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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抹滅，因為，我們都還活著，我們都

還有一絲絲的希望，哪怕是微不足道，都足

以成為別人最有利的助手！

這個「希望」，何其可貴！嚴長壽先生將

希望之火，悄然又迅速的點燃；他從美國回

臺，奉獻於臺灣的經濟上，看見臺灣要走的

未來，而寫下了許多企業管理的書，如《御

風而上》、《總裁獅子心》；看見臺灣教育的未

來，寫下了《教育應該不一樣》；這一回，他

看見了花東的問題，除了寫下自己的思考與

公益平臺合作的故事，更收錄了各種教育、

文化、觀光、產業等議題的建言、親手拍攝

的照片、與當地民眾的對話記錄……種種。

  花東議題論戰，別失去淨土後山

近日花東議題的新聞何其多，以「美麗

灣開發案」而言，這不是只有經濟產值面向

的問題，它牽涉到了人口居住、環境保育、

海洋資源、民族意識……等，持續十多年，

至今依舊沸沸揚揚，爭論不休；不同的角度

思考，都有不同的意見產生；這時，便需要

有更多專業、理性的溝通，才能做到最好的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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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觀積極的嚴長壽，正向開朗的書

花如果沒有希望，怎麼能期待牠結出豐

纍的果實呢？人如果沒有希望，怎能期待他

立下目標，達成夢想？土地如果沒有希望，

怎麼期待它孕育出萬物，延續生命的源源不

絕？擁有希望，就擁有走下去的動力，擁有

希望，就能渴望看見明天的陽光。

這是一本看到書名，就讓人不禁懷抱樂

觀、積極、正向與開朗――《為土地種一個

希望》。長期為臺灣付出的嚴長壽先生，從

美國運通公司的小弟做起，為人提行李、遞

茶水，從中體悟到任何的大事，都必須從最

卑微的職位做起，哪怕不起眼、哪怕被瞧不

起，哪怕只是電影裡的一隻小小螺絲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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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蘇花高是否應該興建，也造就了二

方人馬不同的見解，甚至引發政治面上的論

戰；有人認為蘇花高可以取代危險的臺九線

蘇花路段，有人認為緩慢欣賞蘇花段反而可

以增加遊憩效果；因此，至今亦成為多方燙

手山芋而不願正視的問題，而每每在蘇花公

路坍方之際，此問題才會浮上檯面，再度受

到相關人員的重視，也間接引發諸多花蓮人

「給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的呼聲！近日，有

財團想新建「花東高速公路」，一旦蓋成，花

東的行車時間，將可縮短 40 分鐘，究竟是否

符合經濟效益，也值得多方考量。

嚴長壽先生經常周旋在這些議題中，

身為臺灣一位高知識份子，他不能貿然做決

定，而必須聆聽更多意見，蒐集各種聲音，

分析利益，才能提出建言，供上級單位參

考。在這本書當中，我們看到嚴長壽將之分

為「天使與原鄉」、「回鄉與留鄉」，顧名思

義，便是從二個角度來撰寫，第一部分寫的

是花東地區的孩子們，因為文化刺激不足以

及原住民地區的文化特性，而產生與西部地

方有所不同的學習表現及在地情感；第二部

分則是提及公益平臺的設置，吸引更多的大

專生得以回鄉幫忙，留住家鄉的人才。

然而，不可否認的，在一個以西部優

先、北部領頭的思維觀點中，我們很難看到

東部的議題被重視，如此美麗之後必有哀

愁，一片祥雲背後也會有黯淡。更多花東地

區的人文思考與問題被看重的程度，實在有

賴我們多加以重視，以建設更好的花東，讓

身為花東人，不再認為自己是二等公民，而

是可以驕傲喊出：「我來自花東」！

  花東教育需要希望

長此以來，花蓮臺東因為地處後山，文

化刺激不足，交通不便，教育資源匱乏，所

以難與西部地區的孩子一較高下；加上花東

地形南北狹長，要到市區的好學校就讀，便

得舟車勞頓疲於奔命；花東地廣人稀，自然

造成許多村落小型學校……，諸多原因，讓

花東地區一帶的教育模式與資源分配，和西

部有著天壤之別。

由於少子化的關係，所以當「裁併校」

的風聲傳到了花東，便成了一椿椿的惡夢。

花東孩子的小學，往往就在自己的村落裡，

平均每間學校都是六班，每個年級都是一

班，人數寥寥可數，若以西部的裁併校原則

來看，勢必是「留無活口」的，但以花東的

教育生態而言，若裁併校，則孩子必須到下

一個十里外的村落學校就讀，不論是交通、

教師分配、學生適應、家長期待……等，都

是一連串的問題。

此外，嚴長壽先生亦希望，花東的學

校，能夠增添更多的特色。如原住民風格、

南島風情、海洋意象，花蓮與臺東都擁有培

育教師的大學（東華大學、臺東大學），但嚴

長壽認為，花東的教育大學，應該成立更多

「在地特色」，例如原住民學系、原住民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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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系、傳統文化學系等，以期準教師能

將所習得的專業，培育給後代，並在花東任

教，才不致於造成原民傳統文化的消失與斷

絕；若是臺灣清一色的師培機構都一味地走

同樣風格的教育課程，顯然無法突顯花東的

在地色。

有一次，嚴長壽先生看到臺東原住民

的孩子，邊唱歌邊打鼓，一副樂在其中的樣

子，便從中思考，如果可以開發一所學校，

或是一個組織，讓這些孩子放學後，可以在

音樂、歌舞中獲得自信，學得專業，不也是

一種成功的教育典範嗎？於是，他結合了朱

宗慶打擊樂團、公益平臺和大專生，推動了

「寶抱鼓」，至今也成了花東一帶校園的音樂

特色呢！

教育有東部西部的落差是存在的，但

是更多的想法與行動，可以彌補這些雙峰現

象，弭平不公；教育是一條緩慢的路，縱使

需要十年、百年方能瞥見成效，但是，為了

下一代，我們都願意挺身而出！

  花東文化需要希望

龍應台女士曾經說過：「文化需要像海

洋一樣，包容萬物，並有流水匯入，方能成

為活泉文化，文化一旦停滯、死了，那就完

了」。花東的文化，一直是令人驕傲的；嚴長

壽先生每每走訪花東手工藝店，總驚嘆於他

們的手藝：區區幾條絲線，就可以巧妙穿梭

成一塊拼布、一個側背包；一條條的苧麻，

便可以變成一個小竹籃；一顆顆的珠子，便

可以串成一條色彩繽紛的串珠，而且透過不

同的手藝與創思，各有巧妙不同。

對許多花東原住民家庭而言，家庭收入

來源常常就是製作這一類的手工藝，然而，

如果宣傳不足，或是乏人問津的話，往往入

不敷出；於是嚴長壽先生便認為，可讓這些

原住民傳統手工藝，在各村落呈現，在各中

大型的展覽會上呈現，並請政府團體先下單

收購，以穩定他們的經濟來源；或者邀請他

們到西部設攤、授課，給予相關補助。

其實除了編織、串珠等手工藝外，花東

尚有木雕、石雕等藝術品值得觀賞。自從莫

拉克風災之後，許多藝術家紛紛揀拾海邊的

漂流木做為創作的素材，立在岸邊，供遊客

佇足欣賞；而花蓮文化局，亦每年均會盛大

舉辦石雕藝術節，邀請石雕專家現場雕刻大

理石，讓民眾親近藝文，更讓人有耳目一新

的感覺。

此外，臺東從 2012 年首度推出的鹿野高

臺熱氣球活動，盛況空前，吸引數萬人湧進

臺東，而每逢元宵假期的寒單爺活動，亦是

臺東專屬的文化慶典，其餘如活水湖鐵人三

項、花蓮的曼波魚季、太魯閣路跑、花東金

針山季，也都為當地打下了響亮的知名度。

文化與觀光都是花東地區重要的產值，

失去文化，就像人們光著身子一樣，只看見

骨肉，毫無審美價值；失去觀光，就像人們

沒了娛樂一般，永遠只會追求名與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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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光，同時也是人生重要的調味劑，在忙

碌之餘，能夠放鬆心情的一帖良藥。

  後花園的美麗憧憬

花東是臺灣的後花園，然而，這樣的

「後」不代表落後，而是有更多的空間，培

養軟實力，期待後來居上的可能。嚴長壽先

生近年來將重心由臺北，轉向於花東一帶，

更在臺東成立了均一中小學，重視品格的涵

養，也重視特色文化的傳承； 他也經常走

訪許多知名觀光景點，希望將這些景點，透

過更多文化的手法，包裝成一條休閒產業的

帶狀文化。花蓮與臺東，慢慢成為全臺灣最

動人的兩個城市，精而美，精而巧，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它們的發展，不需要太過快

速，一但快速而成為財團競相爭奪的地方，

反而加快其毀滅的速度。嚴長壽先生認為，

建設後花園，是需要像呵護家裡的花園一

般，有耐心、用心、細心的，不要操之過

急，也不做無謂的投資、安排與建設，因

為，後花園的特色與優勢，便在於取之於自

然，用之於自然，在緩慢的生活步調中學

習，按照時程來走，一切會發展得更成熟、

更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