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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見面滿口校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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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蘇南安報導

 

 

 

　本校於四月二十九日舉辦校友大學校長會議，邀請九位曾畢業或任教於本校，且在

國內、外擔任大專院校校長的學者，就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展開精闢的討論，這一

群高等教育的推手，如何看待今日的大學教育，如何解決大學所面臨的危機，正是高

等教育未來發展的指標。

 

 

 

沒有特色的大學　將面臨合併命運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根據教育部高教司最新的資料指出，目前所有的大學專科

一共有一百九十七所，預計明年將突破二百所。將來教育的走向完全是網路的時代

，是虛擬的時代，美國針對網路時代對教育方式的改變作了一些研究，而最新的資料

提到，美國在公元2025年時，遠距教學與網路授課即將取代現有的教育方式，傳統大

學已經落伍，有一半的大學將面臨合併或關掉的危機。

 

 

 

　他舉了一個例子，他於1972年至美國參加一個大學校長會議，在會後與其他大學校

長閒聊美國大學招生情形，恰好有位校長說道：「我每到一家旅館住宿時，就會去張

貼招生海報，希望藉此方式吸引學生來就讀。」張建邦回答：「台灣有聯招制度，根

本沒有招生的問題，學生擠破頭要進大學啊！」多位美國校長一齊點頭說：「有聯招

真好啊，何必自己招生呢？」

 

 

 

　現在問題到台灣頭上了，學校要如何讓學生願意來就讀，是每間大專院校的重要課

題。他認為未來學校要發展自己的校園文化，自己的特色，未來人格教育與道德教育



，將是學校保握學生的辦法。沒有特色的學校，勢必難以生存，只有面臨被合併或關

閉的命運。

 

 

 

　未來大學教學較不重視品牌的「優劣」，反而比較強調品牌的「特色」。也就是某

個學校所栽培出來的學生，在專業上具有相當的肯定，或是校友具備何種人格特色或

氣質。

 

 

 

創造特色　是發展方向

 

 

 

　南華大學校長陳淼勝於會議中指出，該大學設有生死學研究所，而明年將成立生死

管理系，陳淼勝說：「除了發表一般生死學論文之外，更要把這門學問應用在商業化

，打算成立生死信託，讓生者能夠料理自己的後事。」如果當生死信託商業化之後

，只要生者將要舉辦的儀式，要花用的經費等項目輸入電腦，等到時間到了，馬上照

著生前合約實施，絕無遺憾。陳校長還表示，這個新興行業最佳的市場，就是各縣市

政府所舉辦的老人大學，讓縣市政府協助老人們簽下生前契約，有個保障，還可像保

險業一般，分為幾種優惠方案來挑選，這絕對是值得發展的方向。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必然趨勢

 

 

 

　教育部認為推展國際化教育，是現今國立大學的第一要務，而淡江的國際化頗有盛

名，張紘炬校長表示，四年前圖書館落成的時候，淡大邀請四十一所姊妹校的校長與

副校長，到學校來參加落成典禮，一共來了九十八位國際知名學者，教育部長特別設

宴招待各國嘉賓。教育部非常驚訝，淡江怎可能邀請到如此多的大學校長，當時的教

育部次長楊國賜曾表示：「淡江大學這一項成功很不得了，未來一定要讓國立大學能

夠推動國際化。」而月前張校長至歐洲各國姊妹校拜訪，受到許多大學的歡迎，校長

說：「如果洽談順利的話，預計今年校慶當天將有十多個學校來簽訂姊妹校，這一項



也是淡江在國內國際化取得領先的指標。」

 

 

 

　美國阿姆斯壯大學校長黃天中表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波不可阻擋的趨勢，尤其

是電腦科技發達，資訊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現在，如果高等教育還墨守成規，必然不

能培養具世界觀的下一代。他舉一個例子：在日本有個大學，以招收全世界五百大企

業家的第二代為宗旨，讓來自世界各國的未來精英，一起來作同學，四年的朝夕相處

，慢慢喜歡上日本這個國家，教育不只是訓練本國學生，而是教他們怎麼在世界村交

到朋友。

 

 

 

　屏東師範學院前校長何福田表示，該學校開闢了海外僑校師資培訓的管道，培育東

南亞國家如緬甸、泰國、菲律賓、印尼、汶萊、馬來西亞等國之中文學校師資。他說

：「所以我一到泰國、緬甸的中文學校，每個學校都很喜歡我，他們還封我為緬甸永

遠的校長，因為他們的師資都是近三四年來，由屏師幫忙培訓的。」這個實例，看得

出屏師對國際化獨特的見解與作風。

 

 

 

　「大學是多國籍企業，如何運用國際教育資源來彌補國內教育資源之不足？」文化

大學校長林彩梅以此作為國際化的信條，她說：「一個大學要思考的方向，包括課程

的改變必須了解國際的發展，然後來培育學生，提供產業所需之人才，才能提昇國家

競爭力。」

 

 

 

人文與科技必須互相調適

 

 

 

　本校前校長趙榮耀，在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時，看到「教育改革」的盲點與危

機，其中，隨著教育法制的鬆綁、升學管道的打通，行政重整及教育範圍延伸，均環

繞在以「智育」的改革為主體。而教育在面對未來科技和機會快速變遷的挑戰，應重

視人文素養的培育，使敏銳的思考、問題解決、與他人合作的能力，才足以應付個人



在工商專業領域的應用。

 

 

 

　和春技術學院校長王朝茂，對於人文的發展抱持著肯定的態度，他認為儒家思想是

發展人文思想全人教育的圭臬，因為儒家思想所倡導的道德教育、有教無類、人格教

育都是現代教育的趨勢。王朝茂說起他的教育理念：「專業能力讓你發財，人文能力

讓你發達」為人文與科技的融合，作了一個最佳註解，他也相信科技同人文一般，始

終來自於人性。

 

 

 

　而中國儒家學說從近世紀之後，漸漸受到西方學者的重視，原因之一在於西方科技

文明高度發展之後的反思，同時，因西方科技，尋求解決「人」的問題的發展路途上

，正面臨困境時，努力尋求一個思維新窗口的企盼。1993年世界宗教會議支持超越傳

統，重視人性激發的議題中，儒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被認為全球倫理

最佳的價值選擇。

 

 

 

全民大學已經來臨

 

 

 

　政府一直在推行全民終身學習社會，終身教育的推廣，將使知識及技術不斷成長

，並可提升國家競爭力。因此政府一直在政策上，支持大學提供終身教育之機會。真

正的一流學府，是能夠重視學術對社會的責任，在「終身教育」、「全民教育」等未

來教育趨勢下，辦一所全民的大學。

 

 

 

　省府委員陳倬民說：「全民大學的時代已經來臨，過去學校教育的對象是青年，未

來社會各界人士都要進學校進修。」全民大學的對象既然是這些人，因此學校必須有

自己最專精的部分，必須研發最尖端的東西，才能符合各界需要。

 

 



 

會議花絮

 

 

 

　每次大陸教育界來台灣訪問，張創辦人都會跟他們介紹「淡江的學生有二萬七千多

人，不僅是台灣最大的學校，也是兩岸最大的學校。」大陸教育當局為扳回顏面，開

始合併多所大學，要將「兩岸最大的學校」這個稱號拿回去，據最新的消息指出，大

陸在不久前已經將多所大學合併成功，成為兩岸第一大校。而併校之後的大學，學生

人數變多了，經費來源也變多了，於是加強軟硬體建設，聘請更優秀的師資，好處說

不盡。

 

 

 

　阿姆斯壯大學校長黃天中在發表論文前，先幽了自己一默，他說：「在我要到美國

任職之前，我們大學同學一起找出來吃飯，席間談起了我在淡江時的成績，聽見有同

學就說了，連黃天中都能當校長，那個學校看起來，一定不怎麼樣。」，還寫了一張

卡片，上面寫著『好就是好，讚就是讚，要誤人，誤洋人』。

 

 

 

　張紘炬校長用實際例子說明淡江資訊化的功效，在參加某次校友聚會時，有一位在

新竹科學園區工作的校友，在某高科技公司擔任主管，校長問他是哪一年電算系畢業

的，他說：「我不是電算系的，我是中文系畢業的。」，校長又問他：「中文系畢業

怎有辦法到高科技公司當主管？」他回答：「因為唸電腦的人文筆都不怎麼樣，我們

進高科技公司除了考電腦之外還考中文，而我中文那一科是三百多人中的第一名，而

且我也懂電腦，這是在我們資訊化教育的功勞。」

 

 

 

　文化大學校長林彩梅不希望同學能ALL PASS，原來是有的老師太仁慈了，放水給學

生輕鬆過關，於是學生畢業後，回來責怪老師沒有教好。基於這樣的原因與愛的教育

，林校長規定一到三年級絕對不可以ALL PASS，為了推動這個理念，對給ALL PASS的

老師有一套方法，她說：「如果老師給學生ALL PASS，那校長要請吃便當，所以被請

吃便當的老師，就是ALL PASS老師。」

 



 

 

　南華大學是百萬佛教信徒捐款而建成的學校，他們每個信徒每月交一百元建校基金

，積沙成塔，是宗教辦學的模範。該校陳淼勝校長表示，南華有一個特殊的募款制度

，如果一個人找了十個人參加建校基金，這個人就是所謂的「慈悲委員」；找了五十

個人，號稱「光明委員」；找了一百個人，就升級到「菩薩委員」，他說：「我本來

在淡江當管理學院院長時，自覺募款能力不錯，誰知道一看到他們募款的情形，真是

自嘆弗如。」

 

 

 

　屏東師院校長何福田表示，該校向來有優秀的傳統「三動」和「四教」，可別聽成

「到山洞去睡覺」，「三動」指的是勞動、運動、活動，「四教」則是言教、身教、

境教、制教。以前屏師的「三動」很有名，讓學生在校園挑糞種菜、養豬下田，更有

難如登天的「萬丹長跑」，從學校到萬丹鄉，來回二十二公里，何福田說：「以前每

個學生都要經過萬丹長跑的試鍊，不然不可以畢業。」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校長郭藤吉，回憶起當年教導學生的趣事，他表示，有一年的大

年初一，正當他要出門拜會朋友，赫然發現有一個班上學生，親自到他家裡問功課

，他當時又好氣又好笑，可是也只好負起為人師表的責任，還跟那位同學開玩笑地說

「我花一天時間教你，你如果還學不會，小心我捶你喔？」最後那位同學是全班前三

名，其他老師用極懷疑的態度說：「那種牛頭班，也有人考得到學校啊？」郭藤吉回

答：「雖然是牛頭班，也有好牛跟壞牛啊？當老師的就是要把每一頭牛都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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