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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曾韋竣報導】 歡 慶

政大88週年校慶，學務處5月

20日舉辦「校慶慶祝大會」，

超過百位畢業50年校友返校共

襄盛舉，表達對母校的感謝和

祝福。大會上同時頒獎表揚過

去一年在各領域用心付出的教

師、行政人員和學生，氣氛溫

馨隆重。

　 校 長 周 行 一 表 示 ， 今 年 校

慶 主 題 「 八 八 春 秋 ， 振 翼 摶

風」，引自莊子〈逍遙遊〉，

代 表 大 鵬 鳥 在 風 起 雲 湧 的 時

代 ， 能 夠 乘 風 而 起 、 展 翅 高

飛、進而向上衝刺。

　展望未來，周行一提到兩大

發展方向：精實課程與人文大

學城。其中「精實課程」的重

點在改革課程內容，希望能將

教師教授教科書內容的部分留

給同學自修，更多鼓勵師生利

用課堂時間互動、由教師提供

指導，同時研議縮短必修課程

和學期課程時數，鼓勵同學們

有更多時間參與實習並赴國際

發展，提升學習效果。

　至於人文大學城願景方面，

他指出，指南山莊今年正式移

交政大，結合三角地和國研中

心土地，政大將有更多校地可

供整合開發。另外，在校友尹

衍樑捐助下，今年就將開始整

修體育館；另一方面，學校也

要 另 外 募 款 建 設 多 功 能 體 育

館，希望能結合人文、學術和

身心健康，為社區、師長、校

友、學生提供更好的環境。

　經濟系教授朱美麗獲得102學

年度傑出服務獎，將榮耀歸功

全體教師和行政人員，同時期

許政大人在變動年代要勇敢走

出自己的路，找到工作意義。

　應用物理研究所長楊志開榮

獲103學年度學術研究獎，讚許

政大提供良好的環境，教師們

才能安心教學和研究。獲獎之

際，他公開建議未來增設應用

物理系，在政大人文薰陶下，

為國家培養更多具人文思想的

高科技人才，貢獻社會。

　校內師生之外，許多校友們

都專程返校慶賀母校生日。校

友會理事長、考試院長伍錦霖

表示，站在校友立場，看見政

大 近 年 無 論 軟 硬 體 都 持 續 升

級，師生校友在國內外都能發

光發熱，非常

欣慰，對於周

校長推動校務

充滿信心，祝

福校運昌隆。

　超過百位畢

業半世紀、第

25屆校友們一

大早就從全臺

各 地 重 回 學

校，並由新聞

系友鍾榮吉代

表贈送由校友

們共同編著的

〈 豐 碩 半 世

紀 ─ 政 大 畢

業 五 十 年 紀

念集〉作為送給政大的生日禮

物。

　鍾榮吉說，看著政大從五十

年前到現在一路成長，成為一

座校風優良、師資一流、校園

美 麗 、 同 學 素 質 高 的 高 等 學

府，讓他非常感動。期盼母校

能在師生共同努力下，不斷成

功進步發達，教學成果愈來愈

輝 煌 、 人 才 質 量 更 可 觀 ， 並

以 「 感 恩 、 致 敬 、 道 賀 、 祝

福」，表達半世紀來對母校的

無限情感。

　前副總統蕭萬長夫人、朱俶

賢也和其他同學們一起返校，

同樣身為畢業50年校友的她表

示，政大校園從過去只有四千

多人到現在一萬五千多人，規

模愈來愈大，看到校園變得愈

來 愈 美 ， 學 校 發 展 也 愈 來 愈

好，感到非常高興，而看到許

多校友回娘家參與校慶，更感

受到政大人的向心力。

慶賀88週年校慶 政大宣示振翼高飛

　進入畢業季，我要恭喜所有

畢業生們經過幾年努力，拿到

了一所頂尖大學的學位。政大

校友無論在全臺灣到全世界都

有很傑出的表現，追隨這些榜

樣，我也期盼所有畢業同學，

離開學校後，還是要秉持人文

關懷，肩負社會良心的責任，

持續扮演社會進步的動力。

　在各位踏出校園前，我想要

提醒所有畢業生：決定一個人

一生成就的指標，其實在於他

對別人的貢獻，如果我們此為

目標，生活將會十分快樂。

　我不希望年輕人單純只以追

求溫飽或累積財富為目標，

政大的同學不要低估自己，要

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夠為別人造

福，無論你在任何領域，都應

該要立定理想，讓別人因為我

們的存在而能過更好的生活。

　在這樣的理想下，大家必須

要非常努力認真做事。人的一

生要花很多時間工作，如果不

能得到同儕、部屬和主管的肯

定，你不容易快樂，享受其中

的前提就是要努力工作。

　不過，雖然努力認真投入職

場很重要，和樂的家庭生活和

維持終生身心平衡的習慣也是

健康人生的關鍵。幸福的家庭

生活能讓我們在忙碌和壓力中

獲得緩解，因此要常常關心、

愛你的家人。各位將來也會為

人父母，屆時要記得要成為子

女的表率，教育他們成為有理

想的下一代。

　我還要提醒，身處高度競爭

壓力的社會，無論健康、飲

食、家庭、良好習慣等都必須

要學習，這些經常被我們忽略

的老生常談，卻是促進身心健

康人生的要素。

　此外，我更鼓勵所有同學都

要擁有好的信仰，能帶領我們

在脆弱的時候，藉著信仰的支

持而度過難關。你們的一生會

遭遇很多挫折時刻，擁有信仰

和理想，可以幫助你們不因挫

敗而沮喪，更能愈敗愈勇，並

擁抱賴以持續努力的力量。

　我相信，只要大家成為一個

對別人有貢獻的人、擁有身心

靈健康平衡的生活，就能夠有

所為、有所不

為，能享受快

樂人生。政大

將以這樣的畢

業生為榮，因

為你們，政大

也會成為一所

更好的大學。

　【記者柯皓翔報導】103學年

度畢業典禮6月6日舉行，表揚學

業、服務、課外活動等領域表現

傑出的136位學士班畢業生，學

務處5日將先頒發榮譽彩帶。

　今年畢業典禮和去年相同，依

照學院區分為上、下午兩場次。

其中上午場為商、外語、傳播、

國際事務和教育學院；下午場則

安排文、理、社科和法學院。典

禮上除了頒發學位證書、播放師

長祝福影片，還將邀請講座教授

陳芳明勉勵，期許畢業生離開校

園，仍然謹記政大人文精神。

　教育四陳寧學業表現優異、熱

衷課外活動、還曾獲103年全國

語文競賽朗讀教大組第三名，獲

頒榮譽彩帶。甫於五月獲得優秀

學生的她，也是今年典禮上畢業

生致詞代表。

　陳寧表示，自己做事總有莫名

堅持，對於各項工作總是全力以

赴。即使外務再繁忙，也要求自

己不遲到、不蹺課，上課時更習

103學年度畢業典禮6日舉行 136生獲彩帶表揚

周行一強調精實課程與發展人文大學城 逾百位畢業半世紀校友返校 感念母校教育 祝福未來發展

▲畢業50年校友返校參與校慶大會，祝賀母校校運昌隆。                    攝影/宋修亞

▲103學年度畢業生即將踏出校門。                    照片提供/邱亮

慣坐在第一排。她認為，無論

同學未來從事任何職業，只要

在崗位上盡自己最大努力，都

有機會成為一個有自信、有影

響力的人。

　即將踏出校門，她期許自己

成為「不平凡的平凡人」，具

體規劃方面，目前不預設太多

框架，只希望能結合教育系專

長及對口語表達的興趣。

　外交四城戶麟太郎因志工服

務而獲頒榮譽彩帶，回想大二

擔任街舞地板社長期間，曾和

社員赴老人安養院演出，感受

到 他 們 的 熱 情 ， 讓 他 意 識 到

「跳舞也可以帶給人快樂」。

　身為臺日混血，城戶麟太郎

難忘自己到中國農村服務時，

一開始受當地孩童異樣眼光，

但預備離開時，小孩卻都依依

不 捨 ， 甚 至 流 下 眼 淚 。 「 心

靈 上 的 交 流 可 以 化 解 很 多 誤

會。」未來他希望結合公益及

外 交 系 專 業 ， 無 論 成 為 外 交

官、到非營利組織工作、或進

入企業從事公益，都是可能選

項。

　畢業典禮和優秀畢業生表揚

之外，告別校園前夕，畢業生

委員會4日還將在四維堂舉辦年

度畢業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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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學術研究特優獎

　99年進入政大，楊志開年年獲得學

術研究獎勵，近年發表研究包括銻薄

膜表面的拓樸傳導、銻薄膜與單層異

質原子接觸下的拓樸態、石墨烯相關

材料的物理性質研究、氫缺位鍊用於

氫化石墨烯之能帶調制，以及奈米碳

管與石墨烯奈米緞(nanoribbon)結構的

耦合。

　看見現今許多電子產品都趨向生產

輕薄、可攜帶式的趨勢，薄膜之外，楊志開未來還將持續研究更

多材料，進而追求「無耗能」。

　致力於研究中共菁英與幹部制度，

政治系、東亞所教授寇健文自93年開

始建構中共高層資料庫，作為研究中

共菁英流動長期趨勢的資料來源，目

前已經擁有超過五千位現任或退休副

部級以上幹部人事資料，當作資料分

析的基礎。

　展望未來，寇健文的研究重點將探

討習近平上臺後對中共體制運作產生

的影響，也希望嘗試跨領域結合，進而在國際上展現我國學者的

努力。

　近三年來，郭維裕主要研究金融市

場微結構、全球金融市場的共動性與

結構性間斷、保險契約脫退率與死亡

率之動態行為三個領域，累積多項研

究成果並發表在國際頂級期刊。

　結合研究與教學也能培養人才，

「 鼓 勵 年 輕 人 多 和 國 外 交 流 、 聯

繫，」他期望整個大環境可以提供更

多資源，提升整體研究風氣，讓年輕

博士生有機會與國外學者交流互動。

　進入政大服務三年半，近三年持

續在國際優良期刊發表，研究主題

兼具學術價值與社會需求，分別獲

國際優良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JFQA)、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和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接受刊登。

　研究足跡踏遍臺灣香港，湛可南

認為，從事研究需要「氣氛」，環

境、風氣都會影響研究的生產力與成果。與他校比較，建議政

大「可以有更多鼓勵措施」突破現有制度下的限制。

　持續翻新教學固有的模式，洪煌堯

長期研究「知識創新教育」(educ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並將研究帶入

課堂增進教學品質。他相信，透過不

斷以想法對話，培養學生的能力和素

養，學生溝通、寫作、合作等能力都

會變好。同時積極將科技帶入教學，

「讓學生主導知識產生的過程」。

　「我很幸運我的研究和教學是可以

互相提升的」，熱愛教學、研究也從教學現場出發，洪煌堯透過

教學啟發研究、更從研究改進教學。

　【記者李佳怡報導】「讀萬

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

路 ， 不 如 閱 人 無 數 ； 閱 人 無

數，不如高人指路！」土文系

友、現任上海力國集團董事長

王國達5月11日返校演講，幫助

學弟妹清楚未來的路。

　王國達民國71年畢業於土文

系，在校輔修國貿、企管系的

他，73年與友人在臺灣創立第

一家襪子公司， 74年開辦托幼

中心。76年，臺灣開放居民到

大陸探親，他隔年就開始在大

陸展開襪品出口事業，81年在

深圳設立大陸首家工廠，後來

又在上海設立總部，至今跨足

紡織業、教育、房地產等多領

域，目前還擔任上海市臺灣同

胞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王國達看似人生順利，但其

實成長過程並不是如此。不到

4歲就遭遇父親去世，「最強

的童年記憶就是哭！」他回憶

小時候，因為哥哥們都去學校

唸書，經常自己一個人在家，

肚子餓沒東西吃時就只能哭，

「但是哭又沒人看，很無聊！

就這樣學會堅強，所以現在我

才 這 麼 喜 歡

笑。」

　「如果哭沒

有用的話，乾

脆不要哭，眼

淚 擦 一 擦 ， 

往前走吧！」

王 國 達 自 認

為 人 小 志 氣

高，10幾歲立

志要做商人，

未 來 不 想 再

吃苦，大四還未畢業時就向岳

母提親，決意之後全心投入事

業。

　 「 會 成 功 也 是 因 為 膽 子 很

大 ， 堅 信 多 敢 夢 ， 成 就 有 多

大！」他觀察，大陸年輕人比

起臺灣年輕人更敢夢，憂心臺

灣年輕人受媒體、社會輿論影

響而不敢夢想，「但是你們千

萬不能被22K所誤導，每件事

都有可能，不要那麼快放棄夢

想。」

　他鼓勵學弟妹勇於追夢，因

為追夢的過程是很快樂的，但

提 醒 前 提 需 要 選 擇 「 對 的 方

向」。他認為，重點必須選擇

為學弟妹引路 土文系友王國達傳授秘訣

　【記者章凱閎報導】慶祝創

校88週年，外交系友、旺旺中

時媒體集團副董事長胡志強5

月18日返回母校主講「摶風講

座」，期盼政大學子們能終生

學習，透過閱讀掌握變化萬千

的世界潮流，為自己開創未來

的優勢，「小蝦米也能長成大

龍蝦！」

　民國59年畢業的胡志強曾任

外交部長、中華民國駐美代表

等外交要職。他以法國社會學

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話

開場，「快速變遷的社會，容

易展現『無規範』與『失序』

的特色。」當代社會每三到五

年就有顯著改變，唯有強調掌

握世界脈動的人，才不會迷失

方向。

　胡志強舉例，金磚五國(巴

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

非)近年來逐漸壯大，挑戰過

去以美國為首的一元秩序。此

外，「中國興起」更堪稱現今

國際關係顯學。

　他分析，中國經濟成長率目

前為世界第一，又是僅次於美

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場；世界銀

行也預估，中國經濟總量將於

2020年，躍居世界第一；今年

還即將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

銀行，「臺灣該如何因應？」

胡 志 強 指 出 ， 端 看 臺 灣 把 中

國 視 為 「 威 脅 」 還 是 「 機

會」。

　 他 引 述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朱雲漢著作《高思在

雲》，「(臺灣)不能再像

過 去 一 樣 ， 把 注 意 力 都 集

中 在 美 國 與 西 歐 ， 不 能 只 有

『海洋視野』而沒有『大陸視

野』。」中國趨勢已成定局，

臺灣必須未雨綢繆、把握機

會，設法在歐亞絲綢經濟帶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世界的變化跟你們的未來

息息相關。」胡志強分享，自

己在臺中市長任內，再忙都不

忘學習新知，「不要一直覺得

自己沒空，我五分鐘也是能看

三頁、五頁的書。」每當他看

到好的文章、新聞評論，都會

立刻剪下來，作為重要的參考

資料。

　「不要只記得我是個沒頭髮

的人，要知道我是個很認真的

人。」他笑說，競爭力是靠每

天一點一滴、積沙成塔的努力

而來。期盼每位政大學弟妹，

在隨時更新的資訊時代裡，必

須養成良好閱讀的習慣及跨領

域學習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舞

胡志強開講 盼政大人掌握世界潮流
應物所教授 楊志開

政治系、東亞所教授 寇健文

國貿系教授 郭維裕

財管系教授 湛可南

教育系教授 洪煌堯

摶風講座

臺上大放異彩。

　校長周行一表示，自己在胡志

強的演講中看見人生中最重要的

兩件事：「瞭解世界趨勢」及

「努力學習」。提醒政大師生不

要過於擔心大環境險峻，只要努

力耕耘自己，一定會有成果。

　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李明則說，

聽講過程如沐春風，自己也記了

許多筆記，「學習到胡學長的智

慧跟風趣之外，還有終生學習的

態度。」

　外交碩三林志穎佩服，胡志強

以簡單扼要的簡報，讓學生能抓

住國際局勢及各國重要的社會議

題。激勵他從這些基礎面向出

發，自行搜集更豐富的資料，擴

充知識、延伸閱讀。

103學年度學術研究獎評選結果出爐，今年共有應物所教授楊志開
等5人榮獲研究特優獎，歷史系副教授林美香等40人獲得研究優良
獎，已於5月20日校慶大會上頒獎，獲獎名單詳見研發處網頁。

攝影/劉柏宏

自己感興趣、又能發揮技能的方

向，否則方向走錯後，不但越努

力越慘，有時還會害人又害己。

　「先問自己未來十年想成為什

麼樣的人？」他以自身經驗分

享，人在25歲以前是求學時期，

25歲以後的第一個十年為錢打

拼，第二個十年為理想打拼，第

三個十年則為興趣打拼，「思考

自己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清

楚了方向，再磨練技能，努力衝

刺。」

　校長周行一與王國達是高中同

窗，肯定王國達不僅「是位了不

起的創業家」，而且很敢冒險，

「做很多別人不敢做的事」。

攝影/劉晏如



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一日 3.頂尖政大

　【秘書處訊】慶祝校慶，由

秘書處主辦「振翼政大‧人文

大學城」願景徵文活動5月22

日頒獎，首獎由法律碩四楊子

萱獲得，評審推薦她的作品畫

面豐富，文字優美清晰感人，

可以觸動讀者的想像力，讓人

對願景充滿期待。而其他參賽

者作品整體參賽水準也很高，

學校將統整所有作品精神與內

涵，作為大學城規劃參考。

　秘書處統計，願景徵文競賽

共有70件成功報名作品，經過

校內外建築、文化政策、都市

規劃等跨領域專家學者組成委

員會匿名評審與三輪投票，評

定最終名次。

　「指南山麓，鍾靈毓秀。醉

夢溪濱，群英聚集。...」融合

空間與歷史，以簡練文字表達

對大學城的想像，楊子萱的作

品自破題就讓人看見大學城的

氣勢，而後續各段落分別描述

大 學 城 內 的 生 活 、 生 態 和 視

野，都讓人充滿想像和期待。

　第二名、中文碩曾令愉結合

民國116年創校百年紀念與文

山區郵遞區號116，提出「116

歸‧零」計畫，期許達成校園

零距離、互動零界線和學習零

期限願景，進而將政大打造成

「大家都不願離去的地方」，

更期待大學教育成為飽含在地

鄉土豐醇人情的形象地標。

　傳播學院博士班一年級王彥

從地理上的三角地出發，帶到

「 未 來 世 界 、 社 會 科 學 、 交

通樞紐」的三角形結構，撰寫

〈三角城‧未來城〉現代詩贏

得第三名。

　法律三徐榕逸將政大比喻為

能夠飛越的「騰蛇」，時而藝

術 調 皮 、 時 而 專 業 學 習 ， 身

上的人文花紋是吸引眾人的利

器，走出山城、無人能及；而

法律碩四王奕晟則將政大形容

為醉夢溪內的鯤，世居指南山

麓 吸 收 人 文 風 景 ， 終 於 化 為

大鵬扶搖而上，再往下

俯視看見創校百年的政

大，是兼容人文生態、

同時結合社區培力與自

然美質的優勝美地。

　新聞碩三林意璇強調

人 文 大 學 城 必 須 著 重

「綠色」和「藝術」重

點，同時分享參訪德國

杜賓根大學城(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in Tübin-

gen)經驗；日研碩一胡嘯宇條

列開放性、人文性、互動性等

大學城特色要素，論述清晰、

建議明確，都贏得讚賞。

　校長周行一表示，隨著指南

山 莊 移 撥 政 大 ， 捷 運 即 將 動

工，三角地等空間重新更具急

迫性，但此刻與其只是埋頭討

論新建建築清單，更重要應該

先凝聚想像，相信有了令人興

奮的願景，將能吸引更多外部

資源挹注，進而促進大學城願

景更快實現。

以文想像 跨校學生校友勾勒大學城願景

文/法律碩四楊子萱

　指南山麓，鍾靈毓秀。醉夢溪

濱，群英雲集。自古良禽，擇木

而棲，政大師生，與愛為鄰。美

麗的人文大學城，是一處凝聚師

生感情、社區與校園的洞天福

地。

　大學城內，弦歌不輟。社團活

動在此獲得更多空間，社區居民

亦能參與。音樂之夜、咖啡之

夜，甚至淺斟低唱的戲曲之夜，

師生、里民，共賞藝術與人文之

瑰麗，將大學城的光陰點綴。更

有服務性社團，以青春及熱忱貢

獻所長，使社區的生活照護系統

更為完善，亦豐富了莘莘學子對

社會面貌的體悟與瞭解。

　大學城內，水色山光。重視水

土維持與生態護育的大學城，完

美保存了台北最動人的一片綠

意。文山茶園起伏連綿，烘焙出

香氣獨具的鐵觀音。貓空山城花

葉繽紛，綬草含幽吐馨，杏花爛

漫吹雨。方沈醉於百合之馥郁，

又為木樨之暗香傾倒。清澈無污

染的溪流，有白鷺鷥垂釣明月，

有螢火蟲相映星光，更有你我漫

步於蛙鳴蟲語間之愜意。

　大學城內，大開眼界。跨出了

傳統高牆的大學城，知識不限於

課堂。來自不同國度、不同民族

的師生，於此共享休憩與學習的

空間。緊密樸實的生活體驗，使

政大精神向國際展現。多元文化

的良好交流，更擴展了政大人的

不凡胸襟。

　空間廣闊的大學城裡，研究與

心境都更開拓自由。機能多元的

大學城裡，生活點滴都是難忘的

回憶。十年樹木，百年學城。人

文大學城，是每位政大人心中最

美好的願景，是作育菁莪最理想

的沃土，也將是吾校繼往開來的

一座里程碑！

大學城願景徵文活動首獎作品

　 【記者李家豪、羅皓恩報

導】隨著指南山莊移撥、捷運

通車指日可期，政大推動人文

大學城計畫逐漸落實。凝聚各

方共識，總務處5月舉行三場

國際人文大學城發展願景座談

會，理學院5月22日也主辦大學

城永續發展論壇，總務處承諾

將匯集所有座談會意見，交由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討論。

　總務長林左裕簡報表示，捷

運局將在三角地興建捷運政大

站，屆時除了交通轉運之外，

本身也可以作為山下校區和指

南山莊校區的樞紐。考量臨近

馬路可能帶來的商機，最外圍

預計將設複合商業大樓，增加

學校的收入來源。

　不過傳播學院副院長曾國峰

認為，政大身為人文社會頂尖

大學，除了考量建築物可能帶

來的收益外，也應該展現人文

精神。他建議，考量傳播學院

學生經常舉辦展演活動，如果

臨 路 大 樓 可 以 規 劃 為 展 演 空

間，也可以作為學校對外的文

藝形象媒介。

　民族系副教授藍美華同樣認

為，大學校門口不應該以商業

發展為優先考量，而要思考如

何塑造具有人文氣息的門面。

　俄研所教授洪美蘭提醒，因

應未來校區分散趨勢，除了公

車外，也應該考慮比較沒有汙

染的自行車。法學院教授郭明

政則建議，目前政大校門口前

設置公車停靠站、秀明路不能

右轉進入政大等問題，未來都

市更新時都應該一併調整。

　願景勾勒之外，臺大地理資

源系教授周素卿從實際行動出

發，提到智慧校園的關鍵要素

在於人際互動，包括老師和學

生、老師和老師、同學和同學

等連結都很重要。不光是實體

空間，虛擬網路空間也能創造

新的遭逢。

　華梵大學建築系主任蕭百興

將 校 園 視 為 充 滿 智 慧 啟 發 之

地，大學城應是涵納智慧的空

間說書者，也可以成為夢鏡，

意 蘊 深 遠 且 映 照 出 大 家 的 夢

想，但首要應該先了解政大特

色 ， 以 及 政 大 人 與 空 間 、 歷

史、社會情境的關聯，釐清脈

絡，才能嘗試修補。

　曾執行美好校園研究案，心

理系教授姜忠信比較全國各大

學和政大校園現況，同樣著重

必須「以人為中心」。呼應蕭

百興意見，他也強調，參考各

校園規劃同時，政大人更要確

認自己的核心價值，而不是複

製出更多相同的大學城樣貌。

　 國 際 事 務 學 院 院 長 李 明 表

示，自己從學生時代進入政大

至今34年，融合政大和美國留

學經驗，期待未來校園除了更

開放友善，還能更重視和社區

互動，進而共存共榮。

　學生會副會長、哲學三林慈

媛肯定學校推動大學城是重要

的，不過從學生眼前實際所需

來看，包括飲食選擇、活動和

學習空間以及足夠宿舍，都是

最基礎的生活機能，「這些沒

能得到滿足，何來願景？」

　針對各方的看法，林左裕表

示，自己既是政大人也是政大

里 民 ， 一 定 會 兼 顧 學 校 和 社

區，並將所有人的利益放在第

一優先。夢想未來所有人到臺

灣 ， 能 以 到 政 大 參 訪 為 傲 ，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建構人文大學城 師生學者社區匯聚共識

▲(左圖)理學院舉辦大學城永續發展論壇；(右圖)總務長林左裕報告大學城規劃案。    攝影/羅皓恩、李家豪

▲校長周行一(中)頒獎表揚大學城願景徵文獲獎者。              攝影/羅皓恩

　【記者江啟倫報導】加強推

廣企業倫理，商學院與臺灣證

券交易所5月27日聯合舉辦「上

市公司企業倫理領袖論壇」，

由校長周行一與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忠

謀對談。張忠謀肯定企業倫理

重要性，期許接班人能同樣堅

守台積電價值觀，才有資格成

為企業領導。

　張忠謀表示，平衡利益的同

時，董事會更是「價值觀的維

護者」。台積電董事會數十年

來成功堅守四大核心價值觀：

誠信正直、承諾、創新、與顧

客達成夥伴關係，才能創造輝

煌業績，躋身全球百大企業。

　周行一肯定，張忠謀領導台

積電堅守價值的策略，不僅適

用公司，對於學校等其他組織

也同樣合適，也認同企業倫理

不僅牽涉社會責任，更是公司

治理根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曾銘宗同意，只有重視企業

倫理的企業，才能創造更永續

美好的價值。他肯定政大商學

院積極推廣企業倫理，尤其信

義書院更結合商學知識與道德

倫理，發展許多企業倫理教材

與課程，以實際行動培養新生

代對企業倫理的理解和重視。

力促企業倫理 商學院論壇邀領袖對話

▲校長周行一(左)與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談倫理與治理。 攝影/羅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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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其他學生，延畢生的課業

看似比較輕鬆，但當同學們一一

畢業，自己卻必須留在學校中，

延畢生們面對的又是怎麼樣的生

活呢？

　「我相信政大同學相當聰明，

也理解自己延畢的原因，大多數

同學也都會規劃延畢的一年要做

什麼？」同時擔任延畢生導師的

中文系主任陳逢源說，自己不擔

心延畢生在課業學習上的規劃，

「但可能較多要面對來自於心裡

的不安。」

　何欣宜同意陳主任的觀察，

「焦慮其實一直都在：找不到工

作、考不上研究所、又得當米

蟲…太多了，說不慌張是騙人

記者/陳昭雄、黃哲芬、王予彤、曾韋竣、江則臻

過來人：先釐清理由

學習獨處 掌握時間妥善規劃

畢 業 快 樂 ？

緩板的驪歌
每到鳳 凰 花 開 的 季

節 ， 畢 業 生 穿 著

學士服拍照留念這個待了四

年的學校，或是參加就業博

覽會，或是有的人準備向上

攻讀研究所，踏入人生的下

一個階段，但卻有一群人選

則繼續待在學校中。他們比

大 四 生 老 ， 卻 又 不 是 研 究

生，成為最特別的一群大學

生，他們是-延畢生。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統計，

全國各大學延後畢業人數近

十年來持續緩慢上升，近年

比例約在14-15%左右。企管

系教授林月雲回顧，延畢大

概可從「金融危機」說起，

當時延畢的人被稱為「啃老

族」，只想著要延長成熟，

社會也認為他們不想面對現

實，活在大學的保護傘下。

但時代變動，現在談及延畢

生又與過去大不相同。

　一年多前，當時還是大四

的中文五何欣宜決定到西班

牙交換半年，但這個決定背

後也代表必須延畢一年。她

遊說自己，回國後半年，就

「當作找工作的緩衝期，也

可以再多念一點書。」

　準備考試毅然延畢，延畢

過來人、中文碩一張楷翊回

想當初，「因為覺得不甘心

考試結果，也無法放棄自己

的興趣與初衷，所以還是決

定投入一年準備考試，或許

未來效益不大，但也算是投

資自己。」

　經濟五廖凱若大三時看到

數位內容學程招生訊息，決

定大四開始雙主修，他說，

本身對這個學程有很大的興

趣，透過這些課程，促使他

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

　根據教務處統計資料，100-

103學年，政大每年約22%學

生留下延畢。比率上下波動

不嚴重，但比全國大學生延

畢比率高上不少。分析延畢

因素，資科系助理教授廖峻

鋒區分為：不得已型(主觀上

想畢業但因無法符合系上畢

業學分數要求而必須留下)、

自願型(原本可畢業，但因為

自身生涯規劃原因，故意不

滿足畢業條件。)

　 「 決 定 延 畢 前 與 老 師 聊

過，才漸漸認識『延畢』，

明白不是負面的形容詞。」

新聞五雙法律施耀婷說明自

己對延畢的看法。不過統計

一金彥良直接表明，無論任

何理由，都不希望走向延畢

一途，希望「在最短時間內

達到最大效益」。

　廖峻鋒鼓勵，20-30歲時，

無論體力或學習能力都是人

生的尖峰時期，決定延畢前

要三思而後行，「千萬不要

浪費了人生黃金十年的其中

一 分 一 秒 」 。 延 畢 沒 有 好

壞，但多一年、兩年確實必

須認真思考，多方權衡下，

找到最好的應對方式。

　延畢好不好？在雙主修、交

換風氣盛行的政大，幾乎每四

人 到 五 人 就 會 面 對 這 樣 的 問

題。然而每個人面對的課題不

同，眼中看到的優缺點也各不

一樣。

　 考 量 是 否 延 畢 ， 許 多 人 第

一 關 就 得 克 服 來 自 家 裡 的 壓

力。何欣宜坦承，「雖然很幸

運、家裡有能力也願意負擔我

再多讀一年，但家人其實很反

對。」從大三時就開始溝通，

過程中不能避免爭吵，只能儘

量說服父母，證明自己這一年

不會遊手好閒。

　中文三詹佳惠則很感謝家人

尊重，但面對經濟壓力，他仍

會選擇在延畢生活中找份兼職

工作，分擔學費及經濟負荷。

　「缺點主要是花費」，外交

三江如晴也說，因為多讀了一

年大學，自然多一份開銷，而

且當其他同期的同學已經開始

在社會上工作，但自己卻沒有

工作收入且還要繳學費，確實

是經濟上的負擔。

　暫且擱下經濟壓力，許多同

學因為各自規劃而延畢。法律

二黃寬心認為延畢的優點在於

可以在步入職場前，多一年時

間待在大學的保護傘中，慢下

來探索自己與世界，享受當學

生的快樂與對理想的憧憬。

　但教育系教授胡悅倫教授持

不同的意見，認為出社會後才

是人生真的開始，「與其漫無

目地的想要什麼都多學一點因

而延畢，倒不如早點出社會，

邊做邊學。」她提到，大學教

育的重點在於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和批判思考的能力，能將知

識運用到實際，走出象牙塔、

進入社會，「畢竟許多事物是

在社會中才面對，與在學校截

然不同。」

　現實工作過後，再回頭看

延畢，到底值不值得呢？歷

史系友林惟鈴說，「如果讓

我再選一次，我還是會選擇

延畢，把經濟雙(主修)完。」

對於在校生，她提醒，釐清

自己延畢的理由最重要，不

要為了逃避就業市場的殘酷

而延畢。如果知道自己未來的目

標，利用這一年為自己鋪路，

「其實是CP值很高的選擇。」

　「優缺點是一體兩面。」廣電

四劉柏宏承認，延畢的優點是多

了可以當全職學生的時間，但缺

點則是少了別人半年到一年能夠

實際闖蕩、到社會歷練的時間。

黃寬心則說，在決定是否延畢

前，「必須仔細地衡量利弊、成

本與勝算」，如果延畢一年內可

以為自己加的分高過進職場一年

經驗的價值，似乎可以放手去

做。

　每年都有不少學生要面對延

畢課題，廣告四薛至廷告訴自己，「不

敢保證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選

擇」，但期望未來回顧這一切時，能看

見彼此的連結。

　不論將來面對延畢或選擇畢業，黃寬

心以緬甸人權鬥士翁山蘇姬的名言勉勵

自己，「當人們為自己選擇一條道路的

時候，應該滿心歡喜地走在這條路上，

而不是弄得好像自己多麼壯烈犧牲似

的。」(When people have chosen a certain 

path, they should walk it with satisfaction 

and not try to make it appear as a tremendous 

sacrifice.) 面對延畢，每個人都需要勇氣

審慎決定，但在決定之前，一定要有萬

全準備，才不會過得冤枉而後悔。

的。」但也同時慶幸自己還是學生，還

有時間可以碰碰書本，多聽一些自己有

興趣但是大學四年還沒機會修的課程。

　時間規劃上，施耀婷說，雖然畢業學

分數已達標，但還是想要把一些過去沒

機會修習的重要課程修完。考量部分老

師不收旁聽生，所以她決定延畢一年，

以在校生的身分選課，好好利用學校的

資源。

　教育五蔡孟學也善用延畢年，除了把

該修的學分修完，並妥善享用政大資

源，包括到圖書館查找論文、參加藝文

中心活動、聆聽各種演講、研討會等。

他說，大一大二的時候太忙了，現在有

比較多自己的時間，因此要好好利用。

　除了多出很多時間，挑戰延畢生如何

安排自己的行程，他們還要面對新的人

要不要延畢？

延畢怎麼過？

▲延畢生必須釐清自己延畢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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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完暑假，又有一群新鮮人將加入政大，展
開他們的大學新生活！「上大學」可是一家人
的大事，不只學生必須適應新環境，從高中到
大學，不少家長們也要好好調適。本版下期將
帶領讀者們一起探討大學的親師關係，從不同
角度一起協助新鮮人開心學習。敬請期待。

下期預告

　 根 據 教 務 處 統 計 ， 最 近 幾 年

來，歐文系的延畢生比例連年都

高居全校前茅。對此，歐文系學

生分析，主要原因在於系上出國

交換和修習雙主修的人數較多，

加上大四還有必修課程，只要沒

在交換學校修到符合規定的抵免

學分，就一定會延畢。

　歐法五黃楚云觀察，因為學習

語文的緣故，系上每屆都有近一

半同學出國交換。歐西五盧廷怡

解釋，縱使政大課程紮實，但口

說部分難免還是無法像母語人士

那樣流利，透過交換出國練習，

才能讓語言能力更上一層樓。

　延畢看似只是個人生涯規劃的

思考，但在老師的眼中，其實從

學校面也有一定的考量。

　林月雲分析，同學們延畢不出

學分和交換原因。學分部分可能

因為雙主修、輔系或修課數多，

無 法 在 正 常 修 業 期 間 內 修 完 ，

通常國外學校多會開設summer 

program(夏日課程)，提供同學在

暑期修課選擇，幫助雙主修的同

學可以順利在四年內畢業。

　對此，他建議學校可以在師資

與 行 政 資 源 得 以 配 合 時 納 入 考

量 ， 因 為 從 學 生 的 時 間 成 本 來

看，一個暑假和一年半載，影響

差別其實是相當大的。

　談及學校受延畢現象的影響，

廖峻鋒分析，由於國立大學主要

還是接受政府經費，同學們真正

繳交學費比私校同學少很多，延

畢需要付出的代價也較少。但學

校估算教師負擔、教師員額都是

以學分人數為單位，「若過多人

回流重修或延畢超修，會佔用一

定比例的教育資源，這些都是全

國人民必須共同負

擔的成本。」

　林月雲也提到，

其實每個學生在校

期間都接受教育部

補助，如果同學都

不出社會，多少產

生「資源排擠」問

題，牽涉私利和公

益的矛盾，也影響

學校資源的分配。

　就社會總體公平

性來看，廖峻鋒不客氣表示，當

前太多國立大學學生為了學習更

多知識而延畢，事實上卻造成特

定階級佔用過多資源。除了考量

自身情況決定是否延畢時，「也

要考量社會整體發展，就像平常

大家都會省水救地球是一樣的概

念。」

　理解同學們擔心沒有儲備足夠

知識資本就要踏出校門的恐慌，

林月雲鼓勵，「人生是一場馬拉

松，重要的是續航力，回過頭來

看整個歷程，不走回頭路，持續

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她更提醒同學們，無論是否延

畢 ， 臺 灣 學 生 現 在 進 入 社 會 就

業，真正要競爭的對象是整個大

中華區的人力市場，所以更要積

極發展自己的能力。然而競爭能

力不單只是知識技能，最重要的

還是「態度」，不要過度抱怨，

因為在才智差不多的人才中，企

業 更 願 意 培 養 、 投 資 的 是 具 備

「好態度」的員工。只是無論能

力或態度，恐怕都是單純到國外

交換或是加選過多課程都學不到

的。

　國內大學生延畢現象越來越

普遍，然而看在許多僑生、國

際生的眼中，大多覺得不太習

慣，對於「延畢」，也表達不

同觀點。

　來自馬來西亞、統計二呂恩

瑜說，自己在馬來西亞時，身

邊「很少人」延畢，當見政大

每4-5位畢業生中就有一人要延

畢，不禁驚訝脫口「怎麼這麼

多人！」他觀察，與馬來西亞

相較，臺灣大學的延畢風氣確

實旺盛許多。

　來自北京的交換生廖菁菁也

說，在大陸的學校，雖然多少

有地區差異，但整體延畢風氣

並不盛行。

　企管三John Gilbert比較，在

紐西蘭的大學中，延畢是正常

的，但主要是學分修不完、太

多課程被當，或有人同時兼顧

打工，才會需要延畢，只有少

數人因為雙主修才選擇延畢。

　曾到政大交換的北京大學學

生王天藝指出，「在北大，蠻

多人會選擇畢業後『GAP』(畢

業後，空下一年，思考未來方

向旅行或是做其他準備)」，因

為延畢手續麻煩，因此比例很

少。

　呂恩瑜進一步說明，在馬來

西亞的學制裡，一旦學分被當

必須重修，要繳交折合台幣一

萬元的學分費，與臺灣EMBA

的學分費得以相提並論，因此

在馬來西亞，「延畢是有錢人

的權利」。在他看來，相較於

其他國家，臺灣的學費便宜很

多，可能也因此促使很多人選

擇延畢。

　來自四川的交換生韓春陽推

測臺灣學生延畢比例高，可能

和社會風氣有關。他說，在他

就 讀 的 學 校 裡 ， 延 畢 並 不 盛

行，如果延畢會讓自己與眾不

同，「背負更多社會壓力」。

但她也羨慕臺灣同學擁有較多

自主性，可以思考為什麼與要

不要延畢？

　然而，即使臺灣的延畢風氣

如此盛行，呂恩瑜仍堅定表示

不願意選擇延畢，一來是「延

畢 」 在 馬 來 西 亞 還 有 負 面 意

涵，二來考量經濟及來自父母

親 的 壓 力 ， 畢 竟 多 唸 一 年 大

學，等於多繳一年學費及生活

費，多少會對家中經濟造成影

響。

學習獨處 掌握時間妥善規劃

出國交換 加修第二專長 歐文系延畢年逾五成

找尋個人生涯和國家資源平衡

「怎麼這麼多！」

際關係考驗。

　「朋友幾乎都畢業了，一個人獨

處的時間非常多，多到無法消化，

而且平常也沒有什麼活動或是好玩

的事情，就是補習、上課、唸書。

生活規律到有點可怕。」會計五劉

憲祥坦言，看到朋友都畢業、往人

生下個階段邁進，會有一種跟不上

大家的失落感，「甚至會覺得自己

延畢有點丟臉，而且身為男生，甚

至還有當兵的壓力。」

　張楷翊回想，自己延畢那年，既

是延畢生也是重考生，心理負擔更

沉重。還好無論在學校和工作上，

都有新舊朋友的支持與陪伴，適時

紓解了不安的情緒與累積的疲勞，

「他們也是我前進的動力。」他叮

嚀，延畢生除了面對課業，更多

要面對生活上的小麻煩，能規劃

好自己的生活，才不致被時間的

壓力壓扁。

　廖峻鋒提醒，大部份同學在延

畢前，都會規劃好延畢那一年計

畫 要 做 的 事 、 要 學 習 的 知 識 ，

「不過實際情況是往往只能完成

一小部份。」他觀察，真正的落

差多是因為這些事情在同學們的

心中大概都還只列在「重要但不

急」的層次，建議同學仔細思考

後，想辦法將它們轉換成「重要

且很急」，為自己訂出學習期

限，才不會一拖再拖。

　歐法五蘇宗偉分析，雖然校級

的交換名額看似沒那麼多，歐文

系分為西語、法語和德語三組，

一組只有約20個人，因此幾乎是

想去交換的人都可以去，即使還

有其他系同學競爭，但歐文系學

生申請西、法、德語組，成績還

是多半高於外系，因此成功申請

交換比例很高。

　然而，黃楚云提到，歐文系大

四還是安排必修課程，因此不少

人大四交換回來，必須延畢才能

把學分修完，不然就是選擇先修

完課，再以延畢年出國交換。

　至於這門必修課不是不能以

國 外 學 分 抵 免 ， 但 在 「 必 須 滿

足課程名稱相同」的前提下，抵

免難度頗高。歐德四林威宇直接

指出，這堂「歐洲文化與文明」

在歐文系課程架構下看起來很合

理，但到了歐洲，少有學校以此

廣泛的名稱開課，通常會聚焦某

個特定議題開課，因此抵免成功

機率不高。

　另外，歐文系也有不少同學因

為加修雙主修或輔系而延畢。盧

廷 怡 表 示 ， 剛 進 入 歐 文 系 時 ，

系上教授與學長姐就會鼓勵大家

要多利用學校資源、學習第二專

長，將來才能更有競爭力，然而

修習外系課程時，多少遭遇上課

時間衝突，不少人也因此延畢。

　「可能因為系上大部分的人都

會延畢，所以本身不排斥，」從

法國交換回來的黃楚云說，一年

交換體驗，大大增進自己的語言

能力，延畢一年也能讓自己有時

間喘口氣，同時利用這段期間申

請國外研究所。

　因為雙主修和實習而延畢的林

威宇也同意，「我不會覺得延畢

不好啊！」他認為，因為大一、

大二多半被共同必修和各種校園

活動塞滿，可能有人到大二之後

才發現自己真正的學習興趣而重

新調整方向，「重要的是，你要

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延畢。」

　看著別人提早步入人生的下一

個階段，難免也會因為自己晚了

一點而緊張，但黃楚云認為，

「待在學校的時間長短不是重

點，重點是有沒有真正去利用這

些時間去思考或挖掘自己的未

來。」

為什麼延畢？

 老師看延畢

 國際看延畢

▲歐文五盧廷怡善用出國交換學習機會拓展視野       照片提供/盧廷怡

▲師長建議決定延畢前，最好和家人先溝通。

▲延畢生的心理調適是許多同學首要克服的挑戰



卵石搭配步道，營造出蓬鬆柔

軟的的圓潤線條。春與夏兩組

作品都設水琴窟，底下埋著兩

個水甕，透過滴水產生共鳴，

走在小徑中就可以聽見清脆的

水滴聲。

　秋天以褐色的圓圈型石頭為

主題，人們可以透過石頭中間

的孔來回望春夏，冬天則以不

同顏色的石材搭配，其中白色

石塊模擬雪融化的過程，提醒

人們思考地球暖化，冰層消融

問題，綠色石塊則呼應臺灣潮

濕的冬季氣候。

　林舜隆轉述景山健的想法，

認 為 臺 灣 包 括 廣 告 招 牌 、 電

              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一日6.文武政大

　 【記者侯怡軒、李佳恒報

導】政大88週年校慶運動會5月

19-20日舉行，經過兩天競技，

應用數學系拿下精神錦標和總

錦標冠軍，持續稱霸校慶運動

會，地政系也衛冕創意啦啦隊

錦標冠軍。體育室表示，儘管

第二天運動會大雨連綿，選手

仍然發揮運動精神完成比賽，

肯定參賽選手「精神可嘉」。

　 除 了 總 錦 標 與 精 神 錦 標 冠

軍，應數系還奪下男子曲折接

力錦標冠軍、男子拔河錦標冠

軍、男子田徑錦標亞軍、女子

田徑錦標亞軍，是本屆運動會

最大贏家。

　應數系表示，系上一直維持

盡力參與運動會的傳統，系學

會體育幹事也會鼓勵報名，今

年每個項目都派選手參賽。

應數系續稱霸校運會 地政系啦啦隊衛冕

　【記者黃哲

芬報導】慶祝

88週年校慶，

民 族 博 物 館 5

月18日起推出

「陶裏天下」

特展，從陶器

製作、陶器在

生活中扮演的

角色出發，展

示各式各樣蒙

藏和周邊民族陶器。民族系希望

藉由製陶的各面向，讓更多人了

解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

　民族系表示，這次展覽主題主

要由民族博物館長、民族系副教

授張駿逸帶領下，由今年實際前

往雲南省藏族村落從事土陶田野

調查的同學規劃。

　民族三王瑩穎負責開幕儀式的

門面「驚喜」，她表示，經過去

年在雲南香格里拉縣尼西鄉湯堆

村實際調查，決定以模擬方式呈

現當地一位製陶師的工作坊。

　他們擺設了假人，並在一旁放

置以報紙、白膠仿做的土陶。

「師傅習慣席地而坐，會把地上

陶裏天下 民族博物館推出蒙藏周邊特展　【記者李家豪報導】走過自

強十舍和莊敬一舍旁，你有沒

有注意到草地上多了些特別的

石頭裝置？總務處5月25日正

式宣布這些公共藝術品成為政

大的一份子，期盼藉由這些與

自然融合的藝術品，形塑人文

藝術校園。

　 根 據 《 公 共 藝 術 設 置 辦

法》，公家單位建築物必須提

撥百分之一建設經費用於公共

藝術，這些公共醫術品就是因

應興建自強十舍而設置。

　總務處營繕組技士陳郁蕙表

示，本案從民國100年開始規

劃，歷經兩次招標審查，去年

11月由達達創意公司得標。

　配合政大環境，新設兩件公

共藝術包括日本藝術家景山健

〈四季〉、以及我國藝術家黎

志文〈下雨〉，不但在視覺上

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也結合觸

感及聽覺，提供觀眾多層次的

感受。

　計畫主持人林舜龍代表景山

健介紹，〈四季〉分為春夏秋

冬四個部分，沿著自強十舍後

面的小徑擺設。其中春天以初

生幼苗為意象，夏天則以白色

結合視覺觸感與聽覺 十舍公共藝術亮相
視，或者「在路上騎摩托車」

等「刺激」太多，因此想要做

一個不那麼「刺激」的作品。

　黎志文的〈下雨〉，則結合

政大多雨的特徵，在自強十舍

中庭及莊敬一舍前廣場，分別

設置錯落的白色大理石雨滴石

雕，安座在沉穩的紅褐風景石

上，與周遭的環境融合為一。

「裝置藝術不應該只能用看

的」，他鼓勵觀眾要親自以手

觸摸，感受石頭細滑的觸感。

　他還提到，自己的理念想在

雕塑中追求和諧自然，不要太

過於人工，讓作品融入周遭的

環境當中。

88週年校慶運動會各項錦標成績一覽表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田徑錦標(男) 應數系 經濟系 教育系 心理系 校友隊 歷史系 
田徑錦標(女) 公行系 應數系 阿語系 傳播學程 企管系 社會系 
曲折接力(男) 應數系 經濟系 教育系 土語系 心理系  
曲折接力(女) 法律系 教育系 土語系 應數系 民族系  
啦啦隊錦標 地政系 財政系 傳播學院 會計系 
精神錦標 應數系 教育系 中文系 地政系 心理系 經濟系 
 總錦標 應數系 經濟系 公行系 教育系 

▲北政國中學生參觀自強十舍公共藝術品。　　　　　　攝影/宋修亞

▲同學們運用不同材質呈現民族特色。　攝影/黃哲芬

▲地政系同學全員出動，精神抖擻祝賀政大八八校慶旺旺來。　　 攝影/洪輔辰

的木板當作工作桌使用，桌上則

放了工具和裝水的器物，旁邊也

堆了工作時所需的土陶。」

　博物館入口處展示同學們製作

的剪影，包含傣族慢輪製陶、蒙

古族陶偶、藏族露天堆燒、彝族

瓦貓等，都是根據實際田野調查

的成果，再運用報紙、紙漿等材

料，發揮創意而成，重現當地生

活智慧結晶。

　社科院長莊奕琦參觀特展，肯

定民族博物館的展覽精彩，也吸

引越來越多學者注意。

　民族系表示，特展即日起到7

月底展出，週一到週五上午10時

至下午4時開放參觀，團體參觀

可先至民族系預約。

▲應數系同學積極參與，運動會各項競賽都全力以赴。　　攝影/莊曉萍

　應數二姜俊瑋具體保生身分，

今年參賽獲得男子100公尺、男

子200公尺、男子400公尺接力等

三項冠軍。他說，系上同學注重

榮譽感，「我們都希望為系爭

光」，因此大家會互相約定報名

參加運動會。他觀察，今年應數

系女生選手較往年多，也獲得不

錯成績，肯定女生系友積極參與

運動會。

　而在啦啦隊競賽方面，地政系

以電玩為主題，一出場就充分展

現衛冕冠軍的氣勢，結合大家耳

熟能詳的快打旋風、小精靈等遊

戲，搭配精美的道具及逼真的遊

戲場景，帶來活力滿點的演出。

系上更出動加油團，人手一張口

號表，一起大喊口號，默契十

足，聲勢浩大撼動全場。

　帶領地政系蟬聯冠軍寶座，

隊 長 、 地 政 二 江 立 揚

表示，奪冠有點出乎意

料 之 外 ， 「 真 的 很 開

心。」一開始參與人數

與 練 習 效 率 都 不 如 預

期，四位隊長付出極大

心力穩定軍心，終於成

功守住冠軍殊榮，江立

揚笑著表示：「我們有

努力，我們做到了，大

家一起繼續加油，明年

拚三連霸！」

　 除 了 應 數 系 和 地 政

系，今年經濟系也有很

好的表現，突破過往獲

得男子田徑錦標冠軍、總錦標

亞軍。經濟四李尉民更獲得男

子個人400、800、1500公尺、

1600公尺接力四項冠軍。他表

示，這次系上報名人數增加，

同 學 間 相 約 一 起 報 名 團 體 項

目，才能突破以往，在總錦標

拿下好成績。

　 至 於 啦 啦 隊 競 賽 亞 軍 財 政

系，以「學習」為主題，搭配

筆記型電腦、摩托車等精緻道

具，帶來精彩零失誤演出，勁

歌熱舞的同時，動作十分整齊

俐落，讓觀眾驚呼連連，同時

抱走最佳主題創意獎。

　 財 政 系 今 年 人 多 勢 眾 ， 隊

長、財政二李鈺堂表示，大家

十分踴躍參與這次的啦啦隊競

賽，參賽人數差點超過大會規

定的上限50人，「大一參賽時

覺得非常熱血，希望這次也能

讓大家感受到這種心情。」

　 體 育 室 活 動 組 長 張 凱 隆 表

示，歷年來運動會報名參賽人

數差不多五、六百人，希望未

來 能 夠 鼓 勵 更 多 同 學 共 襄 盛

舉 。 他 以 國 外 運 動 俱 樂 部 為

例，外國人將運動視為享受，

更願意花錢進俱樂部運動。提

醒政大同學們，養成運動習慣

會成為一輩子的財富，期許大

家都能規律運動，並為自己設

下目標。

　校長周行一連續兩日參與校

慶運動會，看到同學們的拚勁

和合作精神，讓他感覺「好像

回到學生時代」。他提到，運

動會可以促進和樂學習，更可

以透過團隊合作增進同學間的

感情，鼓勵政大學生多多參與

運動會。



7.活力政大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一日

　【記者綜合報導】歡慶88歲

生日，政大5月16日舉辦校友

返校日，大批校友除了再聚四

維堂內回味當年，還在引水人

導覽義工帶領下參訪校園，了

解未來政大發展。在45屆財稅

系友林煜欽的召集下，眾校友

們也發揮「親愛精誠」的校訓

精神，共同捐助「薪傳獎助學

金」160萬，期盼這份愛心能讓

在校學弟妹安心就學。

　 秘 書 處 表 示 ， 按 照 中 華 文

化 習 俗 ， 八 十 八 歲 又 稱 「 米

壽」，今年返校日以「豈止於

米，相期無限」為題，期許政

大人都能乘著這份福氣，持續

為社會帶來正向影響。

努力讀書也努力玩

　「以前都笑稱財稅系是『才

睡醒』。」林煜欽回憶大學時

光，除了唸書外，也十分熱衷

社團活動，期勉學弟妹能「努

力讀書，努力玩！」從中學習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法律系友、新竹地方法院法

官王銘勇民國70年進入政大法

律系，直到民國90年取得法律

博士學位，才正式離開政大。

不過愛看書的他說，自己至今

延續在政大的「好習慣」，每

個月還是會固定回校借書。

　比較過去和現在，他說，以

前的借書證不像現在電子化的

學生證「一刷就好」，而要靠

人工一筆一畫手寫紀錄，但也

因此更瞭解自己的閱讀歷程。

　教育系友陳怡君當年以第一

名從系上畢業，再度和同窗相

見，同學們還是沒忘記，直呼

只要借到她的上課筆記，考試

成績就會自動上升30分。

　陳怡君難忘，當年畢業旅行

不是出國遊玩，而是跟著老師

一 同 實 地 走 訪 各 地 的 教 育 現

場，看看不一樣的教學理念。

　「會計系的課程壓力大，小

考特別多。」一路從會計系讀

起，71年會計所畢業的劉江抱

最難忘大家去圖書館搶位子。

劉江抱的同學、會計系兼任副

教授林良楓補充，當年舊圖書

館很小，大家大清早六點去排

隊，「有一次大家擠著進去，

圖書館的玻璃還被擠破了！」

羨慕學弟妹資源豐富

　乘車遊覽校園山上風光，參

觀新落成的研究暨創新育成總

中心，86年經濟系友許嘉明羨

慕學弟妹資源豐富，可以使用

新穎的設備。

　搭乘水岸電梯，眺望河岸景

色，經濟系友王益民感嘆「老

了」，還想起大一時學長姐傳

述蔣介石的傳說，被唬得一愣

一愣。只是再瀏覽校園，他感

嘆，政大和他校相比，缺乏代

表性的建築物，略顯可惜。

　 今 年 指 南 山 莊 正 式 移 撥 政

豈止於米 相期無限 校友返校日開心相聚

　【記者曾韋竣、李佳怡、陳

怡蓁報導】 呈 現 過 往 所 學 成

果，廣告系、廣電系、數位內

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5月底分

別推出畢業展，多項結合理論

與實作的作品都受到師長、業

界人士和社會大眾肯定。

　廣告系5月22-24日在松山文

創園區二號倉庫展覽，今年主

題「PRO」，將廣告系比喻成

一座生產菁英的工廠，同學們

經過四年訓練，成為專業廣告

人才，能深入分析業主問題，

再設計創意方案解決問題，以

達到目標。

　除了依據實際需求選擇合適

的廣告工具，許多組別和時下

議題搭線，引起話題行銷，例

如「C&C Studio」解決民眾對

食品安全的疑慮，「卡維蘭」

則運用設計能力結合農產地直

銷產品，吸引消費者購買。

　Urban少女組以城市行銷方

式，讓更多大學生認識即將在

2016年舉辦的臺北世界設計之

都活動。藉由設計思考，運用

垃圾桶、公車亭等公共設施，

解決城市發展的問題，也正是

世界設計之都的活動目的。

　廣告系教授賴建都肯定，畢

業展正是學生發揮四年所學，

並增進實務經驗的過程，除了

專 業 之

外，同時

要學習面

對困難。

身為指導

老師，他

不但要不

斷和學生

討論，還

要陪伴同

學走過心

理上的挫

折，師生間也培養出很棒的默

契和感情。

　數位內容學士學程今年進入

第三屆，畢業展「乙太AETH-

ER」展出包含數位互動桌、

博弈體驗、舞動投影牆、女性

自主遊戲區、聲光展演空間、

互動動畫創作等六組作品，呈

現新媒體與現代科技的多元體

驗，令學程主任蔡子傑稱讚，

「每年都充滿驚喜，一屆比一

屆厲害！」

　畢展總召、心理四蘇道泓表

示，主題「乙太Aether」是古典

物理學中光的傳播介質，沒有

重量，無所不在，而數位科技

就像乙太，滲入我們日常生活

中，重要性常雖不被察覺，但

是卻悄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也影響人與社會互動的方式。

　今年六組作品主題多元，除

了關心社會問題，也從人性出

發並引領探索「自我」模樣，

最終在虛擬人群中找回自己。

　廣電系畢業展29-31日在四

維堂和傳院劇場舉行，電視節

目《孩要衣起做》製作人徐湘

婷表示，這是她第一次完全照

著自己計畫完成作品，壓力很

大，然而從高中夢想「當製作

人」，考進廣電系後，「很開

心終於在這裡！」雖然覺得辛

苦，還是心甘情願。

　身兼劇情片《離岸》導演和

編劇，傳程四張不乙認為，畢

製的意義在於檢視自己所學，

更重要的是團隊合作，導演也

是劇組的一員，不必執著誰要

聽誰的，最重要的是團隊之間

的互動融洽。

大，校園導覽範圍也特別安排

參觀。已經畢業40年的國貿系

孫禮超、趙海藍夫妻認為學弟

妹「很幸福」，過去政大土地

不大、資源沒有那麼多，聽到

指南山莊全區11公頃，又能和

現有校區結合，直呼「這才像

是『真正的大學』！」

　親身參訪指南山莊，銀行系

友(今金融系)柯志誠期望未來

可以增加學生活動空間。社會

系友劉定坤則期許政大能藉此

定義自己未來的角色，不單純

開發指南山莊，也要連同其他

的規劃案一起審慎評估。

　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校園，71

年英文系友彭武順多只在遊樂

照片中找到自己身影，面對時

代變遷，鼓勵學弟妹必須隨時

「準備好」，才能「立於不敗

之地」。

　 【記者莊智勛報

導】學生會5月26日

舉辦校長暨七長座談

會，提供學生與學校

行政單位主管面對面

溝通機會，學生們除

了關心包括校園無線

網 路 速 度 、 宿 舍 收

訊、熱水供應等生活

品質，也探討英文畢

業門檻等學習議題。

　不同以往，這學期七長座談

會更加入「小組會議」模式，

開放同學們直接加入不同主管方

桌，當面訴說自己想法，同時了

解學校制定政策與執行立場。

　針對學生會權益部提出許久

的宿舍熱水供應問題，住宿組

表示，先前已經選取宿舍實施24

小時供應熱水測試，但發現主要

癥結和集中時段使用有關。住宿

組長古素幸表示，未來將在各宿

舍區張貼告示，提供尖峰時段參

考資訊，無法在供應熱水時段內

盥洗的同學，則可以到部分加裝

電熱水器的浴室盥洗。營繕組也

回應，目前正在評估是否加裝水

生活到課程 學生與行政主管面對面溝通

展現所學 廣告廣電數位內容畢業展秀實力

▲參觀者親自透過遊戲體會廣告系同學創意。  攝影/宋修亞

畢業校友們重返母校，尋訪當年成長足跡，也重新認識校園發展。攝影/鄭佩棋、宋修亞、劉晏如、徐俊綱

▲同學們與師長面對面溝通　　　攝影/鄭佩棋

塔，提高供水穩定性。

　學習議題方面，面對近來爭議

性很大的英外語畢業門檻議題，

校長周行一強調，自己重視外文

能力提升，但坦言藉由畢業門檻

消極督促同學學習，並不是很好

的辦法。

　他舉商學院ETP為例，經過三

年寫作、口說課程，能夠扎實訓

練學生的語言能力，只是在學校

資源有限下，目前還難以採取強

制方式規定全校修習。

　教務長于乃明也說，這項議題

正反兩方考量因素非常多，現階

段沒辦法貿然行事，後續還要和

更多老師們討論，才能提校級會

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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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umphry Lee (李奇隆)
Campus Reporter

About 110 alumni, who gradu-
ated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50 years ago, 
reunited on May 20 in celebra-
tion of the 88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ity.
     These alumni also presented a 
memoir to the university.
     Collectively composed by the 
alumni from 16 departments and 
eight graduate schools, the mem-
oir depicts the life at NCCU in  
the 1960s.
     NCCU President Edward 
Chow (周行一)  said that  the 
memoir will be exhibited in the  
University Archive Room.
     Chow also said that the anni-
versary was the time when all the 
students, faculty, staff and alumni 
of NCCU could gather together 
to look back on the past and hope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can prosper 
because of excellent students, 
facylty and alumni,” he said. 
“With everyone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contribute more to the so-
ciety, to the country and even to 
the world.”
     The theme of the 88th anni-
versary was Wind Forward (八八

春秋‧振翼摶風), which was from 
the book Zhuangzi,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work con-
taining stories and anecdotes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Zhuangzi 
and his followers.
     Chow said that the univer-
sity chose the theme because it 
hopes to grow and reach a higher 
ground, just as a a roc can hold 
onto the wind and soar to the sky. 
     Chung Jung-gi (鍾榮吉), a 
journalism alumnus, and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alumni, 
said he did not come to give a 
dull talk but to feel the true hap-
piness.
     Speaking on behalf of the 
alumni, Chung said that they ap-
preciated the education and care 
offered by the university, which 
allowed them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ed to their work and to con-
tribute to the society.
     He said that he was moved by 
the fact that his alma mater has 
developed into a prestigious uni-
versity with outstanding students 
and faculty.
     “The campus has expanded so 
much that I could not even find 
the place to meet with the other 
alumni,” Chung added.
     Susan Chu (朱俶賢), the wife 
of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Vincent Siew (蕭萬長), 

was an alumna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u said she and her class-
mates graduated from NCCU 
long time ago, but they imme-
diately recognized each other as 
soon as they met on the celebra-
tion day.
     She said that campus facilities 
are much more advanced now.
     “In those days, students used 
to watch movies in the Sihwei 
Hall every Saturday,” she added.
     Chu also encouraged students 
to study diligently while they are 
still at the university, where they 
have access to the abundant edu-
cational resources.

Alumni recall life at NCCU half a century ago

By Chien Yu-hsuan (簡鈺璇)
Campus Reporter

Nearly 500 alumni gathered at 
the Siwei Hall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for 
the annual homecoming day on 
May 16.
     Aside from more than 40 ta-
bles filled with good interaction, 
the alumni were also greeted by 
old photographs of the NCCU 
campus 30 years ago and differ-
ent sports events attended by the 
university’s athletes hung on the 
wall in Si Wei Hall. The music 
from the 1980s was also broad-
casted for the alumni to remi-
nisce about their school days.
     Frank Liang (梁昇玉), gradu-
ating in 1985 from the master’s 
program of the business admin-
istration, said that the two-year 
program at NCCU, which estab-
lish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caree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his life.
     “My classmates and I formed 
a study group and met every 
month after graduating  from 
NCCU. Our meeting had lasted 
six years,” he said.
     Daryl Hsieh (謝明峰), an 
alumnus graduating in 1986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
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aid 
that he regretted wasting much 
time playing video games dur-

ing college. 
I f  he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Hsieh 
said that he 
would cher-
ish his col-
lege years to 
cultivate hi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 W i t h 
your compe-
tencies, you 
could find a 
good job at 
first,” Hsieh said. “However, atti-
tude is more crucial in determin-
ing whether you can be promoted 
or no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lumna 
Lancia Liu (劉秀娟) said that she 
would go mountain-climbing at 
the back of the campus with her 
classmates to reach Chin-Nan 
Temple and had complimentary 
vegetarian food for lunch.
     “This was the way for poor 
students to save money,” she 
said.
     Liu also encouraged students 
to follow their heart, adding that 
they may not do the jobs related 
to their college majors.
     Chen Tieh-huei (陳鐵輝) and 
Char Lene (陳雪君), the alumni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
ism, said that they fell in love 

at NCCU and got married after 
graduation.  Chen Tieh-huei said 
that he was very proud of his 
wife, because she was the gold 
medal winner in the female jav-
elin throwing category and won a 
sliver in a 100m running race, as 
well as a bronze in a relay race.
     “She helped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win the best team 
spirit award that year,” he said.
     Char Lene said, “Our class-
mates were surprised that we got 
married; it is fortunate that we 
could hold each other’s hands 
after 47 year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NCCU, the 45th alumni also do-
nated NT$1,600,000 to NCCU 
Hsin Chuan Scholarship (薪傳
獎助學金), helping student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o finish col-
lege.

Alumni reunite on the annual Homecoming Day

By Oscar Ko (柯皓翔)
Campus Repor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presented a ribbon to 
each of the 136 outstanding grad-
uates in the Si Wei Hall on June 
5 in honor of their exceptional 
achievements in schoolwork, ex-
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ports and 
others.
     Education senior Audre Sage 
(陳寧) won the prize because of 
her performance in schoolwork as 
well as in the oral reading compe-
tition. She won the third place in 
the national oral reading competi-
tion last year. The category she 
participated in was for students 
who are education majors or stu-
dents from universities focusing 
on studies of education.

     She will also be the represen-
tative of all the graduates this 
year, and she was made the model 
student of NCCU in May.
     “I set high standards for my-
self, and being a host of these 
events reminds me to do my 
best,” Sage said.
     Diplomacy senior Rintaro 
Kido was given the ribbon be-
cause of his experiences as a vol-
unteer.
     Kido said that his father is 
Japanese and his mother is Tai-
wanese, adding that the children 
in China were not very friendly 
to him after hearing his name due 
to a century-old hostility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However, chil-
dren cried and did not want the 
volunteers to leave when it came 
to the end of their visit.

     “Any misunderstanding can 
be eliminated by the touch of the 
hearts,” he said.
     Kevin Chen (陳凱文), a seni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Fi-
nance, won the prize because of 
his athletic performance in tae-
kwondo.
     Chen won five championship 
titles and secured the second 
place five times during college. 
However, he only learned how to 
kick taekwondo after he entered 
NCCU.
     Regarding his future career, 
Chen said he has dreamed about 
establishing a company combin-
ing martial arts and entertain-
ment. He used the Korean group 
K-tigers as an example, saying 
that the group mixed taekwondo 
and dance in their performance.

Outstanding graduates recognized for accomplishments

Ath le tes  in  the  NCCU Spor ts 
Game undeterred by heavy rainfall
By Chien Yu-hsuan (簡鈺璇)
Campus Reporter

Despite pouring rain, athletes 
strived to have their best per-
formanc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NCCU) 88th Anni-
versary Sports Game, which took 
place on May 19 and May 20.
     Economics senior Allen Lee 
(李尉民), who clenched four gold 
medals in the male 400m, 800m 
,1,500m running races and male 
1,600m relay race, was the big-
gest winner of the Game. He also 
led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o be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
tion, its toughest opponent, and 
secured the second place for the 
best team spirit and performances.
     “We mobilized many class-
ma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ame, 
especially in the relay race, and 
luckily we performed better than 
last year,” Lee said.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
ical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gained the awards for the best 
team spirit and the team with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y have won 
these two honors for five consecu-
tive years.
     Mathematical Science sopho-

more Chiang Chun-wei (江俊瑋) 
said that the department
has been joining the NCCU 
Sports Game and getting the 
award for team spirit for many 
years, but they also worried that 
they could not clench the award 
this year.
     Liou Sing (陸行),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
ence, said that the department has 
performed well for several years, 
and he is confident that the de-
partment will be the champion in 
the following 10 years.
     The Department of Land Eco-
nomics defended its champion-
ship this year in the cheerleading 
competition.  It demonstrated 
their creativity by playing out 
the scenarios in “Final Fight,” a 
popular video game in the 1990s.
     “We are glad to be the champi-
on, but we found it hard to believe 
because we did not practice as 
much as last year,’” said Chiang 
Li-yang (江立揚), a sophomore in 
the department.
     Chiang said that they were 
glad to win in this category again 
and hoped to win the title three 
years in a row.

Chung Jung-gi (鍾榮吉), right, presents the memoir to President Edward 
Chow (周行一).  Photo: Nick Song (宋修亞)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gains the award for the best 
team spirit and the team with the best performance.  Photo: Matthew Hung (洪
輔辰) 

The 45th alumni donate scholarship for student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Photo: Veronica Liu (劉晏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