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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東華人： 

       這個星期天，為了完成週一必須送出的研究計畫書，我關在家趕工，偶而看

看電視，了解太陽花運動的同學們，所發動的靜坐凱達格蘭大道的行動。到了晚

間約八點，經由報導，看見將近五十萬的群眾參與支持了，這些年輕人理性和平

對政府的訴求，而同學們表現出來的高度自律，有組織的規劃，以及幾近完美的

和平行動，我衷心為這些優越的青年感到驕傲。 

 

       但是，我必須在此提醒東華大學的同學們，雖然發起攻佔立法院，出自學生

們對政府—包括行政、立法系統—政策決定過程的不滿與失望，然而，畢竟這不

是長久之計，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在適當時機，思考如何退場，同時，也

仍要請同學們務必保持理性，確保自身的安全。 

 

       看完示威群眾井然有序的離開凱道後，引發我很深的感慨，並感謝這些年輕

人給我們上了一堂課。因為幾十萬人出來，表達他們對抗議訴求的支持，我們怎

能不深切檢討，反省，到底這些年來我們哪裡錯了？ 

 

       我的成長過程，正好跨過三個不同大學生的世代。四十多年前的1970年代，

我與今天在凱道的年輕人一樣，正在大學就讀，當時是威權統治，白色恐佈就在

身邊的年代，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反攻大陸，年輕人被教育不可參與任何與政治相

關的公共事務，甚至不能公開發表與政府政策違反的言論，我們的任務就是好好

唸書。 

 

       幸而政府有明確、積極的人才培育策略，當時我們年輕人琅琅上口的是「來、

來、來，來台大 ; 去、去、去，去美國」，因此當時是個「人才外流」的世代，

說的好聽些，是個在海外儲備人才的世代。多數的大學生的理想目標，是出國留

學，除了給自己找機會之外，也可能是出於不滿現狀而避離台灣的舉動。即便因

故無法出國進修的人，由於上大學的人畢竟還是少數，留在國內也都可以找到合

適的工作，大學生們畢業後基本上是有希望的。 

 



       到了1980年代後期，台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由於蔣經國先生的努力，創造

了經濟奇蹟，使台灣很快的累積財富，社會澎渤發展，年輕人有許多發展的機會，

不必到國外發展，在國內一樣可以追求、達成他們的理想。我接觸過的許多這個

世代的年輕人，便以「來、來、來，來台成清交 ; 去、去、去，去科學園區」

為目標，不再以出國進修為主要考慮，社會也提供了多元的機會。 

 

       不過，另一方面，年輕人仍有一股無法直接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缺憾，再加

上當時解嚴後動盪的政治環境，因此為了增額國代延任問題，引發了1990年的野

百合學運，他們提出的訴求，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產生了鉅大的影響，1991年廢除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台灣走向更為民主化的道路，而當時的三月學運，

也鼓舞更多年輕人投入政治行動、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我們的社會也因此更開放，

更民主。整體而言，當時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後是充滿希望的。 

 

        2014年的今天，在政治上，我們早已成為可以直接民選總統的民主法治國家，

同時，在教育上也發展為有超過160所大學，幾乎每位年輕人都可以進入大學學

習的社會。可是，我們民主、法治的理念是否已能充分實現？國家制定的政策是

不是給了學生們美好的願景？ 

 

        今天的大學生，其實是有理想的，有自主意識的，網路世界造就了同學們更

多元的學習管道，他們的學識已經遠超過一般課堂上所能提供的學習內容，他們

的能力也超越我們的想像。他們非常關心台灣的現況，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面

對社會問題。以校內許多服務性社團多年來的表現為例，他們的成就，絕非我在

相同年紀時所能比擬的。對這些年輕學子，我們不應該再認為他們是一群無知的

毛頭小孩，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想法，而且他們的想法往往超越了我們這個世代

的認知框架。許多人都將太陽花學運又歸為藍綠政黨的鬥爭，真是如此嗎？整個

事件真的只是因為服貿協議，還是它只是事件的導火線？ 

 

        大多數人應會同意，此次事件的起源是因為年輕人看不見他們未來的希望，

不知他們未來願景在那裡，他們「來、來、來，來大學 ; 但去、去、去，去那

兒？」，去歐、美、日等國家留學已不再如過去容易，因為必須面對強硬的中國

對手。去中國嗎？還是去新加坡？這是年輕人要的未來嗎？中國絕對不是年輕人

唯一的選項。 

 

    今天在台灣，我們經常為了中國的事務而引發藍綠衝突，造成政令不彰，更

缺乏宏觀具體的政策，保護台灣本土，所以我們經由“看見台灣”紀錄片，發現



美麗寶島逐漸被浸蝕、破壞；不過，我們也從“KANO”電影，看到了團結的台

灣人可以無敵，因此，我們是否應該藉此機會，超越黨派，全國攜手合作、對話，

凝聚共識，讓台灣變得更好，讓年輕人對未來有希望，有憧憬？ 

 

        的確，根本的關鍵問題在於，年輕人的未來在那裹？我們如何協助他們實現

他們的理想？難道我們不能建構一個系統，讓這個世代有能力的年輕人，可應用

台灣的特色資源來創造新興的機會，不僅提供就業，且可藉以恢復台灣美麗寶島

之名？ 我們是否有可能將台灣像瑞士或北歐幾個國家一樣，發展成為強調永續、

富足、幸福、民主、法治的國度？ 

 

        我認為這樣的機會是存在的，用全球議題在地解決(Glocalization)的策略，是

我們可以實踐永續發展的行動模式。讓我用過去半年多來東華同仁共同努力的一

個案例來說明，學生們曾分組針對“為何清明草被稱為窮人的人蔘?” 、“龍葵

湯是否可以解酒?”等存在已久的民間傳說進行研究，令人驚喜的是，學生的報

告有非常意外的結果。 

 

    這其中針對清明草的結果特別優異，該結果也促成了生科系的研究生接續下

來更深入的探究。經過近半年的詳細實驗，証明清明草的萃取物具有非常有效的

抗發炎及抑制肝纖維化的功能，這些結果目前已經向台灣及美國申請專利。最近

學校也已與明基材料簽約合作，希望共同開發清明草的應用。 

 

    我們更組成大型團隊，包括花蓮農改場，中研院等單位建立夥伴關係，共同

向科技部申請大型跨領域研究計畫。我們預期可以由此衍生具生醫效能之產品，

並建構將這些有療效的物種大量培植的技術，移轉給地方民眾，協助地方經濟發

展，建構具有原創特色的創新綠色產業。今天，我們強調永續發展，談在地解決

全球議題，創造就業機會，或許清明草的開發，就是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 

 

        我認識的東華同學們是有能力解決問題的，只要我們將適當的題目交給他們

去思考，去找答案。因此，我要呼籲各位同仁，該是我們重新思考、規劃我們的

課程的時候了，我們必須設計對學生將來真正有幫助，且對國家社會發展有貢獻

的課程。或許我們可以邀請學生一起來討論、規劃，什麼才是他們真正需要從學

校學習的知識與能力。 

  

        底下這首詩，是我認識的一位今年秋天將上大學的高中數理資優生，在八八

風災後，參加世界展望會服務學習營後寫下的心聲： 



 

        《我的家鄉在禮納里》(原作共有三首，在此只引用其一) 

       當最後的浪花在土壤開屏 

       天上的誰  又補了共工撞破的恨天 

       這次為時已晚  悠悠離去仍做逝水 

       橫臥泥濘的老樹早已撐不起家園 

       嬰孩在殘葉號哭  老者偎著陶壺跌坐 

       頭目十指交疊  曲膝閉眼 

       讓我們一起祈禱  災難明天就止 

       勇敢的族人要循著蛇尾  踏上新的歸途 

 

        我不禁自問，假如這樣的學生到東華來就讀，我們要如何培育他？這是我們

必須一同思考，如何因應下一階段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年

輕世代創造更燦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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