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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在辦過幾次演講後，無論在世新，或是文化大學，我還是最希望有機會能夠回到母校

，將我的人生哲學、以及創業過程與學弟妹們分享。自民國七十二年畢業於航空工程

學系，常聽人家講說：淡江的學生，比較會做生意。因為校風比較開放的原因，最早

期全台灣的大學裡，第一個就有所謂的「同居巷」的傳說，同時淡江也是第一個開校

園舞會之風，當時這第一場舞會就是由當時身為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也就是現在的

學生會會長的我所負責籌辦的。 

 

而當時仍有舞禁的，但因為比較自由、開放的教學環境，學校同意，淡江成為首開全

台灣大專院校可公開辦舞會的學校。當時四千多人來參加，除了場內所擠的下的兩千

人，場外更是擠滿了兩千多位同學；可以想見當時的盛況空前。我的觀點裡，淡江的

地理環境很好，坐落於淡水小鎮，我當年曾在學校社團活動負責人會議裡建議，以前

淡江沒有圍牆，淡江大學的招牌應該放在竹圍，把淡水整個變成大學城的觀念，以淡

江為重心，周圍仍有淡水工商、淡江中學、社區等，可以由我們學校舉辦社區活動

，比照美國的大學城觀念，可讓學生走出校園，學習社會活動、參與社會服務，和淡

水鎮民融入一片，是一種大學城的觀念，但很可惜基於一些因素，並沒有採用。 

 

另外一點，就是開放式的教育，當年老師上課是不點名的，相較於他校，仍派專人點

名，如同小學、中學的數人頭教育，而非真正的大學教育。在十八歲以前為「人格養

成教育」，十九歲以後是「成人教育」，學生必須學習如何「自我管理」，替自己的

行為負責。淡江能夠接受比較美式的管理，在學校開放、自由的風氣下，相對的也更

能激發出學生的潛能。 

 

當年的我，對於選校或選系的是茫然無知，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的資訊可以參考，於

是跟著潮流選擇工學院的系所，並卻未顧及自己本身的興趣。但是，即便如此，仍然

要盡學生的本分，書要唸，而非死唸書，或唸死書；最低標準，至少要讓自己All 

Pass。我比較主張的觀念就是，唸書是為了累積以後進社會生存的能力，而非完全是

因為興趣。目的是為了培養能力，沒有生存能力，何來興趣可言？ 

 

現代的年輕人，我們稱為「草莓族」，外表美麗可口，卻不禁碰撞，相當的脆弱，不



堪一擊。師長、社會要負責任的是，讓年輕人明瞭以後畢業要做什麼？你要的是什麼

？我會建議學弟妹，先培養出自己的生存能力，再來談興趣。先有生存能力，也才有

資格和他人談生活情趣。若是基本生活能力都無法達到，就先談興趣，未免言之過早

。因此，我會說，唸書不只是興趣，而是不斷培養累積自己的未來生活能力，而非依

賴父母、師長、朋友過一輩子，這也是唸大學的目的之一。我鼓勵學弟妹不要人云亦

云，只是跟著潮流做夢。要有夢想，但是不要只是作夢，但是夢和實際要互相結合

，讓夢想實現，也就成為理想，然後你就會擁有它。 

 

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寧可做了後悔，不要後悔沒做，既然做了就不要後悔，已經發生

的事情，就必須去面對。」樂天知命，你的命就是如此，接下來就該掌握你的運。不

管你是如何進到淡江，都已經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了，現在要開始面對的實際問題是

，這四年裡，我要做什麼？畢業以後我又要做什麼？我能不能在這大學四年裡得到我

想要的，都需要及早規劃。也就是說，大一進來時，你就要學會如何獨立、養活自己

。 

 

人生必須有兩個存摺，一個是財富的存摺，另一個則是人脈的累積，你能夠在一生中

存到幾個知己釱相助的朋友及貴人，是很重要的。時間是不停的，也是最值錢的；因

為他過去就不回頭的。我完全不鼓勵死唸書，反而，我認為應該多參加學校社團活動

，能唸好書，又能夠享受生活，將生活多元化，眼界放開，才是最好的。除了學校的

課本教育外，我認為人生的教育更重要，人生、未來要往哪裡去。在聽父母師長的建

議之餘，自己仍要做仔細的思考，要分析了解自己的路是往哪裡走，當然走的過程中

會有許多挫折，但是這些都會讓你成長。 

 

淡江的環境，讓我在社團方面，學習到組織、人際，我今天能夠有這樣的成就，其實

是社團經驗。組織、管理、以服務代替管理、以領導代替統馭等的觀念，社員彼此合

作達成目標的過程，都是在社團中就先學習到的。只是在校園中，少了「商業」的動

機。在參加社團後，必須清楚的就是，你得到了什麼？然後呢？做事時不要怕麻煩

，付出一定有收穫的，在每一次遇到困難或麻煩時，必須學習如何解決它，要把它當

作是學習的機會。寧可在學校時期，多失敗釱多學習，累積經驗，因為久病成良醫

，而出社會之後，所負的責任相當大，不會在有如此的學習環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