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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福助教授＜再別中興湖＞析釋  

周志仁 ∗ 

輕輕地，我走了， 

正如我輕輕地來。 

且把霓虹夢暗藏湖裏， 

我輕輕招手， 

作別那悠悠沉彩。 

湖畔高聳的樓房， 

那三尺講台， 

是我長年編織夢想的寶壇。 

浮想聯翩啊，任我馳騁。 

匠心獨運啊，任我指點。 

夢中的文學情人啊， 

穿越遙遠的往世， 

走到我的身旁，走進我的心坎。 

向我傾訴衷腸啊， 

和我相依相伴！ 

看哪，那傳薪的火把， 

正在點燃。 

森林的夜鶯， 

何妨呼朋高歌！ 

聽哪，那創新的慧命， 

正在接續。 

丘壠的麻鷺， 

何妨引伴歡唱！ 

齊聲頌讚這莊嚴的殿堂！ 

悄悄地，我走了， 

                                                 
∗ 周志仁，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港區藝術中心展演股股長、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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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悄悄地來。 

且讓霓虹夢在翠湖發酵， 

我揮揮衣袖， 

不帶走一絲異彩。 

                              （2014 年 6 月 19 日寫於中興湖畔） 

2014 年 6 月 19 日，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吳福助老師在講授完碩士在

職 專 班 「 辭 賦 學 研 究 」 課 程 後 ， 以 輕 快 的 步 伐 邁 出 中 興 大 學 文 學 院 綜 合 大 樓

802 教室。今晚是這學期中興大學中文系最後一堂課，更是吳老師以兼任教授

身 份 在 中 興 大 學 任 教 的 最 後 一 天 。 告 別 二 十 年 熟 悉 的 教 學 場 域 ， 信 步 來 到 中

興 湖 畔 ， 楊 柳 依 依 迎 面 而 來 ， 深 夜 謐 靜 的 校 園 益 顯 深 沈 ， 平 靜 無 波 的 翠 湖 ，

在孤燈跫影陪伴下，增添幾許離別愁緒。遠處傳來黑森林 1夜鶯斷斷續續的高

歌 ， 還 有 湖 畔 麻 鷺 的 低 沉 啼 喚 ， 在 此 刻 化 為 一 首 又 一 首 感 傷 的 離 歌 。 孤 月 高

懸，晚風習習，作者不禁隨興口占〈再別中興湖〉，藉此為這二十年的中興大

學教學生涯，劃下完美的句點。  

本詩題目所提到的「中興湖」，位於中興大學校園中央，是 1977 年由羅

雲 平 校 長 籌 劃 ， 勞 作 指 導 組 石 騰 芳 主 任 帶 領 一 群 工 讀 生 ， 一 鏟 一 鋤 地 開 鑿 出

來的人工湖。湖中心的「蘭州島」，以及西北角的土丘，全是挖掘產生的土塊

堆 積 構 成 的 。 經 過 幾 十 年 的 養 育 維 護 ， 如 今 「 中 興 湖 」 已 成 為 校 園 中 自 然 生

態最為豐富的景點 2。雖不能如英國倫敦劍橋大學的康河般可以盪槳放舟，悠

遊 其 中 ， 但 湖 畔 花 草 星 羅 棋 布 ， 綠 蔭 茂 密 ， 雁 鴨 點 點 ， 綠 意 與 清 涼 卻 遠 勝 過

榆 蔭 環 繞 的 拜 倫 潭 。 中 興 湖 如 今 早 已 成 為 中 興 大 學 校 園 中 最 著 名 的 地 標 ， 更

是 所 有 興 大 人 愛 校 精 神 憑 藉 之 所 在 。 由 於 作 者 很 喜 愛 中 興 湖 的 生 物 百 態 ， 中

興 湖 畔 的 自 然 生 態 步 道 ， 是 作 者 二 十 年 來 每 次 到 校 講 課 前 後 ， 一 定 要 散 步 沉

思 的 路 徑 ， 所 以 很 自 然 地 ， 作 者 會 選 用 「 中 興 湖 」 這 個 最 具 典 型 代 表 意 義 的

場景，作為臨別抒情的舞台。  

本首詩開頭與結尾兩節，套用徐志摩〈再別康橋〉詩句。作者曾經說明：

                                                 
1 黑森林，指中興大學正門入口右側的針葉林標本區。這個區域樹木茁壯，連成一片蓊

鬱的森林，深獲大家喜愛，因而有「黑森林」的暱稱。詳見《中興大學生態步道》，

台北，貓頭鷹出版社，2002 年 12 月，頁 144-147。 
2 詳見《中興大學生態步道》，台北，貓頭鷹出版社，2002 年 12 月，頁 1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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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別心情，恰與徐志摩〈再別康橋〉略似，爰加運用。」 3徐志摩〈再別康

橋〉寫作於 1928 年 11 月第三次歐遊歸國途中，內容是那年 7 月底，徐志摩

隻 身 走 訪 他 當 年 留 學 讀 書 的 劍 橋 大 學 校 園 的 經 過 ， 詩 中 充 滿 對 母 校 無 限 歡 喜

與眷戀的感情 4。尤其這首詩如夢似幻般的理想色彩很濃，是吳老師的最愛。

吳老師回想他來到中興大學教學尋夢的前後經過，是一個人「輕輕地到來」，

一個人「悄悄地離去」，就像徐志摩返回寂靜的校園，乘興輕輕而來，興盡悄

悄離去一般，境況有些相似，因而很自然地將這平常最熟悉、最喜愛的名句，

予 以 因 襲 套 用 。 可 貴 的 是 作 者 並 沒 有 全 然 抄 襲 ， 而 是 能 配 合 個 人 的 特 殊 時 空

背景，巧妙地加以變化運用。  

這首詩開頭與結尾兩節，作者所提到的「霓虹夢」，具體內容究竟是什麼

呢 ？ 這 就 要 從 作 者 的 治 學 理 念 談 起 。 作 者 專 長 的 學 術 領 域 是 「 史 記 傳 記 文

學」、「楚辭學」、「秦簡學」、「文學文獻學」、「台灣傳統文學」。作者先後在中

興 中 文 系 碩博 士 班 、 碩士 在 職 專 班講 授 「 國 學研 究 法 」、「辭 賦 學 研 究」、「 史

記研究」、「臺灣文學文獻學」、「臺灣鄉土文化與文學」，並於進修部講授「楚

辭」、「史記」。作者的治學基本理念，簡括來說，就是要「開創新的學術領域」。

作者是東海大學早期畢業生，東海大學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曾說：「開創將是

我們的格言。」(Pioneering will be our watchword.)。作者應該是深深受到東海

大 學 創 校 初 期 開 創 精 神 的 薰 陶 ， 以 至 於 他 一 生 的 治 學 歷 程 ， 一 直 都 是 在 追 求

開創性的學術夢想，實踐開創性的教學理想 5。作者一向認為學術研究的根本

要 求 就 是 要 創 新 ， 研 究 者 必 需 具 備 創 造 性 思 維 ， 勇 於 發 掘 新 材 料 ， 提 出 新 問

題 ， 努 力 取 得 超 越 前 人 的 突 破 性 成 果 ， 從 而 開 拓 新 的 研 究 領 域 ， 推 動 學 科 的

發 展 。 創 新 意 識 應 是 學 者 一 種 寶 貴 的 精 神 品 德 。 至 於 要 如 何 才 能 有 效 地 進 行

學術創新呢？「不往行人行處行」，是作者最常提到的話題。作者認為熱門的

議 題 ， 固 然 可 以 透 過 眾 人 的 思 想 交 鋒 ， 開 拓 眼 界 鍛 鍊 實 力 ， 但 也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一 再 重 複 他 人 已 做 過 的 勞 動 。 並 且 在 前 輩 絞 盡 腦 汁 ， 激 列 競 爭 的 情 況 下 ，

留 下 供 你 補 充 發 明 的 空 間 已 經 很 少 。 年 輕 朋 友 怯 於 膽 識 ， 最 愛 選 擇 熟 題 ， 這

                                                 
3 吳福助老師給筆者的信函。 
4 參考《新詩三百首鑑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年 8 月第 1 版，頁 50-53。 
5 詳見謝鶯興〈吳福助先生著作目錄〉，《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第 81 期，2008 年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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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不 免 流 於 人 云 亦 云 ， 雷 同 平 庸 ， 難 有 創 意 。 況 且 在 專 家 林 立 的 情 況 下 ， 後

輩 晚 生 出 頭 的 機 會 相 對 減 少 ， 投 資 報 酬 率 確 實 不 高 。 可 是 一 但 改 換 跑 道 ， 轉

入 冷 僻 而 又 有 高 度 價 值 的 領 域 ， 情 況 就 大 不 相 同 了 。 在 這 裡 ， 你 可 以 自 由 揮

灑 你 的 才 情 ， 不 再 受 到 拘 束 。 你 的 開 創 性 成 果 也 容 易 受 到 關 注 ， 甚 至 有 幸 成

為矚目的焦點。即使「草創者疏」，你的論點不免漏略，也會被後起者一再引

述 ， 予 以 補 充 。 這 就 像 攀 登 前 人 從 未 涉 足 過 的 山 嶽 巔 峰 ， 取 得 「 首 登 」 的 榮

譽一般，雖然過程充滿冒險犯難，卻是令人意氣風發，欣奮不已 6。根據以上

所述，作者所謂的「霓虹夢」，就是夢想要帶領學生開疆闢地，開拓嶄新的學

術 研 究 領 域 ， 鼓 勵 學 生 要 昂 揚 奮 發 ， 勇 往 直 前 地 獨 立 研 究 ， 努 力 建 構 屬 於 個

人 的 學 術 理 想 。 對 於 這 樣 一 個 理 想 色 彩 很 濃 的 教 學 理 念 ， 作 者 在 二 十 年 的 教

學 過 程 中 ， 曾 經 一 再 努 力 倡 導 ， 用 心 經 營 過 。 如 今 作 者 即 將 離 去 ， 作 者 衷 心

期 盼 這 些 辛 勤 栽 培 的 創 新 思 維 ， 能 夠 在 中 興 校 園 繼 續 成 長 茁 壯 ， 因 此 作 者 說

要把這些夢想「藏在湖裏」，讓它們生根、發酵，持續發展，至於他自己則是

忍 心 告 別 這 些 自 己 編 織 的 夢 想 ， 而 不 願 意 帶 走 一 絲 異 彩 。 從 這 樣 臨 別 的 願 望

訴 說 ， 可 以 看 出 作 者 對 中 興 中 文 系 學 生 確 實 揮 灑 了 濃 烈 的 學 術 熱 忱 ， 傾 注 了

大量的心血精神，用心良苦，令人不免要肅然起敬。  

本 首 詩 第 二 節，隨 後 即 從 中 興 湖 畔 的 景 致，帶 著 讀 者 進 入 作 者 最 熟 悉 的

工 作 場 域 --綜 合 大 樓 文 學 院 教 室 中 ， 以 高 樓 、 講 台 構 築 出 作 者 心 目 中 的 寶 壇

聖 境 。 作 者 懷 抱 著 要 培 養 學 生 創 造 性 思 維 的 「 霓 虹 夢 」， 面 對 這 個 教 學 理 想

的 實 踐，作 者 指 出 如 上 所 述「 不 往 行 人 行 處 行 」的 方 便 捷 徑，此 外，作 者 又

曾 提 示「 多 元 學 科 有 機 結 合 」和「 從 鄉 土 文 化 出 發 」這 兩 個 理 念，作 為 研 究

行 動 的 出 發 點 。 關 於 「 多 元 學 科 的 有 機 結 合 」， 作 者 曾 撰 有 〈「 文 學 詮 釋 學 」

理 論 體 系 的 構 建 〉一 文 加 以 說 明 7。他 說 長 期 以 來，人 們 為 了 認 識 世 界，不 得

不 將 各 種 對 象 從 原 來 的 整 體 和 聯 繫 中，孤 立 起 來，加 以 切 割 與 分 析，從 而 建

立 各 門 學 科。這 種 從 聯 繫 中 孤 立 起 來 的 割 裂 研 究，不 可 能 不 在 某 些 方 面 失 去

了 事 物 原 來 的 特 性。文 學 觀 念 和 文 學 體 系 本 來 就 是 一 種 多 元 的 複 雜 現 象，為

                                                 
6 以上參考謝智光〈不往行人行處行--吳福助教授的治學理念〉，《國文天地》第 25 卷

第 3 期，2009 年 8 月。據吳老師告知，該文是吳老師的自述記錄。 
7 收入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傳統文學的現代詮釋》，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8 年

4 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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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深 入 研 究 文 學，就 必 需 聯 繫 文 學 自 身 的 分 支 學 科 與 其 他 外 圍 相 關 學 科，進

行 綜 合 整 體 的 研 究。參 照 物 越 多 樣，參 照 系 越 豐 富，得 出 的 結 論 也 越 完 善 正

確。尤 其 在 人 類 知 識 急 遽 發 展 的 今 天，學 術 體 系 的 構 建 邁 向 詳 贍 邃 密，理 論

架 構 與 分 析 方 法 不 斷 創 新 ， 資 訊 又 快 速 傳 播 、 相 互 影 響 的 嶄 新 學 術 環 境 裏 ，

文 學 如 何 運 用 自 身 及 其 它 相 關 學 科 的 新 知，予 以 適 當 詮 釋，以 便 因 應 現 代 社

會 生 活 的 需 要，此 乃 學 術 界 急 待 探 索 的 新 課 題。他 進 一 步 舉 例 說，可 以 從「 文

學 心 理 學 」觀 點，詮 釋 作 家 的 素 養、寫 作 過 程；從「 比 較 文 學 」觀 點，詮 釋

文 學 題 材、體 裁、技 巧、風 格 等 方 面 的 民 族 特 色，以 及 在 世 界 文 學 史 上 的 特

殊 意 義；從「 文 學 閱 讀 學 」觀 點，詮 釋 讀 者 的 審 美 要 求 及 社 會 評 價，對 作 家

創 作 的 推 動 和 制 約 作 用；從「 文 化 學 」觀 點，詮 釋 物 質 文 化、精 神 文 化、文

化 價 值 系 統，對 文 學 特 質 的 影 響；從「 哲 學 」觀 點，詮 釋 哲 學 對 文 學 創 作 和

文 學 思 潮 的 關 係；從「 民 俗 文 化 學 」觀 點，詮 釋 文 學 的 民 俗 基 因，文 學 發 展

的 民 俗 傾 向 ， 以 及 文 化 變 動 等 。 至 於 「 從 鄉 土 文 化 出 發 」， 作 者 認 為 長 久 以

來，臺 灣 一 直 被 認 為 屬 於 中 國 邊 陲，是 歐 亞 大 陸 東 南 沿 海 的 一 個 小 島，因 而

臺 灣 學 術 界 也 就 習 慣 以 漢 人 為 中 心，用 中 國 的 視 野 來 詮 釋 臺 灣 歷 史 文 化 的 發

展。這 種 以 中 國 中 原 本 位 來 看 待 臺 灣 的 狹 隘 心 態，直 到 近 年 在 學 術 自 由 的 衝

擊 下，若 干 人 士 提 出「 重 新 認 識 臺 灣 」、「 重 新 肯 定 臺 灣 」的 呼 籲，才 稍 有 改

善。目 前 提 倡「 臺 灣 學 」學 者 比 較 進 步 的 看 法 是，脫 離 中 國 邊 陲 的 羈 絆，重

新 構 築 以 臺 灣 為 另 一 個 中 心 的 歷 史 觀 ， 在 臺 灣 與 世 界 相 結 合 的 互 動 關 係 上 ，

從 臺 灣 審 視 世 界，也 從 世 界 審 視 臺 灣。如 此 尋 回 臺 灣 真 實 而 特 殊 的 兼 具 大 陸

與 海 洋 性 格 的 歷 史 文 化 風 貌，從 而 養 成 臺 灣 人 民 的 自 尊 與 自 信，坦 然 面 對 世

界，屹 立 於 世 界 強 國 之 林。作 者 又 說 臺 灣 如 果 想 要 擁 有 自 尊 的 文 化 生 活，臺

灣 的 學 術 界 如 果 想 在 世 界 學 術 殿 堂 樹 立 尊 嚴 形 象，就 應 該 儘 速 把 臺 灣 不 僅 作

為 研 究 的 課 題，甚 至 進 一 步 作 為 研 究 的 主 體，努 力 從 臺 灣 本 位 的 觀 點 來 重 新

詮 釋 臺 灣 的 歷 史 文 化 現 象，建 構 一 套 系 統 而 連 續 的 完 整 歷 史 觀 8。以 上 引 述 的

這 些 教 學 理 念，作 者 不 僅 在 課 堂 上 大 力 闡 揚，並 且 要 求 學 生 進 行 實 驗，付 諸

實 踐。作 者 的 教 學 工 作，最 重 視 培 養 學 生 的 學 術 研 究 能 力，長 年 以 來 一 直 主

動 積 極 指 導 研 究 生 研 讀 重 要 學 術 新 著 ， 寫 作 「 書 評 」， 以 便 開 拓 視 野 ， 養 成

                                                 
8 以上參考謝智光〈不往行人行處行--吳福助教授的治學理念〉，《國文天地》第 25 卷

第 3 期，200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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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求 新 知 的 基 礎 能 力。並 進 一 步 指 導 專 題 研 究，學 習 寫 作 合 乎 學 術 規 範 的 論

文 。 經 作 者 反 覆 批 改 推 薦 發 表 的 學 生 習 作 ， 刊 登 於 《 中 國 文 化 月 刊 》 9、《 東

方 人 文 學 誌 》、《 東 海 大 學 圖 書 館 館 訊 》等 ，有 書 評 53 篇 ，論 文 66 篇 ，目 錄

4 篇，至 於 所 指 導 的 學 位 論 文，則 有 14 篇，其 中 3 篇 已 正 式 出 版。作 者 說 ：

「 本 系 學 生 素 質 較 高，也 較 能 主 動 配 合 教 學 要 求，用 心 學 習，因 此 我 很 多 的

教 學 理 想，都 是 在 本 系 實 踐 完 成 的。這 20 年 間，每 週 2-4 次 開 車 前 來 授 課 ，

每 次 2 小 時，從 未 請 假 缺 課，也 從 未 遲 到，卻 是 往 往 遲 退，精 神 狀 況 一 直 是

昂 揚 奮 發，一 再 企 圖 追 求 成 就 感。雖 然 個 人 才 力 微 弱，再 受 限 於 諸 多 環 境 條

件、資 源 短 缺 因 素，成 果 畢 竟 有 限，但 這 卻 是 我 一 生 中 最 值 得 紀 念 的 黃 金 歲

月。」10本 詩 第 二 節 所 說 的 作 者 站 在 講 台 上，「 浮 想 聯 翩，任 我 馳 騁 」，「 匠 心

獨 運 ， 任 我 指 點 」， 作 者 教 學 所 浮 想 、 指 點 的 內 容 ， 大 抵 從 以 上 所 引 述 教 學

理 念 及 實 踐 情 況 可 以 獲 得 概 括 的 瞭 解，至 於 具 體 詳 情，那 就 要 進 一 步 從 作 者

所 指 導 的 作 品 去 追 尋 了 。  

作者另外一個很突出的治學理念，就是「尋找文學情人」。古今中外的文

學 名 家 多 如 夜 空 繁 星 ， 作 品 數 量 更 是 浩 渺 無 際 ， 永 遠 不 可 能 讀 完 。 有 什 麼 樣

的 方 法 可 以 使 自 己 不 致 眼 花 撩 亂 ， 反 而 能 快 速 地 直 驅 文 學 殿 堂 ， 興 會 淋 漓 地

接 受 文 學 的 洗 禮 呢 ？ 作 者 認 為 從 自 己 氣 質 相 近 的 作 家 入 手 ， 應 是 最 具 神 效 的

捷 徑 。 當 我 們 尋 尋 覓 覓 ， 終 於 找 到 一 位 思 想 相 似 、 性 情 同 調 作 家 的 時 候 ， 頓

時 便 會 覺 得 相 見 恨 晚 ， 甚 至 一 見 如 故 ， 胸 中 鬱 積 多 年 的 話 ， 似 乎 都 已 被 他 說

出 道 盡 。 這 種 感 覺 猶 如 男 女 情 愛 觸 電 般 的 強 烈 ， 不 禁 令 人 手 舞 足 蹈 ， 拍 案 叫

絕，渾身舒暢無比，精神也發生猛烈影響。一旦找到這樣中意的「文學情人」，

作 家 自 會 釋 放 魔 力 吸 引 您 ， 而 您 也 樂 於 亦 步 亦 趨 地 追 隨 他 ， 接 受 薰 陶 ， 流 連

忘返，恍如獲得新的生命，走入新的世界。這種讀書方法就是古人所說的「讀

書必須得力於一家」，如此自能奠定深厚的學養基礎。由「文學情人」的理念

出發，作者甚至認為治學也是一樣，對於自己鄭重選擇作為安身立命的學科，

也 要 投 入 大 量 熱 情 ， 才 會 把 它 當 作 修 行 一 般 ， 歡 喜 做 ， 甘 願 做 ， 無 怨 無 悔 地

堅 持 下 去 。 如 此 一 旦 嚐 到 了 精 深 的 滋 味 ， 便 就 很 難 再 割 捨 了 。 作 者 曾 經 舉 例

                                                 
9 參看吳福助等編《中國文化月刊總目索引》，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 年 11 月

25 日。 
10 吳福助老師寫給中興中文系同仁的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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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他所最愛慕的「文學情人」，在中國傳統文學方面，首推屈原和司馬遷。

他 愛 慕 屈 原 終 其 一 生 修 身 潔 行 ， 孤 芳 傲 世 ， 追 求 完 美 人 格 的 實 現 ； 景 仰 司 馬

遷 愛 憎 分 明 ， 盡 情 地 褒 揚 貶 抑 歷 史 人 物 ， 筆 端 蘊 含 著 深 沉 的 感 情 。 在 臺 灣 傳

統 文 學 方 面 ， 最 令 他 心 醉 神 馳 的 「 文 學 情 人 」 首 推 王 少 濤 。 王 少 濤 「 傷 今 弔

古都無益，獨立蒼茫只詠詩」，遺世獨立的孤傲風骨，以及「左史右圖書，吟

詠欣寄託」，渾然忘卻俗慮的閒適情趣，這些堅貞不移的丰采，都是他最渴望

學 習 的 。 至 於 王 少 濤 詩 作 的 表 達 技 巧 ， 純 任 性 靈 ， 自 由 揮 灑 ， 語 言 淺 顯 ， 文

氣 流 暢 ， 通 覽 全 書 ， 幾 乎 不 須 翻 查 字 典 詞 書 就 可 以 很 輕 鬆 地 看 懂 ， 絲 毫 沒 有

閱 讀 壓 力 ， 卻 又 靈 活 變 通 ， 首 首 皆 饒 有 鮮 活 佳 趣 ， 連 日 常 最 平 凡 不 過 的 家 庭

瑣事，也往往被點化為詩境畫意，尤其令他玩味再三，愛不釋手 11。根據以上

作 者 的 詳 細 論 述 ， 再 參 核 作 者 在 系 上 所 擔 任 的 課 程 ， 就 可 以 很 清 楚 地 確 認 本

首 詩 第 二 節 所 說 的 穿 越 時 空 ， 走 入 作 者 心 坎 ， 前 來 傾 訴 衷 腸 ， 經 常 與 作 者 相

依相伴的「文學情人」，指的是戰國晚期寫作《楚辭》的屈原，西漢中期寫作

《史記》的司馬遷，以及戰後臺灣詩書畫三絕的王少濤。 

作 者 在 中 興 中 文 系 兼 課 二 十 年 ， 經 常 參 與 系 上 的 一 些 活 動 ， 跟 系 上 的 老

師 有 不 少 互 動 ， 對 系 上 的 狀 況 自 然 有 相 當 程 度 的 了 解 。 作 者 寫 給 系 上 同 仁 的

感謝函說：「我於 1994 年應王仁祿主任之邀，前來本系兼任，迄今 2014 年屆

齡退休（72 歲），合計 20 年。本系歷屆系主任：王仁祿主任、朱玄主任、徐

照 華 主 任 、 陳 欽 忠 主 任 、 江 乾 益 主 任 、 陳 器 文 主 任 、 韓 碧 琴 主 任 ， 以 及 現 任

林 淑 貞 主 任 ； 系 上 很 多 位 教 師 同 仁 ， 例 如 李 建 福 老 師 、 劉 錦 賢 老 師 、 林 文 彬

老 師 、 林 清 源 老 師 、 林 仁 昱 老 師 、 石 美 玲 老 師 等 等 ； 以 及 郭 惠 端 助 教 、 湯 碧

珠助教、徐淑玲助教、郭子品助教、曾麗雯助教，20 年來，前前後後都給我

很 多 教 學 上 的 協 助 與 鼓 勵 。 大 家 的 熱 情 相 挺 與 真 誠 相 待 ， 一 直 都 讓 我 衷 心 感

謝，覺得幸福無比！」又說：「本系敦樸勤懇的系風，數十年來聯綿不絕地在

傳 承 延 續 ， 系 內 一 團 和 氣 ， 讓 我 感 到 十 分 親 切 。 … … 中 興 校 園 的 一 切 ， 將 成

為 我 今 後 最 念 念 不 忘 的 甜 蜜 回 憶 。 」 作 者 以 兼 任 教 師 的 身 份 ， 經 過 長 期 的 側

                                                 
11 以上參考：(1)謝智光〈不往行人行處行--吳福助教授的治學理念〉，《國文天地》第

25 卷第 3 期，2009 年 8 月。(2)吳福助〈王少濤全集序〉，收入吳福助、楊永智主編《王

少濤全集》，臺北，臺北縣政府文化局，2004 年 12 月。(3)王少濤詩作，詳見《全臺詩》

第 35 冊，臺南，國立臺灣文學館，2014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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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觀察，他認為中興中文系同仁「無伐善，無施勞」12，普遍都能做到認真務

實 ， 誠 懇 相 待 ， 彼 此 尊 重 ， 通 力 合 作 。 這 種 在 特 定 的 時 空 裏 ， 在 各 種 複 雜 的

因果網絡下，悄然形塑出來的系風，作者拈出「敦樸勤懇」四個字加以概括。

此 外 ， 作 者 對 中 興 中 文 系 的 課 程 設 計 ， 能 夠 因 應 時 代 思 潮 ， 配 合 社 會 要 求 ，

全 面 地 系 統 規 畫 ， 迅 速 地 予 以 更 新 ， 更 是 推 崇 備 至 ， 曾 經 建 議 東 海 中 文 系 倣

效 學 習 13。 有人 說 ：「父子 是 血脈 綿延 ， 師生 是慧 命 傳續 。」 作 者既 然誠 心推

崇 中 興 中 文 系 的 系 風 ， 兼 又 高 度 肯 定 中 興 中 文 系 的 教 學 規 模 ， 作 者 因 而 以 能

加 入 這 個 傳 道 授 業 的 教 育 行 列 ， 視 為 個 人 莫 大 的 榮 幸 。 本 首 詩 第 三 節 作 者 熱

情 地 禮 讚 這 個 薪 火 傳 承 、 慧 命 綿 續 的 神 聖 學 程 ， 稱 頌 中 興 學 府 為 「 莊 嚴 的 學

術殿堂」，可謂直指大學教育精神核心，精闢準確。很特別的是，文學院黑森

林 的 夜 鶯 ， 以 及 中 興 湖 畔 的 黑 冠 麻 鷺 ， 也 都 加 入 盛 典 的 陣 容 ， 齊 聲 高 歌 ， 共

同 頌 讚 這 個 薪 火 傳 承 、 慧 命 綿 續 的 偉 業 。 作 者 善 於 援 用 自 然 生 態 素 材 ， 營 造

歡欣鼓舞的熱鬧場景氣氛，令人備感鮮活有趣。  

綜 合 以 上 析 釋 ， 這 首 詩 直 抒 胸 臆 ， 純 任 自 然 ， 豪 邁 縱 橫 ， 氣 勢 磅 礡 。 作

者 的 博 大 胸 襟 ， 與 灑 脫 酣 暢 的 言 辭 融 為 一 體 ， 形 成 一 種 「 豪 放 」 的 風 格 ， 具

有 強 烈 的 震 人 心 脾 的 藝 術 魅 力 。 透 過 本 詩 ， 可 以 感 受 到 作 者 的 學 術 熱 忱 ， 不

是 猛 裂 而 迅 速 短 暫 的 一 時 激 情 ， 而 是 一 種 強 烈 、 深 厚 、 持 久 而 穩 定 的 熱 情 。

二十年來，作者秉持「陽氣愈提愈盛，精神愈用愈出」的治學格言 14，昂揚奮

發地一再鼓舞學生衝破思想禁錮，掙脫學術陳規，探索新領域，開拓新思維。

這 種 「 創 新 精 神 」 的 大 力 闡 揚 ， 全 心 追 求 學 術 理 想 的 用 心 ， 應 是 中 興 中 文 系

教 學 史 上 很 值 得 紀 念 的 一 頁 。 作 者 詩 成 後 ， 曾 寄 送 中 興 中 文 系 林 淑 珍 主 任 討

教 ， 林 主 任 欣 喜 之 餘 ， 立 即 敦 請 前 系 主 任 亦 為 書 法 名 家 的 陳 欽 忠 教 授 ， 將 此

詩 化 為 書 法 佳 作 ， 並 於 退 休 惜 別 會 中 致 贈 ， 以 為 永 久 紀 念 。 陳 教 授 於 詩 末 題

曰：「福助教授於本系兼任二十年，澤被諸生，口碑載道。臨別賦詩一首，文

情並茂，良深感佩。」此跋語當是本詩最為中肯的評論。 

                                                 
12 《論語‧公冶長》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勞。」伐善，誇耀自己的好處。施勞，

表白自己的功勞。 
13 見吳福助〈癡人說文學夢--退休獻言〉，全文引入陳惠美、謝鶯興〈東海中文系課程

規劃史料初探〉，《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第 153 期，2015 年 1 月 15 日。 
14 清末民初史學家梁啟超的治學名言。梁氏一生為社會理想奮鬥，專心講學著述，從

不倦怠，故有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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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陳欽忠教授書寫〈再別中興湖〉（林宗瑤拍攝） 

 

﹝圖 2﹞中興湖的彩虹（右樓即吳教授任教的教室所在。2014 年 10 月 12 日 9：

30 林宗瑤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