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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羅皓恩報導】持續以

人文精神為本、培養國家社會

頂尖人才，政大再得到企業界

支持，5月6日獲元大金控集團

捐贈新台幣一億元校務基金，

協助推動各項精實教育改革措

施。校長周行一感謝企業對學

校的支持，承諾將會善用每一

分錢，積極改善教育內涵，培

養能啟發世界的未來領導人。

　 元 大 金 控 董 事 長 王 榮 周 表

示，集團一直很關注社會發展

和教育，面對當今社會種種令

人憂心的亂象，深知要能夠改

變社會，必須從教育改變。因

應未來社會發展趨勢，如自我

學習、國際觀、良好語言、能

轉化所學理論以應用實務，還

有掌握資源、團隊合作、冒險

精神等，都是成為未來領導人

重要的素養和能力。

　他提到，政大是臺灣最負盛

名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創校

至 今 孕 育 許 多 各 領 域 重 要 人

才，了解政大近年積極推動教

育改革，致力培養博雅創新的

全人，提升菁英人才教育，符

合當今社會所需，因而樂於成

為政大的教育夥伴，為深具意

義的人才工程共同努力。

　他也期盼透過元大此舉能拋

磚引玉，鼓勵社會其他企業共

同支持，幫助政大在獲得更充

足的經費後盾下，為國家社會

培 育 更 多 知 書 達 禮 、 進 退 有

度、能和人和諧相處、有人文

素養的菁英，促進安和樂利社

會理想實現。

　獲得元大金控慷慨捐贈，周

行一表示，政大的教育願景是

培 養 能 夠 領 導 思 想 、 啟 發 社

會、影響世界的人才。在學術

發展方向上，要以人

文軟實力影響自然硬

學科、以人文結合科

技創新，更期待發揮

社會影響力、連結本

土與世界，爭取世界

形塑權。

　周行一說，在元大

金 控 捐 贈 款 的 挹 注

下，除了深化現行各

項全人教育軟硬體設

備與課程內涵，政大

已經開始規劃提升人

文、生活、通識教育

計畫，當中包括課程

調 整 方 案 ， 還 研 議

增加學生語言能力，也要整合

創意創業教育平臺，並積極推

動其他增加社會連結、國際經

驗的策略，目標能開拓學生視

野、增進跨領域學習與體驗機

會，進而成為未來社會所需要

的菁英人才。

　周行一補充，元大金控本次

捐贈政大校務基金，唯一的條

件是希望學校能夠鼓勵選送優

秀學生到元大實習，同時協助

推薦畢業生到元大任職。從學

校的立場，非常感謝元大提供

機會，期待同學們進入企業實

習或就業，都能夠認真工作，

學 習 「 動 手 」 實 作 而 非 僅 動

腦，從中思考個人責任和貢獻

社會之道。

認同政大教育理念 元大金控捐贈億元支持

八八春秋 振翼摶風 各項校慶活動陸續登場
　每年五月都是政大校園內最

歡欣鼓舞的時候，歡慶校慶，

我們透過許多慶典活動數算過

去的光榮，也共同展望未來。

而此時，還有許多校友和關心

政大的朋友進入校園，與我們

一起慶祝，以實際行動表達對

學校的支持，更增添喜悅。

　我要很開心和大家分享，就

在這個月，學校收到了好幾份

生日大禮。

　首先，元大金控集團認同政

大的教育理念，5月6日公開捐

贈政大一億元校務基金，不指

定特別用途，支持政大推動精

進教育。元大集團過去曾贊助

商學院設立哈佛式個案教室建

設，對於促進政大商學教育改

革幫助很大，如今又看到社會

發展亂象，肯定政大長期深耕

人文教育，期待成為政大的教

育夥伴，培育更多具備人文素

養和多元專業能力的新世代領

導人。我們感謝元大集團對於

學校的信任，也會戮力以赴，

不要辜負社會對政大的期許。

　另外，企管系博士班尹衍樑

學長也已經同意，除了繼續提

供資源獎助優秀大陸學生進入

政大求學，更將以實際行動支

持體育館和田徑場整建工程。

在尹學長的協助下，不僅立刻

補足現有體育館修繕的所有需

求，提供師生一個更完善的教

學和體育活動場地，還將作為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的舉重

競賽場地，成為這些優秀大學

選手締造佳績的舞臺。

　目前的體育館落成至今正好

滿35年，當年完工時，曾吸引

許多專業團體到校取經，只可

惜受限地質環境，如今即使重

新整修，能夠擴充範圍也還是

很有限。因此，今年校慶，我

們除了照樣在運動場上舉辦運

動會，也要號召更多校友和社

會人士共同關注，一起夢想、

籌募經費興建體育新館，邀請

大家和我們一起創造一個能更

自在實踐健康生活、還能豐富

人文與身體美學的新天地。

　政大八十八歲生日，感謝許

多校友、朋友們長期對政大的

愛護和協助，我們不會忘記來

自社會眾望，

在這麼多關懷

環繞擁抱下，

政大要繼續往

前，乘著這些

各界挹注的關

心和資源，振

翼而飛！

挹注校務基金 協助推動精實教育改革措施 深化軟硬體設備和課程內涵 培養未來領導人所需素養與能力 

▲元大金控集團董事長王榮周(左)捐贈億元，由校長周行一代表接受。攝影/劉晏如

▲透過「政大與中華民國發展」特展，可重溫政大在臺復校初期校區情景。                照片提供/校史館

　【秘書處訊】今年是政大創

校 八 十 八 週 年 慶 ， 各 項 慶 祝

活動陸續登場，除了例行校友

返校日、校慶運動會、校慶大

會之外，配合近年學校發展重

點，也推出「政大與中華民國

發展」特展、大學城發展座談

會、論壇等主題內容，邀請所

有師生、校友和社區民眾踴躍

參與同賀。

　相較於去年以「貞下啟元」

慶祝政大在臺復校一甲子，宣

布重新開啟新的紀元，今年校

慶主題是「八八春秋‧振翼摶

風」，向世人展現政大即將展

翅高飛、乘風而上的企圖和目

標。

　秘書處表示，「八八春秋‧

振翼摶風」語出《莊子‧逍遙

遊》，其中「振翼摶風」係指

大鵬鳥乘著風、振翼而飛，有

扶搖而上之義；至於「八八春

秋」則出自「上古有大椿者，

以 八 千 歲 為 春 ， 以 八 千 歲 為

秋，此大年也。」

　校長周行一相信，「八八春

秋 」 不 但 與 政 大 今 年 八 八 校

慶數字巧合，更能宣示政大要

像歷經八千歲春秋、頂天地立

的棟樑長壽之木一樣，持續扎

根教育，栽培出更多能領導思

想、啟發社會、影響世界的師

生。

　回顧政大校史，民國16年5

月20日，當時中國國民黨為了

培養黨務人才而創立中央黨務

學校，一路走來，從中國大陸

南京、四川、到臺灣，幾經變

革，然而為國育才的目標卻從

未改變。

　為了彰顯政大的教育理想，

今 年 校 慶 ， 在 人 文 中 心 協 助

下，校史館和教育、政治、外

交、新聞，以及由政治系分支

的公行系合作，以「政大與中

華民國發展」為主軸，特別著

重政府來臺之後，政大在社會

各層面的貢獻，希望能讓外界

看見政大歷屆師生努力的軌跡

和在國家社會的影響力。

　系列特展從5月16-31日在行

政大樓二樓大廳展出，除了平

面展覽外，16日當天期間還將

以電子書架呈現以上各系教師

的學術著作和出版品。

　此外，歷經多年爭取，學校

今 年 終 於 正 式 從 國 防 部 獲 得

「指南山莊」土地使用權，夢

想多日的「人文大學城」計畫

正式向前跨出一大步。鼓勵師

生和社區民眾共同想像未來大

學城面貌，除了舉辦願景徵文

競賽，總務處和理學院也分別

推 出 「 發 展 願 景 座 談 會 」 和

「永續發展論壇」，廣蒐意見

作為推動大學城規劃參考。

　周行一期待，透過各項慶典

活動，除了回顧過去的光榮時

刻，更能凝聚師生對未來政大

新貌的想像，許願到了116年

政大創校百年慶之際，可以一

如今年校慶英文主題「Wind 

Forward」，從中華民國的政

大，搖身成為展翅領導全世界

的大鵬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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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傑出服務獎

中文系教授 曾守正

　【記者江啟倫報導】名譽教

授、企管系教授林英峰1月30日

辭世，享年77歲。他在政大服務

超過半世紀，無論行政服務及學

術領域都貢獻卓著。追憶林教授

行誼，商學院5月7日舉辦追思紀

念會，緬懷這位作育英才的學術

界巨人。

　林英峰歷任企管系主任、商學

院長等職，尤其1991年接任院長

後，眼見當時商學院與其他系所

共用的鼎丞樓瀕臨「危樓」之

境，便竭盡全力打造全新學術空

間，造就今日的商學院大樓。

　林英峰一生以教育工作為職

志，曾主張創設科技管理研究所

和公企中心學分班，並協助成立

光華管理學院，成功開啟商學

院與對岸交流管道。2004年退休

後，他仍以兼任教授及名譽教授

身份開課，繼續嘉惠工商業人士

與莘莘學子。

　「林老師是我一生的貴人，他

影響了我一輩子。」從學生時代

擔任企管系總幹事、到畢業以後

選擇出任商學院長，校長周行一

認為自己一生深受林英峰影響，

從老師身上學習「服務他人」的

精神，才會選擇擔任重大職位，

盡最大的努力去服務更多人。

　回憶林英峰對自己的提攜，周

　【記者王予彤、陳昭雄報導】

「龍飛於天無所戀，龍潛於淵亦

從容。」政治系名譽教授雷飛龍

3月31日與世長辭，享壽92歲。

他在政大服務30多年，除了肯定

學術貢獻，後輩和學生們更懷念

他的親切與好學不倦。

　一輩子都在政大，雷老師是政

大在大陸時期、第13期法政系的

校友，隨著政大在臺復校，他也

考上政治研究所，一路念完博士

後，繼續在政大任教，先後擔任

公行系主任、公行所長、政研所

長、法學院長。

　畢生致力於翻譯與推廣國外行

政學和政治學著作，雷老師曾翻

譯世界各國憲法、深入研究英

國、美國、法國、德國、俄羅斯

及日本等國的制度和政黨，他相

信知識必須要傳播於後代，才能

擁有更高的價值。

　了解選舉之於民主政治的重要

性，雷老師與政治系名譽教授陳

義彥在民國72年開始籌備設立選

舉研究中心，希望透過有系統的

研究，提升選舉的品質，經過六

年研究累積和組織章程修訂，選

研中心在民國78年成立。

　前選舉研究中心主任游清鑫在

政治系就讀時曾修過雷老師的

課，他回憶，雷老師上課認真，

永懷名譽教授林英峰 商學院啟動青年學者計畫

追思雷飛龍教授 後輩懷念親切好學不倦

行一數度啜泣。他肯定林老師一生實踐

「一日為生，終生為子」，將所有學生

當作「一輩子的孩子」，用心照顧、

關懷。鼓勵政大教師向林英峰看齊，在

教育領域無私貢獻，傳承他的精神。

　教育部長吳思華也難忘林英峰對自己

的提拔，回憶就讀博士班時，細心的林

老師發現自己要兼顧學業與家庭，於

是想盡各種方法協助渡過難關，「沒

有林老師，就沒有今天的我。」

　吳思華也進一步推崇林英峰追求

學識、新知的熱情，他透露，林老

師即使臥病在床，仍然很渴望

「獲取新知」，並因此期許自

己趕快復原，才能「繼續做學

問」。在他看來，林英峰對學識

的渴望值得所有教育界人士學

習，鼓勵教師積極追求新知，進

而取得學術上的卓越成果。

　曾經就讀政大企研所碩、博士

班、現任中央大學企管系教授林

明杰回想，一開始加入企研所時

深感失望，因為課程太多理論，

缺乏實務操作。直到修習林英峰

開授的課程，才驚覺「理論跟實

務原來是可以沒有距離的」，之

後只要林老師開課，必定報名參

加，希望持續學習。

　不過，林明杰透露，林英峰雖

然各方面都表現優秀，其實也有

「固執」的一面。「有時候真的

擇善固執，但他其實也有不可理

喻的固執，開會時也有莫名發怒

的時候。」儘管如此，學生仍

然敬愛林英峰，對他「又愛又

畏」，如今老師逝世，更格外懷

念從前林英峰「固執」的模樣。

　為了發揚及紀念林英峰的無私

貢獻，商學院長唐揆在追思紀念

會上正式宣布啟動「林英峰青年

學者」及「林英峰院長清寒獎學

金」計畫。其中「林英峰青年學

者」將輔助約22位商學教師，傳

承林英峰的教育精神；「林英峰

院長清寒獎學金」則由林師母設

立，提供家境清寒的商學院生經

濟援助，繼續落實林英峰畢生實

踐的目標。

　曾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希望創造一

個讓老師感覺幸福，能發揮熱情、活力的

安身立命的地方。」

　對他而言，「傑出」是完成前人的努

力，「獲獎」則是肯定。雖然卸任，但心

中仍有個夢：「大學是人類的理想國，更

希望教發中心是老師的精神之鄉。」

經濟系教授 朱美麗
　在服務中學習，從工作上成長，在意外

中發現愛。朱美麗形容，自己接下學務長

一職後，逐步了解自己的目標與同學們的

需求，站在學生立場，以服務學生的心工

作，即使如乞丐般尋求資源，也如身在天

堂中愉悅。

地政系教授 陳立夫
　100-102學年擔任系主任期間，盡心盡力

凝聚全系師生和校友的共識與向心力，推

動地政系課程領先全國通過英國特許測量

師學會(RISC)課程認證。101學年，地政系

歡慶在臺復系半世紀，陳立夫整合資源推

出系列活動，更公開舉辦多場「政大不動

產菁英講座」，顯著成效獲得外界好評。

法學院教授 郭明政
　秉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行

為準則，前法學院長郭明政任內為籌設法

學院新院館募得五千多萬基金，帶領法學

院連續被《遠見雜誌》評選為全國第一。

　他還開辦全德文、全日文和臺灣法制夏

日學院，期許自己能持續貢獻，見證法學

院達成「亞洲top10、世界top50」的目標。

企管系教授 張愛華
　「服務，讓我的生命更豐富！」曾擔任

商學院導師、商學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

辦公室主任，帶領商學院多次獲選導師績

效獎勵績優單位。

　她認為，透過服務找到生活樂趣，重新

發掘工作意義，肯定團隊合作帶來更多喜

樂，參與公共事務也加速自我成長。

傳播學院教授 鍾蔚文
　擔任兩任院長，二月剛退休的傳播學院

教授鍾蔚文在政大待了30年。

　看見數位革命趨勢，二十年前就醞釀不

分系構想，終於正式隨碩士班整併一同落

實。他感謝老師們都願意求新求變，認為

如果有任何一點成果，也是屬於全傳院的

驕傲。

教育系教授 詹志禹
　在校服務二十餘年，詹志禹曾先後擔任

政大實小校長、教育學院院長、教務長等

職務，「團隊整體的配合才是把事情做好

的關鍵。」

　 「 正 其 誼 不 謀 其 利 ， 明 其 道 不 計 其

功」，卸下教務長後，最想努力充實專業

知識，未來也將持續關注臺灣教育議題。

102學年度傑出服務獎得主日前由各學院院長、一級主管單位首
長推薦，經遴選委員會審議，最後選拔出七位對校務發展開發與
推動有功的教師，將在5月20日校慶大會上公開表揚鼓勵。

資料準備非常齊全，「但他上課

從不需要看書，資料全記在腦中

了。」游清鑫說，老師上課時的

筆記非常有系統，黑板上會有

一、(一)、1.等排序，「我們開

玩笑地稱他為『雷麻子』，因為

黑板上實在太多『點』了。」

　民國80年退休後，雷老師仍持

續深耕學術，87歲時統整多年研

究，出版《英國政府與政治》，

是國內第一本完整介紹英國政治

與制度的學術作品，90歲時仍在

政治系開課。作為雷老師最後

一屆授課學生，政治博五石鵬

翔相當尊敬老師學而不厭誨而

不倦的精神。

　校友會秘書長陳庚金表示，

自己在雷飛龍指導下，學會研

究要非常兢兢業業的態度，對

於後來人生影響相當大。「雷

飛龍非常愛護他教過的每一位

學生」，陳庚金難忘，雖然受

業於雷教授門下的時間不長，

但自己競選台中縣長時，雷教

授不但贈與一萬元、還寄了一

封鼓勵信，「這比再多政治捐

款都有意義！」代表師生間濃

厚關懷的情誼。

　 雷 飛 龍 同 窗 好 友 習 以 「 雷

公」稱呼他，一來是尊敬，一

來是因為雷飛龍聲音宏亮，常

常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昔日同

儕大法官董翔飛懷念，雷飛龍在

大學時就常常關心同學，數十年

如一日。此外，他最敬佩雷飛龍

「學不止而教不倦」的精神，以

及從不替自己找出路的胸懷，即

便在政治上有許多升遷機會，但

總是為學生著想，「總是想著為

人好」，替自己結下許多善緣。

　退休後的雷老師，因為家住政

大附近，時常到學校運動，往往

環山之後就到綜院串門子，公行

系、政治系和選研中心都有他的

身影，但即使身為選研中心的創

辦人，拜訪時從來不過問行政事

務，而是像朋友一般閒話家常，

令人懷念。

照片提供/政治系

照片提供/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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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李家豪報導】持續筆

耕不墜，講座教授陳芳明30日

再發表《美與殉美》、《很慢

的果子: 閱讀與文學批評》兩

部最新作品。回顧自己的寫作

和學術生涯，他感謝政大提

供最好的學生和同事，更給他

合適的環境，提供一切所需資

源，對於自己幫助很大。

　陳芳明1988年回臺，2000年

進入政大，一直致力推廣研究

臺灣文學，並協助創設臺灣文

學研究所。他更是一位多產作

家，統計至今出版七十本專

書，其中2011年出版的《臺灣

新文學史》更是研究臺灣文學

者的經典必讀之作。

　新作《美與殉美》收入陳

芳明的專文18篇，全書分成兩

輯，第一輯是「美」，第二輯

則是「殉美」，專注討論陳芳

明偏愛的幾位詩人與他們的作

品。陳芳明表示作家的創作，

就是追求美的過程，當作品完

成，作家的生命也隨之消逝，

稱之為「殉美」。

　《很慢的果子: 閱讀與文學

批評》則是改寫自他在中文系

開授的「文學批評」課程內

容，以淺白的語言介紹西方文

學理論，建立傳統文學與現代

文學之間的對話。提及書名的

由來，他解釋，「閱讀」絕對

不是停留於瀏覽或翻閱，而要

以細讀與精讀方式循序漸進，

過程極其遲緩，但就像果樹的

開枝散葉一樣，在

時光裡慢慢成熟，

也能慢慢結果。

　「別人常常說我

是『快手』，讓我

覺得很難過。」陳

芳明表示，自己患

類風濕關節炎，長

期使用過度下，手

腕已經變形，寫作

時都必須承受身體

的痛苦，但是他不

願 意 放 棄 任 何 一

篇 文 章 ， 因 此 才

有這麼多作品。

　「放在桌上的稿紙就像漫漫

雪地，當你寫下第一個字，就

像踏出第一個足跡。」陳芳明

說，自己其實寫得很慢，經常

都是文學院最後熄燈的人，還

曾經從半夜寫到清晨，感嘆

「當別人睡覺的時候，我在寫

稿，當他們醒的時候，看到我

寫好了，就說我寫得很快。」

　看見陳芳明的堅持，臺文所

長范銘如推崇陳老師是鎮所之

寶，從創立臺文所至今，始終

保持對學術的熱情，即使68歲

還是沒有鬆懈。尤其他在創

作、鑽研文學理論之餘，仍不

忘對歷史、政治社會的關懷，

「看到老師這麼勤奮不懈，就

會鞭策我們這些後輩要更積極

努力。」

　校長周行一也全程參與新書

發表會，讚許因為有陳芳明這

樣的大師，讓政大可以成為名

副其實的人文大學，也感謝他

持續付出，為政大訓練出很多

非常好的學生。

　「沒有政大，就沒有安定的

寫作環境。」陳芳明透露，自

己之所以選擇進入政大，就是

看中政大豐富的資源，後來果

然也給自己很大的幫助。回顧

生命，感嘆自己已經68歲，走

到人生夕陽時期，加上近來許

多文壇友人相繼離世，讓他更

警覺時間有限，未來還要持續

加緊和自己賽跑，「只要還有

一口氣，就會繼續寫下去。」

　「上過老師的文學批評，覺

得老師很有魅力。」中文三蘇

駿的眼中，陳芳明有大師的風

采，通常會有自己一套論述；

中文博三李錦昌則最欣賞陳芳

明對臺灣社會的關懷及書寫，

透過發表會，更看到老師的胸

懷。

以生命著述 陳芳明發表兩部文學批評作品

　【記者林柚稘報導】「這張

世界地圖在引誘我」，語言所

教授何萬順指著世界分類詞語

言的分布圖，說明他如何透過

歷史、遷移史和文化推理，大

膽提出「世界分類詞語言單一

起源」的假說，長期埋首鑽研

語言學研究，卓越表現獲得科

技部103年度傑出研究獎。

　何萬順專長句法學、漢語語

言學、計算機語言學，目前正

在執行科技部「世界語言中數

詞與分類詞詞序與結構的類型

學研究」、「漢語分類詞與量

詞的分與合：探究其內在之認

知機制與神經關連性」、 「世

界分類詞語言單一起源假設」

等計畫，同時也主導「語言學

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從 鑽 研 「 分 類 詞 」 和 「 數

詞」的關係，何萬順重新解析

人類如何分類名詞，指出同樣

在 亞 洲 使 用 「 分 類 詞 」 的 語

言，主要以泰語系為中心向外

擴散，因此南方語言的分類詞

則明顯多於北方語言。

　在語言中使用分類詞和數詞

能夠以「乘法關係」表達出數

學上「質」的概念，分類詞例

如朵、頂、盞表示「1」的概

念；但量詞如打、雙、箱等卻

不必然等於「1」。

　他解釋，當我們使用分類詞

說「三朵花」、「三頂帽子」

和 「 三 盞 燈 」 時 ， 必 然 能 以

「三乘以一」的數學式得出三

朵花、三頂帽子和三盞燈；但

當 我 們 使 用 數 詞 說 「 三 打 玫

瑰」和「三雙筷子」時，卻是

「 三 乘 以 十 二 」 和 「 三 乘 以

二」，分別得到36朵玫瑰和6隻

筷子，而「三箱燈」也絕對不

必然是三盞燈。

　搜尋世界上七千多種語言，

何萬順整理出450多種分類詞語

言，包含東亞地區的漢語、日

文和韓文，南亞地區的越泰語

系和南島語系，甚至南美洲、

非洲和歐洲的匈牙利和保加利

亞也能找到分類詞的蹤跡。

　將分類詞語言以GIS (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在世

界地圖上呈現，繪製出目前全

世界最完整的分類詞世界分布

圖，何萬順得意開玩笑「可以

去申請金氏世界紀錄！」因為

先前研究找到的最多也只有150

種分類詞語言。

　何萬順表示，從分類詞世界

分布圖可看出，分類詞以壯侗

語系為中心向外發散，但卻在

國際換日線戛然而止，他今後

打算投入研究北美洲所存在的

分類詞語言，想了解分類詞如

何跨過大海在北美洲生根。

　除了分類詞研究之外，他近

年也積極投入語言教育，主張

檢視將多益(TOEIC)等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畢業門檻的適宜性。

　他以政大規定為例，認為大

學有教導和考核學生的責任，

如 今 將 考 核 英 文 能 力 的 任 務

「外包」給多益，是不是也表

示大學的教學功能也可以「外

包」？何萬順表示，在幾項考

試中，政大刻意把多益門檻壓

低至六百分，間接誘導政大學

生選擇考多益，違反行政法規

的誠信原則與行政中立原則；

通過率百分百的「補救課程」

更違反平等原則與誠信原則。

　「難道通過補救課程等同於

有畢業門檻的英文能力？」何

萬順認為，這些現象指出大學

的英語畢業門檻不具可信度，

更是行政不中立的「毒果」，

違反大學自治的精神。

　「這傳達給學生的是錯誤的

價值觀，讓他們以為撒謊和走

後門是可以的。」何萬順進一

步擔憂，此舉更傳達出「英文

是 第 一 級 」 、 「 英 文 是 最 高

級」等被西方強勢文化殖民洗

腦後，貶低自己語言和其他學

科價值的扭曲觀念。

　何萬順日前接受學校委託提

出英文檢定作為畢業門檻適當

性研究報告，並將持續推動廢

除英語畢業門檻的行動，且進

一步落實英語教育的精進。

從語言研究到教育 何萬順獲傑出研究獎

搭建教育投資平台 IMBA學生霍特獎獲關注

▲語言所教授何萬順深耕專業研究也關心教育議題    照片提供/何萬順

　【記者羅皓恩報導】發揮專

業致力全球關懷，來自薩爾瓦

多的艾安禮(Andres Escobar)、加

拿大的史泰磊(Taylor Scobbie)、

宏都拉斯的潘方砥(Juan Diego 

Prudot)和臺灣的陳安穠等四位

IMBA學生去年底提出提升薩爾

瓦多貧民窟學前教育方案，先

後獲得霍特獎(Hult Prize)臺灣地

區種子賽和杜拜區域賽評審肯

定，最近又在公開募資平台引

起熱烈迴響。

　霍特獎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學

生個案競賽，今年競賽主題是

「幼兒早期教育」(Early Child-

hood Education)，鼓勵學生們提

出創意又實用的提案。

　IMBA這支團隊注意到薩爾瓦

多首都聖薩爾瓦多市(San Salva-

dor)貧民教育缺乏，提出將在當

地興建學前學校構想，同時要

結合各項資源，提升當地教育

水準。陳安穠解釋，不同於一

般募款，他們更期盼捐資者都

共同參與建校過程。

　具體細節方面，先由團隊評

估需要協住的貧民窟，再將包

括當地情形、學生需求、經營

現況等計畫放上平台，作為民

眾投資參考，而鼓勵捐資興學

之外，同時開放部分股份，提

供投資人一定的報酬，至於盈

餘則用以支持學校永續經營。

　回應霍特獎參賽要求，這項

計畫日前已經透過全球募資平

台曝光，短短一個月就募集超

過5.6萬美金。團隊表示，目前

已經確定籌足在薩爾瓦多和宏

都拉斯兩處示範學校的資金，

也確認兩地合作夥伴，無論將

來是否真的能進軍最後紐約決

賽並得獎，團隊成員都將在今

年夏天進入這兩個國家執行計

畫，回應廣大贊助者的支持。

　這支團隊今年三月中在杜拜

區域賽中一舉贏得第二名，創

下臺灣學校參與霍特獎的最佳

紀錄。為了持續爭取到紐約最

終決賽百萬美金獎金，決定再

參與網路競賽，霍特獎主辦單

位預定臺灣時間5月16日清晨公

布進入決賽名單。

▲臺文所教授陳芳明持續書寫著述 攝影/羅皓恩

▲從霍特獎出發，IMBA學生團隊預備實際出國興學     照片提供/陳安穠



45.典藏政大

民國43年，政大在指南

山下、木柵地區復

校，一甲子以來，政大一直謹

記創校宗旨，培育為國服務人

才，並以學術研究引領社會發

展，也積極在地紮根、深化耕

耘週邊地區，提供廣大校園作

為居民休閒場所，同時開放各

種課程和活動，和鄰居們共同

學習成長。

　進一步促進整體文山地區發

展，政大期待推動「人文大學

城」計畫，以大學為中心，建

構學校和社區良好溝通互動，

並透過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培

養互助合作、共生、共榮的緊

密關係，創造兼顧人文、生態

和創新理念的政大大學城。

　「大學城」是什麼？有大學

的城市就是大學城？

　根據前教育學院院長、現任

臺北市教育局長湯志民「大學

城的理念、發展與啟示」研究

指出，大學城是吸引和聚集人

才的地方，對於提升整座城市

的文化品味、優化人才結構意

義重大。一般來說，大學城具

有城市屬性，並具城鎮的規模

大小，和社區相互所依，教學

產業研究互相支持。大學城的

概念在20世紀初葉起源於英美

國家，20世紀末形成。

　綜觀目前各國大學城案例，

通常分為「自然發展型」和

「規劃建設型」兩類。其中

自然發展型的大學城，通常

城市經濟和大學活動密切相

關。這類大學城多以歐洲大

學為代表，如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所在的

牛津郡、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所在的劍橋郡，

德國海德堡大學(Universi tät 

Heidelberg)所在的海德堡郡，

除了致力於科學和教育，在政

治文化和社會的也具有相當的

影響力。

　另外，規劃建設型的大學城

則以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矽谷最具規模，

史丹福大學出租多餘的校地給

科技業公司，塑造矽谷成為人

才密集頂尖的技術工業中心。

　一般來說，「大學」在地區

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是大學城

規劃建設成功與否的重要關

鍵，大學城規劃的最大特色，

就是擺脫過去「小而全」的辦

校模式，打破校園界線，實現

資源共享，達成大學與地區共

同發展的目標。

　根據總務處先期規劃，廣義

大學城範圍包括動物園、木柵

二期重劃區、景美溪左岸、政

治大學、指南宮風景區、貓

空、樟湖、老泉里及周邊地

區，而單以狹義的政大區域來

說，初期則以「指南山莊」、

三角地等山下區域發展為主。

　「大學城必須是居民生活的

重心、共同生活的地方」校長

周行一期望，政大大學城除了

要富人文、國際觀等氣質，更

期待能因此形塑培育思想領導

者，並具啟發社會的影響力。

　 「 指 南 山 莊 」 位 於 萬 壽 路 3 6

號，北鄰12公尺寬萬壽路，西有8

公尺寬產業道路，座落於山下校

區以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間，

由於山莊居中，切割校區連結，

造 成 校 園 規 劃 及 資 源 發 展 不 完

整。政大從民國70年即開始爭取

指南山莊成為學校用地，經過長

期努力，國防部終於同意釋出，

101年完成用地移撥，並於104年正

式撤離遷出。

　日治時期，指南山莊原為「毒

蛇實驗所」，國民政府來臺後改

為國防部用地，為人事參謀總處

所駐紮的地點。

　相較於周邊人來人往的大學校

園和商圈，指南山莊顯得格外幽

靜。全區林相屬於亞熱帶中性雨

林，還有多棵臺灣肖楠、白千層

屬於受臺北市列管保護的樹木，

此外，還有台灣藍鵲、領角鴞、

臺北樹蛙、臺灣畫眉等豐富的動

物生態資源。

　山莊內還有生態池，溝渠可以

見到野生的大肚魚，區內水道則

連通到山下校區四維道底下的水

溝。由於全區未經大量開發，有

「臺北市最後一塊淨土」美名。

　指南山莊占地11公頃，實際可

開發面積約為五公頃，可興建的

樓地板面積約26公頃。目前現有

建築物包括軍營宿舍、禮堂、高

爾夫球場以及蔣公行館，不過由

於大部分建築物皆年久失修，加

上環境潮濕，總務處財產組員陳

源宗評估，「修繕的費用可能會

比打掉重建來得還要高。」

開發或保育 各方有話說

　面對約五公頃的指南山莊新校

區，究竟要如何利用？每個人有

不同的想像和堅持，開發和環境

保育如何平衡，考驗總務處等單

位的智慧。

　目前總務處短期規劃希望先從

建物外觀、水電修繕，以及室內

裝修著手，並且引進企業、產學

合作，規劃生態教育園區，至於

長期整體開發方向，則將在辦理

環境評估以及水土保持審查、山

坡地審查，並經教育部同意，規

劃興建文教及附屬商業設施。一

　「三角地」指的是政大正門前

面，由指南路二段、萬壽路以及

八米道路所圍成的三角地帶，全

區合計2.12公頃，其中1.65公頃屬

公有土地，其餘則是私有土地。

由於位處樞紐地帶，是未來捷運

場站設置預定地。目前規劃除了

兩棟捷運出入口大樓之外，還將

興建兩棟新大樓，並以空橋連接

交通。

　總務處表示，依照目前掌握進

度，三角地預計105年完成都市計

畫變更，政大將與臺北市政府合

作，在通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審查之後，107年遷移三

角地現有宿舍(莊敬外舍)，配合捷

運環南線興建，預定116年通車後

探索政大新秘境-指南山莊

聚焦交通要塞黃金中心-三角地

振翼政大‧人文大學城

切順利的話，最快將於106年申請建造。

　總務長林左裕表示，將來指南山莊校地興

建建築時，主要會以急迫性、效益、可行性

以及支持度作為考量依據，列出優先考慮興

建的項目。依照現在的計畫，第一優先將是

學生宿舍，其次為學生活動中心、體育館、

產學合作中心、地下停車場以及企業中心。

　他解釋，由於捷運政大站工程將行經現有

莊敬外舍，因此「學生宿舍」目前列為優先

興建項目。不過擔心指南山莊整體環境評估

等作業時程延宕，目前也不排除將在國研中

心興建宿舍。

　另外，現有體育館老舊，因此新運動及健

康大樓也會列為優先考慮興建項目，但總務

處強調，目前只是初步計畫，實際作業還要

視師生需求和整體大學城規劃才能定案。

　至於資金來源，周行一坦承，受每年老舊

校舍整修、折舊成本影響，目前政大現金收

入已經呈現入不敷出，因此包括指南山莊等

大學城建設計畫，除了希望鼓勵校友捐助，

學校也會積極與政府協商並爭取資源挹注。

將展現新風貌。

　由於三角地上將近三成是民有

土地，林左裕計畫優先在學校擁

有完整的土地上興建建物，受限

學校經費有限，可能採取BOT方

式來興建。

　林左裕比較，過去國立大學都

由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劃設計建

築上較少思考營利，未來將積極

尋找對學校有利的模式，像是對

外開放體育性設施並收費、餐廳

臨路開店而非集中校內等措施，

都 有 望 增 加 學 校 的 收 入 來 源 。

「 教 育 部 對 大 學 的 補 助 越 來 越

少，希望以此減輕漲學費的次數

及幅度。」

　針對大學城規劃，政大里里長

劉俊奇認為計畫立意良好，尤其

政大里里民日益漸增，道路狹窄

導致交通不便，但建議規劃時需

要考量完整的配套措施。他建議

屆時能配合增設YouBike或山區接

駁車，除了便民，更可引導遊客

輕鬆遊覽政大里。

　總務處校園規劃與發展組組長

林淑雯表示，三角地一帶，未來

除了興建捷運，學校更計畫興建

多棟多功能大樓，其中包含商業

使用以及學校空間延伸，例如增

設國際會議廳、學生活動中心，

同 時 也 納 入 現 有 的 身 心 健 康 中

心。她期望「將三角地打造成政

大對外的門面」，除了服務學校

師生，更要成為附近社區居民重

要的中心。

　對於三角地徵收和開發，劉俊

奇持樂觀態度，未來將盡力協調

都更與補助措施。不過萬興里長

詹晉鑒提醒，政大應提供良好配

套措施，不論換地、徵收，都應

讓權益變動一方獲得應有補償，

並幫助原有商家日後重新立業。

　「政大里相較而言是人口低密

度區，可以結合綠生態與大學城

一起發展。」劉俊奇分析，山上

社區人口密度低，若政大大學城

計畫完成，政大里能一同發展綠

生態，吸引遊客。

　詹晉鑒則期待，如果交通問題

改善，社區的老房子就可以保留

下來，結合文創發展巷弄文化。

他更希望屆時指南路、新光路都

能拓寬，紓解交通瓶頸。

　兼顧學生需求以及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質，政大從97年起就推
動規劃建構人文大學城，不僅形塑政大師生良好的生活環境，
更將形成社區民眾終身學習的場域。我們相信，在延續人文關
懷的優良傳統，兼具研究和傳播知識下，政大大學城將能成為
匯集學術能量的寶庫和國際學術活動的地標。

　你心目中的大學城是什麼樣貌？

　透過本期《政大校訊》，邀請大家共同貢獻智慧，一同夢想
指南山下的大學城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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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是畢業季節，許多同學即將帶著師長
們的祝福踏出校門，然而，於此同時，也有不
少同學選擇暫時留在校園內。本版下期將與您
一同關懷這群延畢生的心情，探索延畢背後的
原因和現象，並邀請過來人和師長提供延畢生
活建議。敬請期待。

下期預告

　鼓勵全校師生參與大學城及

校園規劃相關議題研究，政大

持續透過各種說明會、願景徵

文、專家會議等方式，匯聚各

方意見，過程也邀請社區民眾

表達看法。

　其實，政大從97年就開始推

動 大 學 城 計 畫 ， 總 務 處 也 在

100-102年間邀請多位不同專長

領域老師從不同面向提出研究

報告，參考其他成功案例，對

照政大和社區需求思考。

　民族系王雅萍副教授仿效德

國海德堡大學的「Philosophen-

weg」、以及鄰近日本京都銀

閣寺和南禪寺運河旁兩公里的

「 哲 学 の 道 」 ， 希 望 打 造 屬

於政大的哲學文史之道。她表

示，政大後山指南宮擁有悠久

歷史，結合校內和社區文史研

究資源，可以將上山的路打造

成一條哲學文史之道。

　民族系助理教授官大偉則參

考東華大學「東華小米園」經

驗，提議可以在政大種小米，

促進師生和土地、族群連結。

　他提到，大學城應納入不同

族群的歷史文化幅度，文山區

與平埔族、原住民族的歷史淵

源密切，經過耆老鑑定，可以

選擇「梅園及滯洪池」作為小

米的預定耕作地。藉由實際的

勞動過程，能促進參與師生、

大學城周邊的部落與居民，從

中找回逐漸陌生的人地關係及

文化知識的價值。

　回到校園內，在滿足師生活

動需要上，體育室活動組長張

凱隆和地政系教授劉小蘭合作

研究指出，現有體育館老舊，

急需尋覓新的體育空間，但整

修當前環境同時，仍必須兼顧

現行體育教學需求，建議能在

合適地點另建第二體育館。

　考量山下空間和山上地質環

境，研究建議新館選擇設置在

指南山莊校區，短期目標先興

建半戶外練舞場地等小型的體

育設施，中期目標整理指南山

莊內現存的高爾夫球場，長期

目標則另建設一座現代化的多

功能室內體育館。為了提高使

用效益，新館考慮開放對外租

用，甚至委託專業經營。

　其他活動空間方面，前課外

活動組長白中琫調查顯示，目

前學生社團普遍面臨倉儲、討

論、夜間活動、排練空間不足

問題，建議能選擇靠近莊敬外

舍附近設置學生活動中心。

　此外，她也建議，可以運用

集英樓旁通往蓄水池停車場的

廊道與新聞館之間的草地作為

社交活動場所，憩賢樓室外木

椅區、資訊大樓旁草皮，也可

以規劃為合適的活動空間。

　「先有願景，再以原有的計

畫為基礎。」周行一表示，政

大大學城計畫已規劃多年，如

今隨著指南山莊移撥，各項想

像可望逐步落實，但他更期望

政 大 師 生 和 居 民 在 夢 想 大 學

城可以蓋什麼樣的建物設施之

前，能先一起想像政大大學城

的願景：形塑什麼樣的氛圍？

生活其中的師生居民展現什麼

樣的氣質？人們何以願意選擇

在這裡工作生活？…

　 「 這 是 大 家 共 同 生 活 的 地

方」，人文大學城十年計畫進

入新階段，周行一邀請更多政

大 人 、 社 區 鄰 居 共 同 參 與 ，

「有了願景，再找資源，我們

一定可以做得到！」

想像你我的大學城

振翼政大‧人文大學城

切順利的話，最快將於106年申請建造。

　總務長林左裕表示，將來指南山莊校地興

建建築時，主要會以急迫性、效益、可行性

以及支持度作為考量依據，列出優先考慮興

建的項目。依照現在的計畫，第一優先將是

學生宿舍，其次為學生活動中心、體育館、

產學合作中心、地下停車場以及企業中心。

　他解釋，由於捷運政大站工程將行經現有

莊敬外舍，因此「學生宿舍」目前列為優先

興建項目。不過擔心指南山莊整體環境評估

等作業時程延宕，目前也不排除將在國研中

心興建宿舍。

　另外，現有體育館老舊，因此新運動及健

康大樓也會列為優先考慮興建項目，但總務

處強調，目前只是初步計畫，實際作業還要

視師生需求和整體大學城規劃才能定案。

　至於資金來源，周行一坦承，受每年老舊

校舍整修、折舊成本影響，目前政大現金收

入已經呈現入不敷出，因此包括指南山莊等

大學城建設計畫，除了希望鼓勵校友捐助，

學校也會積極與政府協商並爭取資源挹注。

記者/李家豪、鄭凱庭、侯怡軒、王亭蓉、沈岱蓉、吳映璠
                                攝影/宋修亞、鄭佩棋

奇持樂觀態度，未來將盡力協調

都更與補助措施。不過萬興里長

詹晉鑒提醒，政大應提供良好配

套措施，不論換地、徵收，都應

讓權益變動一方獲得應有補償，

並幫助原有商家日後重新立業。

　「政大里相較而言是人口低密

度區，可以結合綠生態與大學城

一起發展。」劉俊奇分析，山上

社區人口密度低，若政大大學城

計畫完成，政大里能一同發展綠

生態，吸引遊客。

　詹晉鑒則期待，如果交通問題

改善，社區的老房子就可以保留

下來，結合文創發展巷弄文化。

他更希望屆時指南路、新光路都

能拓寬，紓解交通瓶頸。

▲指南山莊噴水池

▲指南山莊內的蔣公行館

▲指南山莊營區辦公空間

推動大學城計畫預定時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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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鄭凱庭、侯怡軒報

導】104年全國大專運動會5月

6日落幕，政大派出八支代表

隊迎戰，繳出1金1銀7銅成績

單。「表現不錯！」體育室主

任王清欉肯定，雖然和去年相

比少了一銀，但多摘四銅，讚

賞政大健兒盡力發揮，為校爭

光。

　擊劍隊仍然是今年各代表隊

中的大贏家，個人賽部分，哲

學碩三唐國開收下一般男子組

銳劍個人賽金牌、哲學四王尚

拿下軍刀男子組銅牌，民族三

楊婷雅、心理二李昀儒也抱走

女子組銳劍季軍。團體賽部分

則獲得男子軍刀銀牌、男子鈍

劍銅牌及女子銳劍銅牌，本屆

全運會囊括1金1銀5銅。

　擊劍隊長、哲學四王尚表

示，這兩年許多學長姐畢業，

這次許多參賽選手都沒有比賽

經驗，缺乏經驗老道的人帶

領，但大家還是相互協助，欣

慰團體賽發揮得不錯。

　「最珍貴的是過程中獲得的

經驗，」笑納金牌的唐國開表

示，去年因為太多自主訓練而

受傷，加上太緊張、太想發揮

而與獎牌錯過，這次是個人第

一次奪牌，練習過程中經過很

多心理調整，能夠在壓力下做

出正確的決定，十分珍貴。

　游泳隊由地政一李澔拿下

男子200M自由式銅牌、應數

二林庭緯游出男子50M仰式殿

軍，加上男子團體4x100M自

由式接力殿軍，總成績1銅2

殿。「期望大家繼續保持對游

泳的熱情，哪怕只有一秒的進

步，」教練王思宜肯定，今年

政泳派出男將首度多於女將，

而且表現很好。

　「每週花六天練習，加強重

量訓練、賽前調整飲食以及心

理建設。」李澔小時候曾加入

泳隊，高中沒繼續訓練，這次

披上政大戰袍迎戰，賽前做足

各項準備，加上教練和學長姐

幫忙按摩放鬆等協助，今年掛

上銅牌，期望明年更上層樓。

　「因為比賽場地比較遠的關

係，五點多就要集合出發。」

游泳隊長溥志成表示，這次比

賽比較辛苦，許多選手四點多

要起床準備，但大家表現都不

錯，期望明年還能吸引更多新

血注入，帶來更亮眼成績。

　除了一般組，公開組選手也

有獎牌入袋。會計四呂家騫拍

下公開組女子羽球個人銅牌，

從小接觸羽球的她，以體保生

資格進入政大後，今年第四次

參賽，終於第一次在全大運奪

牌。「有兩場的第二局都差點

輸掉，」回憶印象最深刻的場

次，呂家騫說，第三局要比心

力與體力，很慶幸自己能把握

住，終於突破。

　網球女子組團體賽今年獲得

全國第七名，個人賽則由土文

二闕楚臻拿下全國單打第七；

桌球男子組團體賽獲得全國第

八名。兩隊隊長都強調，全大

運後仍會持續練習，希望持續

努力提升球隊整體實力，未來

以更好的狀態應戰。

　關心選手表現，奔波各場館

為各項目選手現場加油，王清

欉難忘見證擊劍奪金的當下非

常感動，他也鼓勵沒有奪牌的

隊伍，「再接再厲，不要氣

餒」，明年繼續加油。

全大運落幕 政大奪1金1銀7銅

　【記者李家豪報導】華夏國

樂社參加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榮獲大專國樂合奏B組

特優第一名，創下近年來最好

成績；絲竹室內樂項目中，也

拿到特優第四名。

 　與更多人分享精湛實力，國

樂社應邀5月16日校友返校日餐

會表演，5月21日也將在臺北市

中山堂舉辦年度音樂會。

　 一 舉 連 拿 兩 張 「 特 優 」 獎

狀，團員們開玩笑，今年沒有

太多時間專門磨練比賽曲目，

卻獲得評審肯定，「有點兒心

虛」，但賽後還是一起開心歡

呼迎接榮耀。

　今年國樂社的國樂合奏指定

曲選擇〈春節序曲〉；自選曲

〈黃河暢想〉則透過鏗鏘有力

的 快 板 ， 運 用 梆 子 、 鑼 、 大

鼓、堂鼓等打擊樂器合奏，以

及團員手搖波浪鼓，描寫九曲

黃河的雄偉壯闊。

　 國 樂 社 表 示 ， 今 年 參 與 國

樂合奏成員共44人，橫跨大學

部、碩士班以及博士班同學，

在 社 團 畢 業 校 友 周 聖 文 帶 領

下，齊心為校爭光。。

　回顧比賽準備過程，拉弦組

長、民族四劉芳妤坦言團練過

程其實不是非常順利。相較過

去，今年社團增加許多新進團

員，因此花了更多時間培養彼

此默契、習慣和指揮互動，幸

而最後終於突破瓶頸。

　今年國樂合奏大專團體B組

北區決賽共有九支隊伍參賽，

華夏國樂社的編制並非最大，

但評審肯定，整體樂曲流暢自

然，層次對比佳，只是樂句細

節部必須多注意，音準也要更

留心控制。對此，國樂社成員

都願意虛心接受，後續持續追

求精進。

　 獲 得 特 優 成 績 ， 國 樂 社 表

示，團員們願意持續耕耘雕琢

琴藝，但為校爭光同時，也期

待能獲得更多資源。

創紀錄 華夏國樂奪全國特優第一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記者李佳怡報導】身為政

大 人 ， 你 聽 過 「 化 南 新 村 」

嗎？這是許多教職員熟悉的宿

舍區，不過隨著預備拆除興建

新法學院館，不久後即將走入

歷史。緊扣「空間與歷史」主

題，藝文中心今年駐校藝術家

系 列 活 動 ， 號 召 藝 術 家 和 師

生發想， 5月14日至6月5日在

「化南新村」舉辦「化南老時

光」展覽。

　 從 政 大 山 下 校 園 出 發 ， 往

I-house方向步行，只要五分鐘

就能抵達「化南新村」。這整

區規劃整齊、看似眷村的兩層

樓紅磚房子興建於民國55年左

右，見證政大在臺復校初期歲

月，也隱然對應冷戰結構下美

援時期的臺灣歷史。

　「化南老時光」展覽分佈目

前社區內四棟空屋，每棟房子

各有不同主題， 其中位在新

光路一段65巷79之4號的A展

館由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策展理論與實務」的課程

師生策展，充分運用客廳、房

間、樓梯口、院子等空間，規

劃 攝 影 、 影 像 、 大 事 紀 等 展

覽，也安排講座、二手市集、

音樂會、品茶看心理、採野菜

等有趣活動。

　策展人、科智所助理教授張

瑜倩指出，由於化南新村是現

存都市中難見的紅磚老屋，其

實是多部電視劇及電影拍攝場

景，為此，團隊舉辦「映化南-

攝影說書」比賽，在展場其中

一個房間展出得獎作品，「重

新讓大家發掘化南新村」。

　為了拼湊過去化南新村的樣

子和回憶，策展學生還訪談不

少 過 去 住 戶 或 居 民 ， 張 瑜 倩

訝 異 ， 「 發 現 大 家 的 觀 點 很

不 同 ， 有 些 甚 至 很 衝 突 ！ 」

文獻組員、科智碩一李彥寧

舉例，「老里長覺得住這裡

的教職員人都很好、很有氣

質 ， 但 耆 老 覺 得 他 們 很 可

怕、很安靜，有種好像是教

授而高高在上的感覺。」

　至於95號的C展館則呈現

參加駐校藝術家《換你做市

長》介入生活地景工作坊學

生 的 成 果 ， 在 黃 聲 遠 團 隊

「田中央」帶領下，24位同

學 經 過 近 一 個 月 觀 察 、 討

論、實作、評圖，最終完成

六件自由發想的政大空間設

計作品。

　綜觀這些作品，其中兩組以

河堤作為設計場域，希望讓更

多政大人認識河堤的美，體驗

河堤帶來的休閒、舒適感；也

有同學想像搭建「透明橋」，

配合水岸電梯，設計「上山的

三種設計」，或者打造多條四

維道到河堤的「捷徑」，夢想

透 過 「 蜘 蛛 絲 」 或 「 圓 形 隧

道」，將來能更快從大勇樓往

河堤移動。

　此外，營造生態池、響應關

燈活動「讓螢火蟲返家」，或

在狹窄、老舊的風雨走廊上加

建「透明Skywalk」，鼓勵師生

跟大自然更緊密接觸等提案，

以及運用商學院中庭空間建設

攀岩場，促進跨學院學生交流

等構想，都獲得評審們肯定。

　黃聲遠鼓勵同學，「雖然看

似沒做什麼，但是如果想得很

深，其實行動就進去了。」 實

際參與工作坊，地政一黃柏舜

則 學 到 觀 察 與 思 考 的 能 力 ，

「不是建築就一定要蓋什麼，

重要的是了解環境，培養自己

觀察空間與人的鏈接。」

　藝中行政專員詹話字希望藉

由「化南老時光」，開啟更多

人重新思考地方、空間、歷史

與人們的關係鏈接。

化南老時光 駐校藝術展演發現時代記憶

▲化南新村的兩層紅磚屋牆景觀，近年經常吸引許多劇組取鏡。攝影/李佳怡

▲華夏國樂社團員手搖波浪鼓演出自選曲《黃河暢想》    攝影/羅皓恩

▲唐國開(左圖左)獲得男子銳劍個人金牌，李澔(右圖)奪200M自由式銅牌。       照片提供/唐國開、李澔



7.活力政大中華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學務處課外組訊】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3月28-29日在中央

大學舉辦「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學

生會在百餘所大專院校中脫穎

而 出 ， 榮 獲 一 般 大 學 組 「 特

優」，較去年優等成績更上一

層樓。

　學生會與學生議會今年共出

動21人參加全學評，會中受到

其他學生會關注，積極詢問政

大學生自治經驗，也關心政大

爭取學生權益、自主出版刊物

及學生議會運作方式經驗，加

上準備資料完整，得到評審青

睞。

　學生會長、廣電三王致潔表

示，藉由參加這項活動，能將

學生會運作經驗完整書表化並

與 他 校 分 享 ， 是 最 寶 貴 的 收

穫。本次評鑑負責人、經濟二

郭凱傑則說，為了籌備這次受

評，已經好幾個禮拜沒有好好

睡覺，很開心得到特優肯定。

　前學生會長、政治四褚映汝

這次也獲邀擔任科技大學組的

學生評審，上臺分享政大學生

自治的心路歷程。

再上層樓 學生會獲全國評鑑特優

　【記者章凱閎報導】盤腿坐

在一張張藍色軟墊上，一群自

閉症少年在愛愛會志工的引領

下，大夥兒們左手捏著鼻子，

右手則模仿象鼻揮來揮去，各

個笑得合不攏嘴。這活潑、熱

情的光景立刻在志工們心中注

入一股暖流，因為他們知道，

這群孩子們封閉的心房，正悄

悄地向他們敞開…

　三度榮獲廖風德公共服務獎

團體組特優，愛愛會在臺灣各

地傳愛，至今已邁入第43年。

　秉持深耕服務的精神，愛愛

會長年關懷幼兒、老人及自閉

症 患 者 等 弱 勢 族 群 ， 在 育 幼

院、安養院等機構扎根，一待

就是好幾年。然而，長期服務

並不總是按部就班，像與自閉

症機構合作的「小雨組」，今

年度就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客製課程 打開自閉少年心牆

　愛愛會表示，自閉症是腦部

因發育障礙所導致的疾病，特

徵是情緒表達不易、社交互動

障礙、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困

難。每個學期，愛愛會小雨組

會到肯納自閉症基金會，透過

約十次服務課程，輔助自閉症

少年完成基金會安排的功課，

會 長 、 廣 電 二 陳 鈺 臻 笑 說 ，

「有點像補習班輔導老師。」

　 不 過 實 行 逾 十 年 的 服 務 型

態，卻在上學期改變了。「換

你們來想要上什麼課吧！」因

緣際會下，基金會老師決定讓

愛愛會發揮大學生的創意，自

行設計課綱，協助自閉症少年

與人群互動。

　這項改變對愛愛會來說，是

挑戰也是契機。陳鈺臻分享，

平時在基金會接觸的自閉症少

年多為15至30歲，但他們的智

商卻只有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

程度。協助少年們登入臉書帳

號、密碼時，她驚覺「門檻太

高了，這群大朋友連帳號密碼

都要寫在紙上才記得。」且自

閉少年面對生疏的鍵盤時只能

出動「一陽指」，不像一般人

能在網路世界自在互動。

　陳鈺臻與夥伴腦力激盪，突

發奇想決定客製化設計，帶給

自閉少年們系列戲劇與肢體課

程，「回到最原始、最簡單的

方法，建立人與人的關係。」

　愛愛會志工們把課程從生硬

的電腦教室搬進紓壓的韻律教

室，推出肢體開發課程、模仿

工作坊、冥想體驗。雖然最終

「演一齣戲」的願望因為難度

過高，不得不放棄，但自閉症

少年的反應，卻讓基金會老師

直呼「孩子們以前像一面牆，

但他們現在願意反應，願意互

動了。」

大學生服務 綻放自由與創意

　「大學生最大的資產，是自

由與創意吧！」從服務自閉症

少年經驗中，陳鈺臻體悟，儘

管大學生沒什麼金錢資源，服

務資歷也不夠豐富，但因為心

中還有顆青春的心，能讓服務

的可能性多幾分自由與創意。

　她說，由於大學生未曾被現

實困住，還處在一個有勇氣作

夢的人生階段，「沒有什麼能

抓住我們的腳後跟。」因此，

思考服務目標時能天馬行空各

式各樣的點子，引導被服務的

人群能活出更美麗的自己，大

人世界在乎的成效、工作技能

「就不是我們唯一的考量。」

　陳鈺臻回憶，從前看見異於

自 己 的 人 時 ， 她 往 往 採 取 逃

避、忽視態度，但接觸服務過

後 ， 得 到 不 預 期 的 收 穫 與 見

聞 ， 體 會 施 比 受 更 有 福 的 道

理 ， 「 我 們 更 了 解 世 界 的 構

成，了解自己的渺小。」

廖風德公共服務獎

延續43年關懷 愛愛會三度獲團體特優

▲愛愛會長期投身社會弱勢服務，關懷自閉症少年、年長爺爺奶奶，獲得廖風德公共服務獎。照片提供/愛愛會

▲學生會獲得全國學生自治組織競賽一般大學組特優  照片提供/課外組

　 【記者江則臻、王亭蓉報

導】一年一度的世界嘉年華系

列活動五月初熱鬧開展，藉由

各 種 動 態 活 動 和 靜 態 展 覽 ，

不僅促進校內跨國學生相互理

解，也吸引許多社區民眾踴躍

參與，形成文山區初夏的特色

文化慶典。

　今年以「國花」為主題，各

項內容包括《I postcard you》靜

態展、快閃舞、服裝遊行，最

受矚目的萬國食堂則從12日中

午起開張，搭配同日晚上「世

界嘉年華原•夜晚會」，從白

天到夜晚呈現不同異國風情。

　國合處表示，世界嘉年華今

年邁入第五年，每年吸引愈來

愈多跨國同學、社區居民。今

年萬國食堂共推出25個攤位，

除了國際生、僑生登記擺攤推

廣家鄉文化，外語學院同學也

趁機展現平時所學的文化，展

現政大國際化的校園特色。

　在萬興國小舞龍舞獅隊熱鬧

表現下，揭開今年世界嘉年華

序幕，祝福政大八八校慶，校

運如龍飛天。校長周行一親自

走訪各攤位，開心看見本國與

國際生一起「學習、成長」，

感謝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生促

進政大生活更多元、活潑。

　第二年在萬國食堂擺攤，來

自捷克、就讀亞太研究英語碩

士 學 位 學 程 二 年 級 的 柯 馬 汀

(Martin Kovář)表示，自己「很

喜歡」萬國食堂，不僅可以介

紹家鄉食物，還可以與來自世

界各國的學生互相交流，試吃

各地傳統料理。為了符合此次

主題，他事先特別請媽媽從捷

克帶了由捷克國花「椴樹」製

成的椴樹茶到臺灣，希望和其

他同學分享。

　不過，除了以食物為媒介和

不同國家同學們交流，柯馬汀

也 建 議 ， 未 來 世 界 嘉 年 華 可

以加入影展、攝影展等不同元

素，幫助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切

入，更深入了解各國文化。

　與柯馬汀有相同想法，穿著

緬 甸 傳 統 服 飾 的 緬 甸 學 生 會

長、教育二楊鴻昌也遺憾，儘

管整體活動是個能夠「宣傳文

化」的好機會，可惜攤位空間

太小，無法擺設錢幣等文物，

沒辦法讓政大同學看見更完整

的緬甸文化樣貌。

　不只國際同學期待能擴大交

流層面，歐洲語文學系活動總

召 歐 德 二 蔡 旭 容 、 歐 西 二 黃

惠 新 、 歐 法 二 傅 詩 庭 也 一 致

認為，單純目標聚焦「食物」

時，恐怕無法因此更深入了解

各 國 文 化 。 身 為 外 語 學 院 學

生，他們建議同學們和國際生

互 動 時 ， 不 要 只 步 入 「 說 英

語」處境，「使用簡單中文」

溝通也是國際化的一部份。

　而單純品嘗異國美食之外，

透過擔任國際學生「小幫手」

協助擺攤，也是直接了解各國

文化的方法。

　 巴 西 攤 小 幫

手、法律三蔣佳

容 就 大 讚 ， 藉

由和巴西同學合

作，讓他更直接

認識巴西文化。

他難忘籌備過程

中，巴西同學曾

提 到 「 T a i w a n -

ese don’t have a 

l i f e .」，道出臺

灣人通常只是一

味埋頭苦幹，卻

忘記享受人生的

風格，讓她更深

刻感受到巴西人

「享受人生」的

價值觀。

世界嘉年華 萬國文化呈現國際化校園特色

跨國學生把握世界嘉年華活動期間，藉由食物、合作擺攤、舞蹈和不同民俗文化

交流，增進對彼此的認識、擴大視野。              攝影/劉晏如、洪輔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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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Vickie Lo (羅皓恩)
Staff Wri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
sity (NCCU) was granted 
on May 6 a funding of 
NT$100 million from the 
Yuanta Financial Hold-
ings Group (元大金控集
團), which was the group’s 
largest endowment to one 
university.
     NCCU President Ed-
ward Chow (周行一) said 
that the university will use the 
fund to support some programs 
that will upgrade the education 
available at the university and   
help the students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job market.
     He said that NCCU was es-
tablished since 1927 to educate 
futur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university has kept the found-
ing spirit until today.
     “We hope that NCCU students 
will lead the country in thinking, 
inspire the society, and influence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Chow 
said.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planned to 
strengthen the language educa-
tion, create a platform to help stu-
dents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and 
connect them  to the society and 
the world through various classes 
or activities.
     “Students could have more op-
portunities to open up their minds 
and experience more from out-
side their classrooms so that they 
could be elites in the furture,” 
Chow said.
     Yuanta Financial Holdings 
Chairman Wang Ron-jou (王榮周) 
said that the problems in the so-
ciety, such as producing falsified 
accounts or other illegal behav-
iors, are caused by the shortage 
of humanity education. He hoped 
that NCCU could serve as a mod-

el and change the world.
     Seconding Chow, Wang said 
that our society focuses too much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writing test, and the students 
either forgot or had no chances to 
learn other useful abilities. 
     Wang also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lf-education, 
adding that students should de-
velop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 spirit of adventure as well 
as learn how to work in a team 
before they leave school.
     “We are so glad and honored 
to be a partner of NCCU,” Wang 
said, adding that he believes that 
NCCU could be the top university 
soon in the humanity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said that the 
donation from Yuanta was not 
the largest one in the history of 
NCCU. However, as the company 
does not designate the fund for 
any specific use, the university 
said that it can apply the fund in 
programs in need of financial sup-
por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Yunata only asked the NCCU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intern 
or apply for full-time jobs at the 
company.
     Prior to the endownment this 
time, Yunanta had funded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special class-
rooms in the university’s College 
of Business in 2007.

NCCU receives NT$100 million 
from Yuanta Financial Holding

By Humphry Lee (李奇隆)
Campus Report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announced 
on March 24 that Professor Her 
One-Soon (何萬順) of Gradu-
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
ceived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this year. 
     Her was dedicated to the re-
search on classifiers in linguistics 
and on the abolishment of the 
English benchmark policy in Tai-
wan’s universities. He has won 
this prestigious award twice, with 
the first granted in 2010.
     Her has done extensive re-
search into classifiers in linguis-
tics, discovering that there are 
453 classifier languages, includ-
ing Mandarin, Japanese, Vietnam-
ese, among more than 7,000 other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Her, classifiers 
are different from words describ-
ing quantities, or measure words. 
     For example, Chinese-speak-
ing people use the classifier “zhi 
(枝)” when describing that there 
are three single chopsticks. 
     “Three pairs of chopsticks,” on 
the other hand, means six single 
chopsticks. Therefore, the word 
pair, or “shuan (雙)” in Chinese, 

i s  a  measure 
w o r d ,  n o t  a 
classifier.
     “To d is -
tinguish clas-
s i f i e r s  f r o m 
measure words, 
we can under-
stand them in 
a mathematical 
s e n s e , ”  H e r 
said.
     H a v i n g 
f o u n d  4 5 3 
classifier lan-
g u a g e s ,  H e r 
said that he was able to map them 
with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at he was “irresist-
ibly lured” into doing a project to 
trace the origin of classifier lan-
guages and see how they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Her is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English benchmark policy for 
graduation set up by the universi-
ties in Taiwan, and also conducted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legality 
of such policies.
     Her said that the universities 
are wrongfully punishing students 
if they do not first properly teach 
students to take English tests ad-
ministered by external agencies.
     Using NCCU as an example, 
he said that students who do not 

pass the benchmark test can take 
a remedial course as an alterna-
tive.
     “But how come the course de-
scription of a remedial course is 
never available to the students?” 
Her asked. In fact, such a course 
description does not exist at all.
     He suggested that this bench-
mark policy sends a message to 
students that their own nativ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re infe-
rior and that English and western 
cultures are always superior and 
desirable.
     “The soul of a civilization 
can be best manifested by its 
language,” Her said. “Language 
is the greatest technology that hu-
mans had ever developed.”

NCCU linguistics professor receives award from MOST

By Yvonne Wu (吳映璠)
Campus Reporter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
sity (NCCU) is contemplating 
the future of Zhinan Village (指
南山莊) after the university ob-
tained the nearly six-hectare area 
through the ownership transfer 
this year.
     The university began negotiat-
ing about the ownership of Zhi-
nan Village, which was a military 
base, with the Ministry of Na-
tional Defense since 1982.
     The development of Zhinan 
Village is a part of the plan to turn 
the Mucha District in Taipei City,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is located, 
into a college town.
     Lin Shuwen (林淑雯), chief of 
Campus Planning Section, said 
that the university had previously 
planned to have a few facilities 
built on the property, including a 
new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Building, new dormitories and a 
digital library, but she said that 
these buildings might be con-
structed at other locations.

     Lin said the university now has 
a new plan, in which the admin-
istration hopes to re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Zhinan Village 
as well as those of other areas on 
campus, including the spare land 
in front of the Main Entrance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Institute of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
tion Dean Lin Yuan-huei (林元
輝) and Associate Dean Tseng 
Kuo-feng (曾國峰) said they have 
heard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new 
building may be changed, but 
they have never been told that the 
building would be to facilita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
sity and the industry.
     Ku Suh-sing (古素幸), sec-
tion chief of the Student Housing 
Service, said the new dormitories 
will replace the four old build-
ings of the Jhuang-Jing Dorm, 
which will be torn dow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CCU MRT 
St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ion 
is scheduled to begin by 2021, the 
university said.

     She said that the new dorm 
would provide at least 1,300 beds, 
adding that the school is now 
looking for a more suitable place 
for the new dorm.
     Jackie Liu (劉俊奇), chief of 
Zhengda Borough, noted the traf-
fic congestions that often occur at 
the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Na-
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hen 
the school begins in the morning 
and the school ends in the after-
noon.
     He suggested that a temporary 
parking zone be built in front of 
the Zhinan Village for parents to 
drop off or to pick up their chil-
dren and to provide a school bus 
to bring these students to school. 
He also said he hopes to cooper-
ate with NCCU to create a com-
munity activity center.
     Wanxing Borough chief, James 
Jan (詹晉鑒) said the Zhinan Rd. 

NCCU secures ownership of Zhinan Village

must be widened.
     He further said NCCU should 
use everyday language to com-
municate with the residents an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knows 
their plan completely, especially 
when part of the plan concerns the 
private property.
     “A great majority of the lo-

cal people is not sure whether 
the plan for college town will be 
achieved,” he said.
     NCCU holds three foru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Zhinan 
Village on May 13 and May 26, 
in which teachers, students, and 
residents are invited to discuss the 
plan.

NCCU President Edward Chow (周行一), 
right, gives a souvenir for Yuanta Financial 
Holding.  Photo: Veronica Liu (劉晏如) 

Zhinan Village (指南山莊) becomes a new campus of NCCU from this year.  
Photo: Nick Song (宋修亞) 

Professor Her One-Soon (何萬順) draws a map with 453 
classifier languages.  Photo: Her One-Soon (何萬順) 

By Karen Liu (劉品薇)
Campus Reporter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
sity (NCCU) World Festival, an 
event to present cuisines from dif-
ferent countries, was launched on 
the campus on May 12.
     NCCU World Festival is the 
biggest annual cultural event on 
the campus.  A total of  25 booths 
sold delicac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uch as the peanut but-
ter beef rice from Gambia, the 
special corn soup from Paraguay, 
the waffles from Netherlands, 
and Shrimp rolls from Vietnam as 
well.
     Martin Kovář, who i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s 

Asia Pacific Study, said that it 
has been the second year for him 
to visit the festival.  Kovář said 
that chances for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the major reason for him to keep 
coming back.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should be con-
tinued,” he said. 
     Students from 
Malaysia designed a 
booth with the theme 
of “Malaysia Land-
scape.”  They offered 
Nasi Lemak , Bak 
Ku The and Ondeh-
Ondeh, all famous 
Malaysian dishes, to 
visitors at the scene. 

     In addition to the various cui-
sines at the festival, the “World 
Costume Parade” also became a 
highlighted event that all the par-
ticipants must put on their tradi-
tional outfits and costumes while 
they performed traditional dances 
at the scene.

Photo: Veronica Liu (劉晏如) 

World Festival link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