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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詩歌朗誦淡江人如痴如醉

學生新聞

【記者陳建豪報導】享譽中外文壇，新詩、散文、翻譯皆獨步當代的「高雄市市寶」

余光中教授於本月5日、8日分別在校內舉行三場演講，他除了分析文學作品，更當場

朗誦詩歌，令現場師生聽得如癡如醉。 

 

由中文系邀請余光中擔任淡江講座的的三場講題分別為中文與英文、詩與音樂、散文

之知性與感性。在演講中，余光中輕易地展現出他淵博且學貫中西的學識，在第三場

講座中，他就在短短的一個小時多的時間裡，列舉十幾位中國文學家的作品分析給大

家聽。而在後兩場演講中，更當場朗誦了中英文詩歌與散文，其聲音之好聽及鏗鏘有

力，讓在座的同學在聽完朗誦後，都不約而同的以鼓掌叫好。 

 

約三十九年前，余光中就曾經來到淡江講課過，所以這一次應算是舊地重遊了。他也

表示，雖然淡水與淡江已和他的記憶有所差別，但看到如今變得如此繁榮，內心也相

當高興，余光中幽默地笑著說：「雖然淡水鎮有些變化，不過，幸好觀音山還在。」

他還表示，他本來以為這一次來淡江演講會很忙，沒想到卻讓他忙裡偷閒，好像是來

到淡水渡假一樣，令他相當開心，如果有機會的話，願意再來淡江演講。 

 

【記者彭紹興報導】去年十二月九日前農委會主任委員彭作奎先生辭去政務官的工作

，他認為政務官是職務或職位而非職業，隨時可以因為與自己的理念相衝突而毅然決

然的拂袖離去，上上下下在先進的國家是稀鬆平常的事，因為國民黨的五十年的執政

，造成許多的政務官因為眷戀職位而有所妥協，他始終堅持蘇軾的一句話「為所當為

，言所當言」，作為知識分子的應當有的節操。 

 

上周三（十日）應大傳系「名人講座」之邀於驚中正演講「談學者從政」的彭作奎教

授是創辦人張建邦在伊利諾大學的同學，他以本身的從政經驗暢談自己在理念與官位

衝突間如何抉擇，以及身為知識分子該有的堅持，期勉同學身為準知識分子在學理間

如何看清事實的真相，不要因為一時的利益關係而犧牲或妥協，他更談到，台灣第一

次政黨輪替，無非對想從政的人提供可進入的管道，因為所有的政務官永遠不知道下

一個執政黨為何，進而讓政治的清流可以輪替，不再是長期的合作關係，而是真正考

慮到學理與民之所需。 



 

【記者彭紹興報導】鮮少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的姚仁祿釱姚仁喜兄弟，上週二（九日

）晚上七時應大傳系「名人講座」之邀暢談「建築•關懷」，目前擔任慈濟大愛電視

台總監姚仁祿先生與國內著名建築設計師姚仁喜先生，共同在人文與科技對話中談及

生活與科技以及創作與生命，兩兄弟都扣住對人文環境的關懷，在居住的空間中如何

與自然相結合以及如何回歸到對「天」的尊重。 

 

首先剛獲得遠東亞太2000年傑出建築師獎及內政部傑出建築師的姚仁喜提到，內在關

懷由外在關懷開始做起，其設計的建築物多採用自然光或考慮到日照角度、風的走向

，整棟建築物無不以人本為出發點。更談到關於自己設計的原創性，剛畢業的時候

，因為年輕總以為要設計一棟完全原創性的建築物，然而現在卻發現最大的障礙，確

是設計者本身過於拘泥「原創性」而失去對於簡單且生活化的體會。 

 

姚仁祿先生卻談到已經失去百年的「敬天」精神，所謂敬天並非迷信，而是對大自然

的一份尊敬，整個地球的物種有兩千多種，然而破壞這個生活環境竟然只有一種，就

是「人」，一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開始就加速這個環境的滅亡，臭氧層已經兩個破洞

，緊接而來的基因工程又將是另一個浩劫，所謂人的生命意義將失去任何意義。 

 

設計歸於簡單是很難的，就像說話一樣，用最精簡的幾句話傳達最重要的意義，而內

在關懷到外在關懷，從本身做起，整個大環境如果能夠從每個人的生活細節去注意

，對它的傷害將降到最低。有同學提及個人如何對大環境最保護，姚先生就鼓勵在座

的人，用餐時能夠不用免洗筷子，是自己尊重自己的第一步，他更提到慈濟人在心中

都有一個誓言，如果用膳時沒有可再沖洗的筷子，這一餐就不進食，因為這種理念是

對大環境最基本的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