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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卡效應在淡江--中文系：守護文史魅力　培育博雅人才

專題報導

中文系國內外優秀系友名單請點選右下角&quot;檔案下載&quot;處 

 

文�陳怡臻、王妍方、黃雅雯、陳依萓 

引言 

根據教育部96學年大學部以上學生人數排名前十大系所，中文系碩博士分居6、5名

，顯示學生就讀中文系意願高。本校自民國45年創立中文系，已有52年悠久歷史，並

在77年及88年分別成立碩士班和博士班。系上人才輩出，榮獲金鷹獎的校友有6位

，分別為吳金生、許耀文、沈葆、黃隆正、陳銧、龔鵬程，此外，國內知名雕刻大師

吳榮賜、現任台北縣觀光局長秦惠珠、詩人歌手王昭華、本名鄭千慈的台灣新銳作家

伊格言等，系友在各領域嶄露頭角，傑出表現更在中文系傳為美談，留給後進學子一

個學習的榜樣。 

 

系主任崔成宗 

「期許中文系學生能在30歲時，不管唸不唸書都有博士的水準」，中文系培養學生人

品、涵養、學問、能力、智慧等多元化的發展，綜合這些能力，使學生能培養獨立思

考的能力，落實在生活當中。系上資源豐富，開設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中國通俗武

俠小說研究室、圖像漫畫研究室供師生學術交流，並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學生

每年春、秋季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經審查後收錄於《問學集》，系上並發行淡江中文

學報、藍星詩刊，每年舉行驚聲古典詩社的桂冠詩人獎及五虎崗文學獎，這些都是中

文系淵遠流長的傳統。中文系已發展20年的文學與美學之研究及社會與文化之研究

，目前已臻成熟，開始進入中華學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之研究，在大學部，提供文

化產業和學術的課程，例如「民俗與文學」、「進階書法」等，碩博生則要求論文與

文化創意產業結合；而對華語文教學及其學術與世界漢學之研究，則讓學生能夠具備

足夠專業能力教導國外學生華語文。未來更朝向創意漢學、數位漢學、國際漢學三方

面繼續耕耘，希望能培育出兼具傳統與現代文化的人才。 

 

課程多元配合實務 

課程設計同時考量學生畢業後的發展，目前已有三個應用學程，分別是編採學程、文

藝創作學程、華語文教學學程，下學期即將開始配合文學院開辦文化創意學程，結合



文化創意與知識管理。在「文藝編輯學」的課程，講師封德屏藉由課程設計，實際編

製刊物，奠定學生繼續研究或從事編輯與出版行業的基礎。此外，教師適時安排校外

教學，以多元方式教學，中文系的講師黃興隆，教授「中文編輯與採訪」和「新聞寫

作」課程，除教導寫作新聞格式外，並安排到時報周刊、中國電視公司、中天電視公

司、基隆港務局等機構參觀。「基礎書法」和「進階書法」，安排同學到書法教室上

課，且有當代名畫及碑帖供學生臨摹，提供學生多方面的學習。 

 

學術研討會及期刊拓展視野 

中文系每年至少舉辦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會議都有創新主題，與會學者更遍布

全世界，除有日、韓、中國大陸之學者更有遠至美國、維也納等學者參與。 

早期有「莊子齊物論學術會議」和「兩岸文獻學學術會議」。近年則有「台灣書法國

際學術會議」、「中國語文表達教學及學術研討會」、「文學與美學學術會議」和「

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皆要求研究生參與，使其提早接觸相關學術活動

，體會國際型會議的規模，接收多方資訊增進其專業知識的廣度，有益其論文之研究

。除有國際學術研討會，系內也會於每年4、5月在文學院會議廳舉辦大學部論文發表

會，由碩士生幫忙輔導，表現優秀的可以參加文學週發表論文。研究生則有秋季論文

發表會。 

中文系出版刊有《淡江中文學報》、《藍星詩學季刊》、《受業集》、《問學集》、

《五虎崗文學獎作品集》、《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期刊》、《翰苑拾穗》淡江文學等

，皆是歷年來優秀成果展現。《受業集》、《問學集》和《衍學集》分別由大學部、

碩士生和博士優秀學術論文集結而成。崔成宗表示，希望透過提供此公開發表園地

，讓學生可提早熟悉練習寫作學術論文之格式及相關研究方法。 

藍星詩學季刊，前身為台灣「四大詩社」之一「藍星詩社」所發行的《藍星》，於

1993年停刊。曾是該社社員的教授趙衛民擔任總編輯，其他系上教授共同擔任編務工

作，於1999年重新發行此季刊，延續其舊有傳統內容外，每期以一位藍星詩人為專題

，增添英譯本國作品、詩學研究、教學研究及史料、詩作評論等創新專欄，增強詩刊

學術性。於89、90連續兩年被文建會獲選為優良期刊，肯定中文系教師之能力。《翰

苑拾穗》淡江文學，為中文系老師和同學發表作品園地，目前已出版至第33期，從徵

稿、邀稿、審稿、校稿、編輯等皆由中文系學會一手策畫，系主任從旁指導協助。在

畢業前給予學生實地操作機會，增強就業優勢。 

 

女性文學、圖像漫畫研究室強化學生就業知能 

女性文學研究室於民國88年由中文系的李元貞、何金蘭、范銘如三位教授成立，現由



助理教授黃麗卿主持，希望有系統地蒐集與研究中國女性著作，探勘出比較清晰的女

性文學歷史和版圖。研究室藏書內容融合古典和現代，以台灣、大陸和海外女性文學

著作為主，中外學者對中國女性文學或文化的評論、翻譯著作為輔，目前計有三千多

冊。此外還有與性議題相關的期刊、雜誌等。並已於民國89年15日發行中國女性文學

研究室學刊創刊號，除了豐富藏書外，也架設專屬網站，提供可相互交流的平台。積

極舉辦專題演講、研討會和論壇等相關學術活動，給予同學最新的資訊。 

圖像文獻研究室收藏七萬餘冊漫畫，全數皆由漫畫家洪德麟捐贈，內容包羅萬象，從

台灣早期漫畫葉宏甲的諸葛四郎、蔡志忠的漫畫、史努比、迪士尼卡通等，其中更有

得來不易的台灣第一本漫畫和中國大陸早已絕版的「回回本」。未來將以學術的角度

收藏和研究漫畫，建立完整資料庫，提供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課程豐富的資源，強化學

生專業素養和就業知能。 

 

 

 

 

 

 

 

 

校友憶當年 

自由學風啟發創作潛力 

詩人歌手及作家　　王昭華 

求學時期影響最大的課程是陳恆嘉老師所教授的台語概論，雖然在孩童時期，便對於

台語及鄉土文學有了極深的感動，但第一次勇於嘗試台語文章的啟蒙老師，便是陳恆

嘉老師，也是因為這門課開啟我對於台語寫作的熱情，也讓我對於台語文章方面有了

基本的架構模式，並開始用台語寫下每一頁精彩的扉頁。正是因為淡江中文系學風自

由，與他校中文系相比，沒那麼死板僵硬，反而是讓學生按著自己的意識去讀自己想

讀的書。課後，老師總以最親切的方式啟發學生，讓學生有更多自我思考的空間。社

團方面，因加入淡江台語文社並與創社的蔣為文漸漸熟稔，開啟台語歌之路，當時離

鄉背景的我，自然而然就開始寫起思鄉的歌，且台語本身具足的豐富音樂性，混合成

我記憶的溫暖底土。當初我對自己的「體力」與「定力」有極大的信心，給自己一個

特別的體驗，總是提醒自己，抱著「出社會之後可能就沒時間沒機會做」的心態，好

好把握在學時光。 



 

戲曲、詩社活化想像空間 

永達保險經濟人股份有限公司區經理　　游月美 

回憶過去，王安祈老師教導的古典戲曲，當時敘述戲曲的方式，是將戲曲變成活生生

的劇場藝術，除了讓我們對於戲曲有更深的了解，也有更多的想像空間。而老師讓我

最佩服的是改編劇本的能力，我曾經欣賞過一些改編成現代版的戲曲，總能看到王安

祈老師的名字，讓我對她的學者風範感受格外深刻，我想就是因為戲曲，開啟了我多

元的想法，從中更讓我對人生有了新的感受。受她的薰陶，使我對編劇產生極大的興

趣，還曾經獲得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的榮耀。在社團方面，曾經擔任合唱團社

長及詩社社長，詩社在當時還曾經邀請詩魔莫洛夫先生任指導老師，或許是因為那時

候任社長的關係，培養我具備領導人的特質，正因為當時的磨練，成就了現在的我。

除此之外，我想中文系每位老師的不凡氣度，對我的影響更是長遠，希望在學的學弟

妹，能珍惜大學時光，好好磨練自己，以面對未來的風雨。 

 

古籍潛移默化廣闊胸襟 

樂育中學校長退休　　黃隆正 

回憶當時就讀淡江文理學院時，每天都要爬克難坡上學，樸實剛毅是當時的圭臬。影

響我最深的教師莫過於當時教導聲韻學的教授許世瑛，堪稱聲韻學界權威的他，亦為

當時的中文系系主任。許教授重度近視，但其做事態度嚴謹，即使視線不明，也因具

深厚內涵，亦能一字不漏地闡述聲韻學，令我欽佩不已。正因當時教師們認真的教學

態度，及多元的教學經驗，加上統整各家經典，閱讀學習時，更能抓到關鍵，而不是

一味地死背。或許有人會說念中文系並沒有好的出路，但我卻認為，就是因當時唸淡

江中文時所讀的古書，才使我有遠見及廣闊的胸襟。 

 

文史不分家打造深厚實力 

木雕大師　　吳榮賜 

淡江風氣自由，培育出的學生活潑大方；而優美的校舍如：圖書館、五虎崗、宮燈教

室等，常令我陶醉其中。中文系的師資優秀，每位教師都有獨門的教學祕訣，如教授

高柏園，上課生動活潑，卻涵蓋豐富的人生道理，平時很照顧學生，就學期間給了我

許多幫助與鼓勵！教授崔成宗教學每個環節都不馬虎，上他的課學生基本功會練得很

紮實，尤其崔教授毛筆字很美，同學可以多向他學習。讀中文系體會到「文、史不分

家」，不但要在中文上求精進，也要縱向了解歷史，如傅錫壬教授開設的中國文學史

、韓耀龍教授的甲骨文等課程，都為我打下文學根基。淡江以古典為主的課程不管對



學生的談吐或知識累積都很有幫助，我將所學到的道理內化到自己的作品及生活中

，使其更有內涵。而學校開設的選修科目也多元有趣，如未來所教授陳瑞貴的社會未

來、歷史系教授王樾的中國現代史還有語獻所教授吳哲夫的古代文物鑑賞，多樣的課

程帶領我接觸許多之前沒接觸過的知識領域，並開拓思路。讀中文系的同學們談吐比

別人多了份深度，也比較懂得待人接物，但必須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與電腦基礎，出

社會與別人競爭才不至於落敗，也要多利用學校「五虎崗文學獎」的機會練練文筆

，有了實力到哪都不用害怕。 

 

課程多元少限制可專精感興趣領域 

現代文學作家　　鄭千慈（筆名伊格言） 

淡江中文系跟他校最不同的是自由的風氣，對多數傳統的學校而言，中文系保守而嚴

肅，而淡江中文系對學生限制少，如考上研究所可不修聲韻、文字等小學，讓學生專

精於自己的興趣，這不但打破對規則的執迷，也代表對學生能力的信任。就學期間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教授施淑女，她評論學生的報告非常準確犀利，能夠讓你省思並找出

自己的盲點。而創建女性文學研究室的教授范銘如，對現代文學理論精熟，並時常提

出自己新見解，使研究現代文學的我相當感興趣。 

此外，系內所開的選修課程多樣，如資圖系教授黃鴻珠的國際漢學資源，內容是如何

透過網路搜尋各種資料庫，在yahoo、google之外搜尋到更為正確、嚴謹的資料。我

認為就讀中文系主要是培養基礎鑑賞能力，同學不用拘泥於中文系就非古典文學不可

，這樣的觀念。重要的是將在校內培養的能力運用在其他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上，如電

影、漫畫、空間設計等，能接觸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就讀淡江一定要多利用淡江圖

書館，它非常美麗，我的小說「甕中人」多半在那誕生，每當心情不好隔窗望見寬闊

的淡水河，好feel就回來了！ 

 

課程創新具足思想文化 

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龔鵬程 

淡江中文系中國哲學、應用文學等優先引進的課程，在課程上安排至少有20年的時間

居台灣的領導地位，有許多無論課程設計或觀念的引進，都帶給其他學校非常重大影

響。大陸的學校較少開哲學之類的課程，故學生稍微缺乏思想文化的背景，而淡江學

生由於課程、師資的多元，對中國文化會有較為深入的認識，思想的扎根也較確實。

客觀環境上，淡江學風自由，學生可獨立發展，故顯得淡江學生特別活潑有創造力

，老師與學生之間也特別親切熟悉。由於淡江是私校，人文資源有限，故將心力集中

在特別項目才能與別校競爭，如全國僅有的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這對台灣來說無非



是最重要的武俠資料庫。淡江中文師資也想當優秀，如我就學當時張之淦、王邦雄等

教授，只要是他們的課，教室內外同學要搶位置、搬椅子。此外，多樣化的社團是淡

江的另一個優勢，在學期間我便創建並參加好多社團，像孔孟研究社、天使社、國樂

社、正智佛學社等，還參加過拳擊比賽，文館前的草皮就是我讀書和打拳最常去的地

點。同學要注意的是，不要好高騖遠，成天以為鴻鵠將至，在大學期間認真讀書，有

課就去聽，有社團就要參加，做好準備就不怕出社會遭遇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