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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澳門大學位於廣東省珠海市橫琴島的新校舍，

由於澳門大學的爭取，在擴展大學教育的大前提下，中國大陸就這樣將珠

江邊橫琴島的一部份土地設為特別行政區，撥給澳門大學使用。澳門還特

別開了首條人車兩用海底隧道連接兩岸。

而嶄新校園中的二十九棟大樓，歷經兩萬名員工努力，不到三年時間，

就平地起高樓，或許可以視之為行政力吧！不僅美觀，更是整齊劃一。但

我卻不禁暗自想著：未來，世人在讚歎它們的壯觀與現代感之餘，是否也

能認同這二十九棟相同風格且以任務導向同時竣工的建築？還是與我一

般，心中留下一絲惋惜？畢竟教育是百年大計，校園建築也是最佳的人類

發展建築史與生活史的縮影――看著清水模板的水泥樸實房子，乃至玻璃

文物牆的光影反射，再混搭著簡單線條幾何的現代美學製作出來的空間，

品味著一所學校逐步地自篳路藍縷，一直走向康莊大道的歲月軌跡――是

不是更別有風味呢？ 
其後我又到了香港中文大學，校區座落在沙田山丘上，從新亞書院開始，

後集結三個學院而成至今，校園角落有一方水池，恰可以遠眺外海小島，

景致十分宜人，這個角落被叫「天人合一」，確也名副其景。「天人合一」

鴻鵠之志
天地為我
-- 教育與學術
-- 發展的省思

醫 聲

◆ 文／閻雲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最近有機會去港澳考察教育，不論是即將啟用新校舍的澳門大學，還是有著

悠久歷史古樸的香港中文大學，均遇到許多臺灣的教授，在熟悉中又夾雜著有

些時空錯亂的感覺，以及港澳當地學生的英文口語能力，都教我感觸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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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紀念錢穆先生當年創辦新亞書院，也是他最後一本的著作，取其名，思

其人，用其景，表達他對整個環境的未來期許，而教育的最高目標，不也

是在訓練我們的思維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探索宇宙的奧妙！？

港中大的校園景象與澳大迥然不同，每棟建築因為發展年代不同，呈現

各種不同風格，有些儉樸，有些窄小，當然也有宏偉壯觀的建築，錯落有

致，雖然不一，卻另有一番美感，畢竟大學教育是永續，昨日的簡陋造就

了今天的偉大。

兩校各有千秋，澳門大學放眼未來，而中文大學因為過去奠定了良好的

基礎，現正快速地起飛中。即使兩所大學的建校時間不同，外觀有異，但

我們卻發現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很多來自臺灣的教授，在親切感之外，不

免有些時空錯亂之感，這些教授多偏向於文、史、哲、商、經濟、政治及

法律等科系，少數也有生技專長。耳邊聽到的是臺灣式的國語，談的多是

臺灣的制度，他們卻將所學帶到港澳地區，文化的同文同種，不僅讓他們

能夠很容易地融入，更重要的是，也得到了充足的資源與研究經費，發揮

所長。

一方面替他們高興，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擔心，他們的年紀多在四十多

歲上下，應正處於教育生涯中最大生產力與發揮的年齡，原本也該是臺灣

各個大學中流砥柱，擔任所長、系主任等行政職務。

不可免俗地，他們也都提及離開生長地方來此發展的錯綜複雜因素，極

少是為了三到四倍的薪水，在輕鬆的交談中，不難發現他們對港澳提供的

研究與教學環境極為滿意，高薪或許只是對他們努力付出的一個回饋象徵；

有些是攜家帶眷，還要面臨小孩的教育問題，高薪不過是一些彌補而已。

很明顯地，他們在新環境中重新開展他們對教育下一代的承諾，以及他

們在工作上受到的重視與成就感，更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工作前景對他們的

吸引力，遠遠高於薪資。

事實上，不僅是港澳，還有新加坡、甚至是大陸內地，我們不斷地看著

優秀的教育人才流出，令人不禁感嘆：「為何他們做這樣的選擇？是受限

於臺灣教育資源，而不得不做的抉擇嗎？還是臺灣的教育體制中，哪一個

環節出了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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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自己」幾乎是他們一致的心聲！印象深刻的是在澳門大學住宿式

學院的一位年輕老師，他毅然離開臺大教職而加入澳大的原因，是因為在

那裡他可以盡情施展所長，做他想做的事，廿四小時付出，當然他也因此

得到應有的相對優渥薪資回報。

學生是我觀察到的另一個面向，在澳大與港中大時，也接觸了一些學生，

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英文程度普遍地比臺灣學生好，甚至可能好很多。誠

然，港、澳地區要讀到大學不易，學生皆是菁英中的菁英，但以臺灣的菁

英大學中的好學生與他們相比，也不一定比他們強，讓我再次捏把冷汗，

當我們銜接國際時，連表達能力都在弱化，又如何銜接？或許我們不能將

臺灣變成一個英文化環境，至少我們可以創造一個英文友善的環境，給下

一代多一些學習與接觸英文的機會。

若從更正面與宏觀的角度來看，對教育人力流失的現象，或可不必太悲

觀。地球是平的，在網路四通八達的時代，人的行動力已不受出生地或居

住地限制，這些出走的優秀教育人才，有鴻鵠之志，天地為我，到哪裡都

可以傳道授業解惑。但是若政府能有更佳的支持與配套措施，讓文化亦隨

人才輸出，這樣的策略思維會不會更好一些呢？ (整理／趙慧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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