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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識過人見解獨到─《李家同談教育》讀後

✿ 引　言

利用兩週期間把李家同教授近著《李

家同談教育》讀了三遍，覺其越往後越犀利

越精彩，予人倒吃甘蔗之感，幾可以「筆力

萬鈞一鳴驚人」八字來形容。李教授小我一

歲竟有如此之筆功，學問之淵博，閱歷之豐

富，十個教授都抵不上他一個。

全書八萬五千言，分為五章，首章為總

論，二章診斷中小學教育，三章提出對治之

道，四章診斷高等教育，五章提對治之道。

捧讀本書倍覺親切，幾年前李教授由靜

宜大學校長卸任時，接棒人是我昔日門生陳

振貴，他在暨南大學當校長時，教務長徐泓

為我昔日老同事徐瀚波的公子，徐瀚老曾在

白色恐怖時代坐過八年黑牢，幸賴謝求公背

後援助，一家數口始免於斷炊之虞，可惜後

來竟因瓦斯外洩而喪命，令人唏噓不已。

✿ 本書特色

1.紆尊降貴

李教授曾任靜宜大學和暨南大學校長，

得過國科會五次傑出研究獎，實力之堅強

不在話下。他在臺大電機系就讀時就常常到

臺北監獄及新店軍人監獄，替受刑人服務。

十之八九的教授，不願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

傻事，而他卻甘之如飴。目前他擔任新竹德

蘭中心義工，定期為8位國中小學生輔導課

業，他在書中為城鄉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擔

憂，當他發現國文、英文考題太難時，便四

處奔走呼號，謀求改善，他對英文教科書沒

有中文解釋也大表不滿，就像看洋片不看中

文字幕，豈非形同鴨子聽雷。他教學生寫中

翻英而後詳加批改，即使離校十年也不中

斷，如此熱忱，可能全臺提燈籠也找不到。

2.直言不諱

一般學者批評政府的決策，大都指桑

罵槐或聲東擊西，而他卻直言五年五百億非

常不對，用詞之犀利，令人詫異。他不怕得

罪吳揆或教育部吳部長。他也常為技職教育

請命，都怪前教育部長李煥大發謬論，認為

大學生只需學理論，專科生才需學實務（當

黑手），其實不論大學或專科生，實務和理

論都要兼顧，才能發揮學以致用的功能，往

年有位臺大電機系學生，回到家裡不會修電

視，乃父便投訴報端抱怨技職教育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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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言簡意賅

本書全無咬文嚼字的弊端，連細目都在

目錄中標舉，翻閱起來十分方便，如同一本

教育界的田野調查紀錄，一般人說寫文章有

ABC三個要件，即正確（Accuracy），簡潔

（Briefness），明白（Clearness），他全都具

備了。他的文章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字裡

行間時時關心著弱勢族群，弱勢學生，他在

書的封面標示「希望有人聽我的話」，太過

謙虛，像我就看了三遍，連兩個小錯誤，都

不放過，如三十萬增為四十萬應為增加三分

之一而非增加一倍，「琦君」的「琦」誤植

為「綺」，誰說沒人聽你的話呢？

4.見樹又見林

許多人以為免試升學可減緩升學壓力，

其實不然，例如免試升學指定A國中可有幾

個名額升上附近的B高中，但B高中只接受全

班前三名始准入學，為了爭取前三名，因此

更用功。同時造成惡性競爭，對每次考試都

很在意，親師之間關係變壞，明星高中在升

大學中佔了優勢，仍有人去考。此制弊多於

利，應予放棄。全書無一空言，無一廢話，

足可供行政部門修訂政策時的參考。

✿ 本書帶來的啟示

依我看來，本書深具啟發性（illuminating） 

和趣味性（interesting），影響性（influential）

在在裨益於世道人心。

1.大學亟應提升國際競爭力

李教授真是性情中人，評論事務單刀直

入一針見血，對於五年五百億的政策錯誤直

言無諱，其膽識之過人，於焉可見一斑。

李教授認為補助應以長期性為原則，短

期性怎能留住傑出人才。故應以制度性的措

施為宜。既已撥列預算，無法走回頭路，但

幾個瑕疵應予避免：

A. 此款項形同對清、交兩大學的懲罰性

措施，原先教育部對清交二校祭出三一計畫，

即兩校併為一公法人，用一校名設一校長，可

獲三十億元之補助，但清交歷任五位校長都

反對，教育部覺其不聽命行事，將補助款削減

為十億和八億。官僚作風莫此為甚！

B. 主事者未能避嫌，明知前部長黃榮村

曾任臺大心理學教授，竟派他任副召集人，

使人對公正性產生懷疑，為何不從學界之外

去覓致。今後應以擠入世界百大為目標，對

五百億善加運用，各國皆以英國泰唔士報的

高等教育增刊為指標，其評比標準為：a.各

國學者的評價b.國際教師比例c.國際學生比例

d.教師研究成果被引用數e.總分。此與奧運

會的競技模式略為相似，如在主流的田徑游

泳難以奪牌，可向跆拳、棒球方面求發展，

在亞洲，北大、東大、新大都曾擠進前二十

名，只有臺大始終徘徊在百大以外，令人洩

氣至極。某年各國學者評價，東大371分，北

大322分，相信兩校皆邀請到不少知名學者到

兩校去考察，至於國際教師，可能要給予優

遇，假如本國教授年薪130萬元，外國教授

可能提高到300萬，一個增加170萬，十個就

1,700萬，十年下來就一億七千萬。至於國際

學生，每人每年也要24萬，一百個就要2,400

萬，五年就要一億二千萬，足見學術交流非

錢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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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成果，北大得3分，日本東大

得60分，相去不啻天壤，可能由於日本設有

國家翻譯局，及時將日本國內學者的研究論

文譯成外文，廣獲各國學者知曉，也就略勝

一籌。國際學生比例北大得9分，東大3分，

國際教師比例亦然，足見北大不惜花費鉅

資邀請國際性師生，到該校任教和就讀，

五百億光花在前三項就已夠瞧了。

2.常態分班應有配套措施

目前國中存在著一個爭議，教育部要求

常態分班，保住劣等生尊嚴，家長認為優等

生不應浪費時間與劣等生熬，且覺得實施能

力分班，可讓優等生適時發揮才智，但劣等

生易生自卑感，淪為放牛班。家長之所以反

對常態編班，在於著眼點不同，家長著眼於

升學，教育部著眼於人格發展，故而兩者格

格不入。為今之計，教育部與校方應採對應

之策，A.了解各校的困難，如欲改成中小型

班級，就應增撥經費，增添足額以應急需，

可採李教授所提聘用流浪教師以資應急。

B.採取協同學習模式，將全班分成若干組，

擬定一個學習的題目，如臺北交通，績優者

著其分析優劣點，次優者赴警局探詢每天及

每月車禍件數，較差者，著其剪貼有關捷運

及公車、火車的海報，而後分組比賽。調整

家長的心態，應知為何7成國中生感到不快樂

方為得當。

3.青少年學業問題不可忽視

最近世新大學與北市議員林奕華對北

市1,100名國三與高一生所做的問卷調查，國

三生感受課業壓力者就有84.6％，每天睡足

八小時者只有6.2％，只睡二至五小時者佔

31.3％，並有四分之一有過輕生念頭。儘管

十大富豪中，七個只是小學畢業，但追求文

憑被視為一生幸福的最大保障，此觀念深植

人心難以拔除。通常智商在95~105之間可能

會做低年級功課，但難以和較高年級資優者

競爭，失敗原因歸咎學校課程安排不能引發

興趣，另一原因他想掌握課程以外更有意義

的東西。許多青少年遭遇課業難題，不是因

資質的駑鈍，而是由於準備不足。集中精神

的能力要逐步培養。課外活動對實質教育具

有價值，也可展現在課業上不能發揮者，如

製造飛機模型。但不可過度熱中以免妨礙功

課。運動、遊戲可增加異性交流機會，增加

上學誘因。他可從閱讀課外讀物滿足求知

慾。對身心有益但對課業無助。

✿ 建　議

李教授的論點極為客觀而公正，只是由

於個人背景和價值觀差異，仍有不同的看法。

1.月入十萬請勿抱怨

試想教授們每年除了周休二日及寒暑假

四個月，只上七八個月，月入十萬，年收入

130萬，平均16萬，接近部長級待遇，尚何抱

怨之有，最近有人提早從公立大學退休，再

去佔據私大之專職缺，阻礙了年輕講師晉升

之路，十分要不得，是否應予立法禁止。

2.本書猶如教育界的田野調查

惟代表性稍嫌薄弱，因為李資政經常接

觸的中小學生只有七八個，他說某位國中生

連am、is、are 都不會寫，father、mother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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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拼，是否因為各校取消留級制，使許多老

師打馬虎眼，對學生課業要求鬆懈下來，此

種敗壞現象如不改善，可能動搖國本。好在

青少年可塑性極高，我有一友人，國中時連

book都拼不出，後來念到淡大，成為知名貿

易商。

3.李資政一再揄揚博士

好像博士越多，大學就越卓越，殊不知

博士只是在某一領域有著深入研究，理應稱

為狹士，並非樣樣皆通，比如他對元代金融

制度很有研究，其餘未必精通。在心理學上

有所謂補償作用（compensation），醜陋的女

子較喜化妝，大學裡擁有博士學位者自視較

高，可能較不敬業，在批改作業上較不用心，

也未可知；而沒有博士學位者較為認份，可

能教學較認真，批改作業也不落人後。

4.李資政的新書書名

「李家同談教育」我建議再版時略加

更動，下端已列有李家同三字，上端似可改

為「臺灣教育點線面」或「臺灣教育何去何

從」，或許較能拈出內容，因為全書談論的

是各級學校的大小問題，只缺營養午餐和中

輟生問題。

5.一字之誤

書中將前輩女作家「琦君」誤植為「綺

君」，令人大為詫異，她是臺灣出版界的長

青樹，從事寫作七十年，出了一百本小說、

散文，將琦君誤印成「綺」君，是白璧之

瑕，實為對潘希真女士的大不敬，盼望再版

時務必加以訂正。琦君筆名之由來，我在她

的書上看過，她在抗戰期間就讀于浙江的之

江大學，其恩師夏瞿禪每次寫信給她，就用

以前曾經稱她是稀世之琦珍的說法，用琦君

二字來稱她，後來，她到臺灣寫了一篇處女

作─〈金盒子〉發表於中央副刊，就用

琦君為筆名。「一字之誤謬以千里」，敬請

稍加留意，切勿怪我雞蛋裡挑骨頭。

✿ 讀者的回應

李資政在書中最後一篇「學校不該太

媚俗」，經記者披露有如一顆炸彈震撼全

臺。李資政以畢業典禮為例，認為某些學校

做得過火，以致產生媚俗行為，他認為畢業

典禮崇尚莊重，可是現有多校畢典越來越走

學生路線，越來越使畢業典禮像個嘉年華

會，有校長出來跳天鵝湖以娛學生和家長，

學生致詞改成兩位學生在講相聲，互講俏皮

話。話鋒一轉，他說：「我最受不了的是所

謂親善大使，為了招待來賓，大學會派出一

些學生，這些學生中的女生一概穿長旗袍，

腳踩高跟鞋，男生一概穿黑西裝，打深色領

帶，戴白手套，令我不安的是他們會裝出皮

笑肉不笑的表情來歡迎嘉賓，這種旗袍、高

跟鞋令我想到飯店的服務生，我不懂為什麼

大學要搞這種玩意兒，大學的典禮應該力求

莊重，大學生也應該保持自己的尊嚴。為何

如此做，唯一的理由恐怕就是我們太媚俗

了」。這般極盡諷刺和譏笑之能事的文詞，

幾乎得罪二三十所大學，李資政這種雖千萬

人吾往矣的精神令人敬佩。

不過，作家有發言權，讀者也有答辯

權，上週被點名的學校有位閻先生在報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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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我為辛苦服務的同學叫屈，本校親善

大使全名為『親善服務代表』，屬於校代表

層級，當初設立要旨，就是藉由服務精神與

進退應對禮儀的培養，塑造內外兼顧的氣

質，成立十五年來，從參與總統就職大典到

一般民間團體慶典活動備受讚譽，也強化了

同學間的榮譽心與責任感。一支訓練有素且

自我要求高的親善服務大使在整場慶典中不

能休息，不能失誤，有時甚至要保持一定儀

態連站幾個小時，之所以強調這些形于外的

禮儀，正因不願媚俗，力求莊重。」閻氏曾

于勞動服務課程中目睹同學淚流滿面，互相

打氣的難忘景象。奉勸李資政把此項活動當

作多元社會中學生社會化行為的一環，就像

樂隊和運動選手都要穿著特殊服裝一般，何

必看得太嚴重。

✿ 結　語

李資政貴為總統諮詢國政的好對象，不

在廟堂之上與高層人士周旋，偏要深入窮鄉

僻壤，為可憐的弱勢學生輔導學業，封面加

註「希望有人聽我的話」，令人感到蒼涼，

難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二千年來都一

成不變嗎？他所談的教育問題皆能針砭時

弊，切中肯綮，希望達官顯貴們多加閱讀，

下次能針對營養午餐及中輟生和體罰問題的

處置多加著墨，俾能挽救更多社會邊緣人，

走回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