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老師太沉

編者按﹒

董毓葳老師，任教於交大廿多年，認真負責

的教學態度，深獲學生好評。同時自前年

起，更接下「交大友聲」的執行主編工作一

年，推出一系列主題探討，如「交大人的特

質 J '也受到熱烈回響。以她與交大的深摯情

緣，何以作出令學生、同事都驚愕的「提前

退休」決定?且讓我們聽聽董老師的心聲...

上星期五下午，上完古典小說的課後，

有位同學告訴了我網路上的消息。對一個自

上學期起就規畫，目前已打理好一切，準備

八月離去的我來說，一時真不知如何面對。

一連幾天，我睡不著覺，也不敢上網路看同

學的話語，我可以面對同事、家人時，搬出

千百種理由，卻在看到同學時，慌亂而不知

如何圓說。對一個為學生做得那麼少，卻從

學生處得的那麼多的老師來說:叫老師實在

太沉重。但是，究竟為了什直要離開?似乎

我也有義務要把這些心路歷程，向愛護我的

人一一解說。

這一切，得從剛來交大時說起。那時，

年輕的我只知道 r 我是老師! J 我看到的

回 是老師的榮耀，卻不知曉老師的責任，而管

干 科六十七級的學生確實讓我享盡了一切權

三 利;我戀愛的時候他們|自我上當，我結婚的

時候怕我委屈，現今每端起一次咖啡杯或茶

友 杯的時候，黃舟山、邱莉莉等人的愛就又溫
聲 暖我一次。隔著二十多年的回憶，當年田美

52 街紙燈下舞會時，航技大樂隊第一小喇叭手

「吾愛吾師」的甜美音符依稀耳畔。我懷念那

共同科 葦毓葳

元宵節與第一屆僑生擠在客廳分享湯圓的往

事，以及多年來和同學促膝談心的日子。就

這樣，我在講臺上教書，卻也在講臺下學

習。如果說我對學生有關懷與尊重的話，是

他們為我注入了這源頭活水，我才慢慢有

了;被叫做老師，是甜蜜也是承擔的感受。

因而，我開始會想一些較大酌問題:一

，個老師要怎樣對待自己的學生?教書的目的

在那裡?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一個人的理想

藍圖要如何描繪?記得金恩博士在一九六三

年發表了一篇名為 r 我有一個夢」的宣

言，呼籲美國黑白種族的平等對待。雖然不

久後金恩被暴徒刺投身亡，而這樣一個恢宏

氣度的夢，卻從此匯為美國民權運動的壯闇

波濤 C 做為一個老師，我因而也有了一個

夢;我知道活著並不能使人 7不起，選擇怎

樣活著才能使人不一樣。生命，在個人的座

標上，不過就是一條從生到死的短線。若把

它放在一個歷史的大座標上時，年壽不是幾

度夕陽紅的更送，而是青山依舊在的壯闊。

「不能只活一個自己」的想法，使我開始一再

反思「交大傳統」的意義與價值;因為與歷

史一起走過的，才成學校。與師生榮辱相共

的，方為校長。與學生一起成長的，才是老

師。我知道要圓這樣的一個夢，需要許多的

學習，輕易的被尊為老師，可能就不知它背

後的沉重!

漸漸的，生活的圈子不一樣了。我揮別

了畢路藍縷的日子，來到宏偉的大樓，研究

室變犬了，人也變遠了:知識分子做久了，

心就難感動了;共同科不共同了，交大也不



交通了;教搜光環在頭上亮著，學生地位在

心中暗著;知道怎樣做對自己最好，卻不知

怎樣做對學校最好;升等雖然變難了，做老

師卻一下子變得容易了。不能有夢，該是離

去的時候了。

直到那天，一個學生提醒我;人文的老

師是校中少數可以談心的對象，而共同科老

師應該在生活觀照上先深遠地影響他們。因

為交大的學生，在畢業後，必是中堅，他們

無可避免地要站在社會的大座標上，為整個

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剎時，把我從「願為

五陸輕薄兒 J r天地興亡兩不知」的個人無望

中棒喝了出來。雖然不願保有職業，仍然還

能保有志業 G 我願仍留下一門課，在那樣一

個班上，我會好好的認識、了解、關愛我的

每一個學生。將人文理想的夢與人分享，也

將把今日的期許化作明日的回饋。同學對像

我這樣一個淺薄老師的深深祝福，再一次提

醒了「老師」的意義，讓我在離開講臺後，

知道生活中: r我是學生 J !

此時，綜一館六樓的陽光細細地環抱著

我，它絮絮地提醒我過去的溫馨、現在的溫

暖，在同學們太陽般的朗照中，我希望過、

感動過、努力過，在日腳二十年如一瞬的游

移中，你們讓我，不再沉重，輕一鬆一地一

走一過。

四月二十三日誌於交大

廖慶豐

今天從台北經香港飛北京，看了 361 期《友聲} r 笑看梅竹半甲子 J P.31 我有話要說。

在民國60年，蕭瑞洋學長(電信61)主辦的第三屆梅竹時，因兩校同學氣氛過於火爆，

甚至還上告到全國足球協會的國家裁判;所以第四屆(民國 61年)未設錦標賽(總錦標由主

辦方清華保管) ，只辦了接力、拔河、演講(英語)與辯論四項友誼賽及其它康樂活動。

第五屆( 62年)由交大主辦，我擔任籌委會(由交大六人、清華五人組成)主席，在寒

假第一次會議就訂下了幾項原則:1.儘量集中各項比賽於一週內，以免耽誤課程學習。 2.籌委

們應以中立的立場使得年度大賽順利進行。 3 我們甚至嘗試著替傳統訂下規矩，規劃了 11個

(籃、排、足、棒、棋、橋﹒演、辯、接力、拔河及趣味競賽)以團體隊為主的單項錦標，以

免每年各校一旦出現了奧運級選手則力爭增加一個單項，而徒增兩校同學之間無謂的爭議;雖

然當年的作法有點替紀人憂天(一笑! ) ;至少程天縱學長(電工63級)就不大贊成我的提

議;不過好像連續七、八年都是以此11項決勝負，也算我們的後見之明吧!

我的澄清將使得統計29年來的結果改成交大十勝、清華九勝、三次平手，七年停辦，我

無意為交大連蜻八年未嬴回總錦標平反，實在是想讓歷史的歸歷史，同時也為在校同學及師長 國

們打打氣。

比賽一定要求勝， (勝之以武，但不至於你死我活或用小動作) ，畢業三十多年，兩校同 友
學在天涯海角重逢時無不津津樂道梅竹往事，當年設立「梅竹賽」的宗皆'是要這兩所理工學 聲
府透過體能及文藝的競技而達到五育並進的平衡發展 7 兩校精英都屬於業餘中的業餘，在不妨 有

礙專業課程的學習過程中，而能聚集同好在優良教練的指導下又能奪得錦標，那肯定能為帶動 聲

風氣產生重要的影響，否則豈不是「捨本逐末 J ?畢竟清華交大兩校都是培養跨世紀工程師的 53
搖籃，萬萬不可「因噎廢食」或甚而「本末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