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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回到1997年，在全部志願只填中文系的瘋狂行為下，我進入淡江大學夜間部，當

時的夜間部，有1/3的學分可以選修日間部課程，為了有更多的時間享受大學的生活

，我在大一、大二狂修學分，當然也不忘打工、玩社團、交男朋友。 

大一那年，我考進淡江時報，並且負責行政副校長室的新聞，因為是行政單位，所以

對於學校大力推動的資訊化、未來化等概念，雖然當時還不是很懂，但已經有些模糊

概念，大四那年進入天下雜誌當工讀生，一路從行政助理到企劃、業務與現在的管理

職，在瞬息萬變的媒體業工作，絕對需要資訊化的能力和未來化的視野，不得不讓我

由衷佩服母校當年願意不厭其煩的面對一群鴨子講述未來趨勢的決策。 

也因為在淡江時報，有機會採訪到許多優秀的校友和師長，印象最深刻的是採訪佛光

大學的創校校長龔鵬程教授，他曾經在23歲成為台灣最年輕的系主任、一路成為最年

輕的文學院院長和大學校長，是淡江中文系的傳奇人物，有著武俠人物中瀟灑的故事

，也經常在其他老師口述中知曉他在淡水河邊的浪漫。只可惜我無緣成為他的學生

，但這個故事的魅力，一直是讓我至今仍深愛中國文學的動力之一。 

同一年，我開始在水源街的大台北沖印店打工，當時的數位相機還不普遍，牆上總是

掛滿各種社團的牌子，每天可以沖洗上百支底片，因為在照相館打工，很早我就知道

印刷CMYK的色彩原理，在進入媒體出版業後，即使不是大傳系畢業，也具備不少新聞

、印刷相關的基本知識。 

儘管畢業已經十年了，但當年的回憶，依然歷歷在目，過去我也經常到各大學辦活動

，總是能夠很驕傲的跟校長或老師分享淡江開放自由的校風和學習方式。像是當年教

《荀子》的劉文起教授，一上起課來就像說書人，課本裡的文言文都變成生動幽默的

行動劇，一度荀子成為我的偶像，一點都不在意什麼人性善惡，就是愛聽老師說故事

。 

另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師，是當年教授《文心雕龍》與《中國哲學史》的廉永英老師

，廉老師每堂課，必須由班長喊：起立、立正、敬禮，而且規定一定要背書，上課不

能遲到早退，一度還曾因為人數不足無法開課，但廉老師的真材實料，幫我累積深厚

的文學底子，並且運用在後來工作上，特別是廣告文案，必須用最短的字表達最容易

被認同的意義，就像寫詩比寫作文難，在我去廣告公司上班那年，能博而後能精，而



且要老嫗能解，可是中文系天生的競爭力呀！ 

我也曾受教於女權運動的始祖李元貞老師、台灣施家三姊妹之一施淑女老師等頂尖學

者的課，只是當時有眼不識泰山，除了覺得很另類之外，一點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國寶

級的師資。在我進入天下雜誌後，每每參與發現台灣-319鄉專案，就想起當年施老師

講述台灣文學時，對大時代的不捨與激昂。 

十年來，我選擇定居淡水，偶爾帶著孩子到學校裡看悠閒的鯉魚，假日習慣到活力堡

吃完早餐後，全家一起到校園散步。春天的櫻花樹、杜鵑，夏天的玫瑰，我在那青春

盛開的年代，汲取知識，與古人在雲端和教室中錯身，累積成為進入社會後的能量

，相信無限可能，然後能實現無限可能的巨大能量。 

今年，淡江大學第十三度蟬聯天下雜誌集團中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私大第

一名，一方面感到很窩心，一方面也回想這十年來在職場看過各種新鮮人的樣貌，以

及自己在面試新人時，決定用人的關鍵。 

其實學歷是第一座橋，說不重視是騙人的，但是過橋後比的是功夫，比武術也比心法

，但往往勝出的都是有一顆自由開放的心，願意敞開心胸和團隊合作，特別是擁有豐

富社團經驗的人，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領導力、執行力等管理能力，在應對進退上有

熱情和彈性的人，比較能夠被賦予重要任務，也許就是這些特質，造就出許多企業家

校友，面對更複雜的未來社會，唯一不變的，是不斷改變的世界，期待學弟妹能夠在

大學生涯中，勇於嘗試各種可能，進入社會後也不要忘記進大學時最初的熱情，一定

要相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當挫折來時，表示你的功力到了有機會升級的時刻了，套

一句某廣告公司創意鼓勵自己的話：蔣中正當年把整個中國大陸都弄丟了也沒怎樣

，還有什麼比這更嚴重的事嗎？ 

最末，很開心與母校共享一甲子，也特別感謝張校長和倪老師、及編輯們在我擔任淡

江時報記者期間給予的協助，以及當年的系主任高柏園教授的語理分析課程，為我打

下進入職場時非常堅實的基礎，祝福我親愛的母校：飛越一甲子，菁英滿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