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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二屆SDG生態城鄉實踐跨校交流工作坊圓滿落幕
孫宜秋／南市

2019/1/1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氣候變遷是現今關注重要議題之一，涉及範疇廣泛且

複雜，需要整合多元專業知能共同研析。知識與理論也不再僅侷限於單一領域，

「跨領域」與「實踐」係永續整合之必備元素。2018年12月22至23日由「國立成功

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與「教育部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南區聯盟」，於成大C-Hub創

意基地共同舉辦「第二屆SDGs永續城鄉實踐跨校交流工作坊」，活動規劃以跨校、

跨領域交流為主軸，並以台南市安南區鹽田社區與鹽田生態文化村為基地選址，師

生共同激盪人口高齡化、多元民族、產業轉變下沿海之空間地區該如何因應氣候變

遷，達到提升跨域學習深度，深化人才培育之使命。主辦單位感謝教育部高志璋科

長與洪智能組長的蒞臨，以及數名教師、業師與學生的參與，使「跨領域交流活

動」圓滿落幕，並豎立了一個完美的里程碑。
 

 此一跨校跨領域交流工作坊。由成大都市計劃學系張學聖教授兼系主任、成大管

理學院交通管理科學系魏健宏教授兼中華郵政董事長、成大管理學院電信管理研究

所陳文字教授、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吳佩芝副教授兼研發長、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陸曉筠副教授兼教務長共同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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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親所給佛像護⾝符 印籍學⽣感激台南波麗⼠積極尋回

▲台南市警五分局開元派出所警⽅，積極幫就讀於成功⼤學的吳姓印尼外籍學⽣尋回
遺失⽪夾，令吳⽣⼗分感激。（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名就讀台南市成功⼤學的吳姓印尼外籍學⽣，⽪夾遺落計程⾞上，因內有⺟親所給
保平安的佛祖神像護⾝符，對她來說意義重⼤，警⽅調監視器積極尋找，找所搭計程
⾞，在1⼩時內尋回⽪夾，令吳⽣⼗分感激。

台南市警五分局開元派出所1⽉14⽇下午5時30分許，就讀於成功⼤學的吳姓印尼外
籍學⽣等3⼈向值班員警表⽰⽪夾遺落計程⾞上，希望警⽅能幫忙找回。

吳⽣焦急表⽰，她當天上午11時30分許，在勝利路成⼤醫院前搭乘計程⾞要到移⺠署
時，⽪夾疑似掉在計程⾞上，⽪夾內有現⾦、證件及佛祖神像，其中佛祖神像是⺟親
特地送她保平安的，對她來說意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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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姓印尼外籍學⽣，⽪夾遺落計程⾞上，內有⺟親所給保平安的佛祖神像護⾝符，
對她來說意義重⼤。

警員王正材、陳冠鈞⽴即著⼿調查，從吳⽣上⾞時間及地點，調閱沿途監視器過濾⽐
對後，找到其3⼈所搭乘的計程⾞並聯絡該⾞司機，顏姓司機接到警⽅電話⽴即檢查
⾞內，在副駕駛座前⽅尋獲吳⽣之⽪夾，並送回派出所還給報案⼈，吳⽣3⼈對於員
警在不到1⼩時就將⽪夾尋回，深表感激與肯定，對台南波麗⼠的熱⼼積極的為⺠服
務態度與精神留下深刻好印象。

關鍵字：佛像,護⾝符,印籍學⽣,波麗⼠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4%BD%9B%E5%83%8F/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8%AD%B7%E8%BA%AB%E7%AC%A6/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5%8D%B0%E7%B1%8D%E5%AD%B8%E7%94%9F/
https://www.ettoday.net/news/tag/%E6%B3%A2%E9%BA%97%E5%A3%AB/


2019/1/18 【專欄】追憶《台灣文學》與《台灣學》的拓荒者—-林瑞明教授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bb05dfc9-0d92-49ff-b8b7-463c18e299b0 1/5

【專欄】追憶《台灣文學》與《台灣學》的拓荒者—-
林瑞明教授
2019-01-18 11:10

我跟林瑞明教授可以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朋友，卻也是我心靈上的
知已之交，雖然我們不常見面，但是一旦見面我們總是推心置腹，有聊不完的
話題，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理想和興趣：建立台灣文化和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和
古典音樂，前些日子我送他一本我花了三年時間創作《西方音樂巨人—-馬勒
傳》，才知道他在大學時代就對古典音樂有興趣，他還擔任過《成大古典音樂
社》的社長，當時龍應台還是他的助理財務長，從此以後我們聊天時，總會提
到這位貝多芬之後西方最傑出的交響曲作曲家；不久之後，他也送我一本
2015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給他出版的《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
錄》，我接到這本書後，不到三天，我就一口氣津津有味地看完這部，描述他
多采多姿的人生經歷的五百頁巨著，這本書之所以吸引我，主要是因為我們兩
人，對建立台灣歷史和文學的獨立性有共同的終極關懷，而且他認識的朋友，
我也百分之八十以上認識，他所崇拜的台灣文學家：賴和、楊逵、葉石濤、鍾
肇政、李喬、鄭清文等，也是我所崇拜的文學偶像。

2002年催生成大《台灣文學系》和博士班

在這本精彩的口述歷史《奔流》中，我很榮幸被他提到二次，第一次是因為我
與張恆豪在1994年，共同主編《復活的群像—-台灣三十年代作家列傳》，此
書在林瑞明教授的推薦下，變成《成大台文系》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難怪
2002年我擔任台南市文化局長時，探訪成大台文所時，那些學生似乎都認得
我；第二次提到我，是因為2000年我獲得頼和醫療奬，彭瑞金獲得賴和文學
奬，那時林瑞明的台南一中同學陳水扁剛剛當選台灣總統才一週，林瑞明教授
也才剛剛主編完成《賴和全集》十卷，而且他又是賴和基金會的重要人物，因
此我們二位得獎人，就在林瑞明、賴悅顏（頼和長孫）陪伴下，到總統府去見
陳水扁總統，陳水扁總統很親切地跟我們聊了半小時左右，並且表示他希望在

(/list/專欄/1390192014)

林衡哲
(/list/專欄/1390192014)林衡哲，醫師,旅美行醫與從事文化扎根工作30年。美國小兒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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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館首仼館長林瑞明教授喜歡穿原住民的衣服，唱原住民的歌，對原住民文學，充滿同情的
瞭解，他的學術巨著，奠定他《台灣文學拓荒者》的地位。圖／擷取自Fan Lin臉書（資料照）

總統任內，能建立台灣文化和台灣文學的主體性，最後問到我們有什麼意見？
那時我們向他建議台灣應該成立一些台灣文學系所，林瑞明特別強調：「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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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祗要有台文所，也要成立一個《台灣文學系》。」阿扁那時候用台語回答林
教授：「老同學，你就緊趁我做總統的時陣，提出一些計劃來。」這表示他會
關注，林瑞明回去成大後，馬上與陳萬益和呂興昌一起，趕緊提出成立台灣文
學系和博士班的計劃書。但是提出一年之後，教育部長曾志朗根本沒有處理這
件事，後來林瑞明又有機會再見陳總統，總統才特別指示教育部，終於成大在
2002年成立《台灣文學系》和博士班。林瑞明做夢也沒想到，成大會有機會
成立台灣文學系，他坦言沒有陳水扁總統的幫忙，傾中的教育部長是不會主動
成立《台灣文學系》。打鉄趁熱，台灣文學系成立後不久，林瑞明、呂興昌、
陳萬益合作，舉辦了非常盛大隆重而有內涵的連續三天的《台灣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我們海外《台灣文學研究會》的重要幹部：許達然、陳芳明、洪銘
水、東方白、杜國欽、張良澤和我，都有參加此一國際盛會，我也把當年文化
局年度補助款的三分之一，支持此一國際會議。

同遊《吳哥窟》，留下永恆美好的回憶

2002年我不務正業，接受許添財市長之邀，成為台南市文化局長那一年，與
林瑞明互動最多，那時他是《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我與他合作
把《郭柏川紀念館》保存並重生，同時也發現不少郭柏川的舊作；我們文化局
主辦盛大的《二二八紀念音樂會》、陳宏寬、宋如音、楊文信獨奏會，他都會
來欣賞；他也是台南市文獻委員，當時他尚未洗腎，我們文化局同仁和林瑞明
等文獻委員，曾經到柬埔塞的《吳哥窟》壯遊一週，那時我與林瑞明朝夕相
處，留下了永恆美好的回憶。

2003年10月17日到2005年9月1日間，他出仼國家台灣文學館首仼館長，那時
我常常帶朋友去參觀，祇要他有空，總是親切地招待我們，在二年任期中，他
貢獻良多，把這個亞洲最大的文學館，他的內涵與走向打下穩固的基礎，成為
台南的文化地標。

我對台灣三十年代的文學，是從1978年他以筆名林梵出版的《楊逵畫像》開
始，此書文筆流暢，生動地描繪楊逵感人的一生，是一部口述歷史的傑作，可
惜當時仍然是戒嚴時代，不敢觸及二二八事件，楊逵的《和平宣言》也沒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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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中，我經常鼓勵他，把二二八事件補齊，再版此書可惜沒有成功。楊逵這
位行動的文學家，1992年來訪問洛杉磯，結果促成了《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
會》的成立，必須感謝林瑞明復活楊逵文學生命所作的努力。

三本學術巨著，奠定他《台灣文學拓荒者》的地位

2000年我開始在東華大學和台大醫學院教《醫學與人文》時，介紹賴和以及
蔣渭水等日治時代對台灣文化有貢獻的醫師們，那時我總會把林瑞明三本學術
巨著《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
《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列為最重要的參考書，而且考試題目一定會有頼和與
蔣渭水等。

1987年文學界雜誌社出版葉石濤創作的《台灣文學史綱》，其中附有林瑞明
編的170頁《台灣文學史年表》（1652-1985）從明朝訪台的沈光文寫到李喬
《藍彩霞的春天》，共333年的台灣文學史簡表，可惜林瑞明並沒有寫出這部
橫誇333的《台灣文學史》，期待他的眾多學生們，能集體合作，寫出他未完
成的夢，他地下有知，相信會很開心。

桃李滿天下，《台灣學》先驅

林瑞明教授另一個重大貢獻是，他長期在成功大學的歷史系和台灣文學系期
間，不但桃李滿天下，而且指導無數碩士和博士生，寫出有關《台灣學》的學
術論文，例如江文也、蔣渭水、葉石濤、鍾肇政、陳映真、王詩琅、張深切、
吳新榮、楊雲萍、龍瑛宗、呂赫若、洪醒夫、鍾鉄民、楊熾昌、翁鬧、林文
月、朱天心、駱以君、黃錦樹、郭松棻、李昂、平路等，都是透過他的學生的
論文，建立他們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林瑞明平易近人，沒有大牌教授的架
子，與學生打成一片，深受學生的喜愛，因此他的告別式雖然在早上八點舉
行, 仍有三百多人參加，大部分都是懷念恩師的學生們。

以愛與包容，對待原住民和中國意識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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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明喜歡穿原住民的衣服，唱原住民的歌，對原住民文學，充滿同情的瞭
解，與原住民學者孫大川稱兄道弟，互相尊重，他雖然俱有濃厚的台灣意識，
但是以愛與包容對待中國意識的朋友，因此陳映真、蘇慶黎、龍應台等都曾經
是他的好朋友。他也是充滿《詩魂》的學者，他以林梵筆名，發表的《失落的
海》《流轉》《未名事件》《少尉的兩個世界》《青春山河》等，將會在台灣
詩史上，佔一席之地。

林瑞明雖然洗腎超過20年，但是他是生活藝術家，並沒有影響他的生活品質，
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11月15日《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在台北老爺飯店開會，
他從遙遠的台南趕來，外表仍然神釆奕奕，看不出病態，想不到11月26日就突
然離開人間，也許跟11月24日民進黨大敗有関，他已經走完他非常精彩而有意
義的68年人生，蔣朝根和我代表《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參加12月5日他的告別
式，約300多人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來參加，文化部長鄭麗君代表蔡總統頒予
總統褒揚令，台南市代市長李孟諺也頒發卓越市民，他的學生們也集體吟誦他
的詩作《時間哲學》回憶恩師，相信林瑞明在天之靈，看到他的告別式，他會
喃喃自語：「我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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