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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卓越的第四波》獎勵扶持並重　系所百花齊放

專題報導

�教政所所長吳明清 

 

拜讀創辦人張建邦的「淡江第四波」，所述之重要策略理論均反映其遠識卓見，各種

曲線的目標都在於盡量減少衰退的時間，達成長期的榮景。就我在教育部擔任常務次

長、國民教育司司長的經驗，政府部門雖然不用S型曲線、J曲線的名詞，但是定期制

定中長程發展計畫，計畫發展到一半就開始構想下一個計畫，這點與創辦人的想法有

異曲同工之妙。另一種思維是「跨越式」的思考，可以縮短發展的速度，但是有可能

因為核心價值趕不上物質進步的速度，造成外在環境與內在文化的落差；相反地

，J曲線的觀念雖然比較保守，執行面上更為穩紮穩打。 

 

實施重點系所獎勵，對於協助系所發展特色當然能有所助益，事實上教育部的「五年

五百億」方案就與本校的政策不謀而合，其觀念都是利用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但在推動時，建議採用獎勵和扶持並重的方針。獎勵是針對有一定程度的學術成就

的系所，是錦上添花的做法；而扶持針對較弱勢，但有發展潛力，而有獨特性的系所

，可說是雪中送炭。 

 

例如目前國內大學並不看重中東地區的語言，但在全球化的社會卻有所需求，因此值

得扶持。又如對於哲學、社會學等稀有人才也應考慮釋出適當資源來培育。淡江大學

身為綜合型大學，有社會責任提供多元化的科系，讓青年學子接觸人類知識、文化相

關的知識。淡江雖以英專起家，但不以發展少數科系為足，不止於一枝獨秀，而是讓

系所百花齊放，不管是炫麗的牡丹還是平凡的菊花都能穩健成長。 

 

創辦人提出禮聘大師的重要，大學裡若有學術成就頂尖的教授任教，他們宏觀的氣勢

確實能啟發研究的風氣，提升學校聲望，但是大師未必是一流的教師，對於全校的正

面效應可能無法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另一方面，青壯年教師是校園的中堅，可以多加

引導、培養，成為未來的卓越學者，實際鼓勵可採帶職補助的方式，前往國外名校進

修一學期，就可帶回最新的思維，再次燃起研究熱情；教師得到學校的支持，也會感

念於心，對淡江的向心力更為堅定，這或許也是優秀師資難留的一個解決之道。傑出

教師的聘任和挽留，一方面要繼續堅持制度化的待遇，避免部分私立大學董事會一改



組，政策隨之改變的不確定，另一方面減少對教師的行政束縛，也就是要兼顧行政效

率和對老師的尊重，並營造溫馨的校園文化。 

 

最後，對於學生的教育，我總是告訴研究生要學會enjoy（享受）生活，不是要四處

玩樂，而是體會生活的美好：面對苦差事，也能轉換心情，從中得到收穫的喜悅；遇

到不是特別感興趣的事物，能以同理心分享而同樂，這才是生活愉快的要領，也是豐

富人生卓長者的基本態度。（葉心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