短期需求（市場管理、學術商業化以及由於社會廣泛地

對專業知識需求增加以及就特定市場交換價值而形成的學科與教育從業人員的重新組

合）。

 

 

 

　學者們已經注意到，這歷史性關鍵時刻之轉變，與十九世紀末的高等教育之學術領

域擴大有其同樣的重要性。大約一八五○年代，大學中是沒有工、農、商等學院的。

如今，在不斷密集的網路建構下，在遠距教學的愈趨成熟之後，而未來的大學校園中

，是否還需要教室，或者學校已經成為僅供學生與教師的見個面的場所、或者校園中

僅存多樣的休閒設施、廣大的運動場等……都是一連串嚴肅而必須去面對、深思的問

題。

 

 

 

　所以在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中，每一所大學都必須凸顯特色，而各大學之間又

應該加以協調整合，換言之，為了整體的經濟效益，可藉由地區各大學的校際合作、

課程設計，推動校際學術交流，使學生有更多的選擇空間。目前，我已經請張校長與



其他綜合性大學正在研商地區性或策略性的資源共用計畫。同樣的，我們校內也應該

同步進行院、系之間的「課程重整」和「人才重整」的思考。

 

 

 

　誠然，審慎權衡現代學術之重新定位是個錯綜複雜的課題，為追求新知市場上的戰

略優勢，往往可為學校在開源上謀得直接利益，但也可能失去學校在傳統理念與道德

上的正當性；如果學校集傳統價值於一身，而無營收，又一定拘限學校的發展，所以

這是兩種皆合情理的觀念，取捨各有利弊。然而無論如何，在先進國家中，大學教育

永遠是引領國家、社會發展的指標，今天各位畢業後即將踏出校門，二十年後正是社

會的領導階層，而大學中造就了一批什麼樣的人才以備社會所用，正也該是你（妳

）們所關切的課題。所以主動掌握機變，不僅是教育的問題，也是社會進步，國家提

昇競爭力的泉源，更是個人生涯規劃，掌握創造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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