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聽別人的意見

「女口有機會再讀一次大學，我希望多參加社團活動 J '鄧校長

說出了他心中引以為憾的事。不過，以民國四、五十年代的大學生

而言，社團活動當然無法與現在的多元化相提並論，而且當時台灣

的物質生活環境也不像目前這麼舒適，普通人家的子弟進大學後幾

乎都要兼家教，以減輕家裡的負擔。鄧校長一路走來雖然辛苦，卻

是收穫豐盈，聽他述說以前的大學生活點滴，如同回到過去的年

代，儘管時空有異，但他的經驗之談，相信對這一代的大學生應有

所啟發。

大學生應具備或培養那些基本能力?鄧校長認為首先要具備的

是對一般事務的判斷能力，因為對社會而言，大學生仍是屬於受高

等教育的少數人，如果沒有基本的對一般事務的判斷能力，將很容

易為別人所左右，而要培養大學生其備這方面的能力，學校的通識

教育就顯得極為重要，透過通識教育課程，學生學習到不同領域的

常識，有助於他們做出正確而不偏頗的判斷。其次是要真有自我表

達的能力，最好是除了以本國語言表達的能力之外，還要有一種以

上的外國語言之表達能力，當然，這裡所謂的表達能力不只是指口

頭的表達能力，而是包括對某一複雜議題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完

整的、有條理的敘述分析，老實說這對大學生來說不太容易;但是

若能具有這樣的能力，貝IJ畢業以後不論是從事什麼行業，都會有很

大的幫助。

談到大學生的蹺課，可以這麼說，沒有蹺過課的大學生可以說

是極少，鄧校長自己也坦然地表示，在台大念書的時候即曾經蹺

課，不過，他蹺課並不是為了到外面去玩，而是為了提早到達餐廳

吃飯，因為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大家的物質生活並不富裕，能夠

吃飽已經是很大的褔氣了，根本沒有能力顧及營養，所以他總是在

第四節課時提早離開教室，甚至就不去上課了，為的就是要先趕到

餐廳、吃飯，尤其重要的是要撈起浮在湯上的油水以補充營養。

然而，鄧校長當年的清苦環境，對於今天的大學生來說可能無

法想像與體會，以目前大學生的蹺課原因來說，當然不是為了要提

早吃飯和撈油湯，很可能是為了出去玩，或是在外面工作兼差等因

素。鄧校長在本校也教了許多年書，對於學生的蹺課他根本不在

乎，他上課時也從不點名，只要學生考試成績達到標準，他絕對不

會為難學生，因為的確有些學生蹺課並不完全是為了打土或貪玩，

而是學生程度真的不錯，認為老師的教學進度太慢，只好自己到圖

書館找資料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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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大學生打工的風氣很盛，鄧校長也非常支持學生打工，



因為學生可以從打工的過程中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以及體會到賺

錢的辛苦;但是打工也有其潛在的危險存在，例如為了貪圖享受而

去打工，就失去了打工的真正意義，而且有些打工的工作性質不一

定是健康的，即使是願意以勞力來賺錢也要注意其安全問題。以本

校學生而言，就有一些僑生不怕辛苦而到建築工地去打工，雖然可

以賺到更多錢，但是安全問題令人憂慮，以往就發生過在工地打工

的學生不慎被釘子戳傷腳底的例子。

在大學時代交異性朋友，談談戀愛，幾乎是大學生必修的學

分，鄧校長有點觀碘地說，他在大學時代並沒有交女間友，一直到

唸交通大學研究所時才交女朋友，後來他先出國唸書，女友在東吳

大學畢業之後1m赴美國與他結婚。鄧校長笑著說，他的交友結婚過

程之愛情世界，既不多彩，也不多姿，只是循著一般人的模式進

行，生活可說是平凡、平淡。其實平淡、平凡的生活才是最真實

的，有些人甚至連這樣的生活都難以得到。對於大學生交異性朋

友，鄧校長認為大學生都已經是成年人了，學校不會刻意去禁止，

也不會去促成，校園的情侶就任其自然發展。

社團在大學校園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學生透過參與社團

活動可以學習到許多知識，甚至可以從中領悟到與人相處的道理。

鄧校長對學生社團的功能給予高度的評價，他也建議學生多多參與

社團活動，因為從參與的過程中學習如何被領導，比如何領導別人

更重要，因為只有能夠虛心地接受別人的領導，以後才能有效的領

導別人，尤其大學生畢業之後，很可能都是各企業不同層級的主管

人員，如果能在學生時代學到如何被領導與領導，相信以後到社會

上工作必能順利展開事業。對鄧校長來說，大學時代由於家庭環境

因素使他在課餘都擔任家教工作，沒有多餘的時間參與社團活動，

他至今引以為憾。因此，他衷心建議學生應多參與社團，學習各方

面的知識和與人相處之道。他說，如果時間可以倒流，他一定會多

參加社團活動。

大學生活四年其實也很短，但若能充分利用這四年的時間，相

信一定可以開創出相當的發展空間。鄧校長認為，大學四年也可以

說是一個學習如何觀察別入的好機會，尤其現在的人大多是自主性

強，自制性薄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事實上還並不是壞

事，只是太過於強調自己的意見，而無法容忍別人的意見，買IJ必然

會引起衝突，目前社會的紛亂現象，有一部分因素就是因為大家自

主性太強，而相對地使自制性薄弱，如果在大學時代能夠學習到如

何與人相處，那也是不虛到大學走一田。

(轉載自84年9月 5 日中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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