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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統計二十二年 
 

黃文璋 

在金庸(1924-)小說裡，華山論劍究竟有幾次？許多年

前，在初到中山大學的第二年，我曾問過一個開口閉口情花

的年輕講師。但這其實是一不易回答的問題。 

從“射鵰英雄傳＂至“神鵰俠侶＂，華山論劍一共提到

三次。第一次發生在“射鵰英雄傳＂的故事開始前，因此嚴

格講，並未發生在金庸小說裡。第二次在“射鵰英雄傳＂的

最後一回，回目正是“華山論劍＂。第三次則在“神鵰俠

侶＂的最後一回。郭靖及楊過等人才剛上華山，便見一群三、

四十個人，正吆喝著爭奪“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書上說： 

第一次華山論劍，郭靖尚未出世，…。二十五

年後，王重陽逝世，黃藥師等第二次華山論劍，…，

但真要說到“天下第一＂四字，實所難言，…。想

不到事隔數十年，居然又有一群武林好手，相約作

第三次華山論劍。…。更奇的是，眼前這數十人並

無一識得。…。 

其後見動手者個個武功極平庸，居然也敢來附庸風雅，楊過

哈哈一笑，縱聲長嘯，嚇得那群人跌跌撞撞奔下山去。所以

書上所提的這第三次，乃是山寨版，是否該列入計算，尚待

斟酌。而這次雖上華山的高手不少，但根本沒比武。黃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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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三言兩語間，就排出東邪西狂南僧北俠中頑童的“天下

五絕＂。都是自己人，不用比了。但書上自始至終，都沒說

這才算是真正的第三次華山論劍，且金庸將回目取為“華山

之巔＂，而非如之前的“華山論劍＂。至於第二次，由前引

文已可得知，雖黃藥師等人的確有論劍，只是後來卻不了了

之，並沒有排出“天下五絕＂的名單。因此第二次，似乎是

一次未完成的華山論劍。所以對金庸小說裡，到底有幾次華

山論劍的問題，可能沒有一明確的答案。無論如何，在“神

鵰俠侶＂之後，華山論劍就成為絕響，再沒有第四次了。 

南區統計研討會，自民國 81 年起(頭兩屆名稱為“高雄

區統計研討會＂)，每年舉辦一次，從未間斷，第幾屆清楚明

白。我從第一屆起參加，忠心耿耿，也是從未間斷。少年子

弟江湖老，紅粉佳人白了頭，轉眼今年 6 月 28、29 日兩天，

即將要在高雄大學舉行第二十二屆了。時光飛逝，令人難以

置信。而且至民國 107 年，未來五屆的主辦學校，都已排定

了。這二十二屆，中山、成大，及中正等三校，各辦過五次，

高大三次，陸官、政大、東華，及輔大等四校各一次。目前

已有八所大學主辦過。至於未來五屆，則依序將由東華、彰

師大、中山、台北大，及成大各主辦一次。由這些數據知，

南部有幾所大學，是此研討會之主要支撐者；另也有逐漸將

成為骨幹者，而又不時有新大學加入主辦的行列。每年在不

同的大學舉行，可保有新鮮感，且能藉此參訪不同的大學。

教書做研究，平常大家各忙各的，每年相聚一次，發表論文

及聽演講外，就是趁機敘舊，杯酒言歡。不像華山論劍，都

只到華山，而且隔許久才舉行一次，難怪三次後便沒下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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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統計研討會，由第一屆的僅有 10 位學者發表論

文，報名人數 65 人，發展到近年來每年發表的論文均超過

百篇(今年有 193 篇)，且報名人數大抵都有 4 百人以上(今年

現場報名尚不計，線上報名便逾 420 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曾說： 

名字真義為何？玫瑰不叫玫瑰，亦無損其芳香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雖名為南區，實則為一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且早已成為台灣

統計界年度最大盛會。又不像華山論劍，就算跟著上了山，

也不見得有論劍機會。只要在主辦單位訂定的時間內寄達摘

要，任何人皆可在南區中給演講。既沒有審核，也沒人會覺

得你做的不夠好，縱聲長嘯，想把你嚇跑。有朋自遠方來，

不亦樂乎，只要願意來跟大家來分享其研究成果，都很歡

迎。自第十二屆起，為因應潮流，南區開始收報名費。但幾

乎僅是象徵性，學生的報名費更只有教授之半。不過“眾生

平等＂向來是南區特色，學生受到的接待，包含拿到的紀念

品及參加晚宴等活動，與教授完全一樣。後生可畏，焉知來

者之不如今也。年輕人願意來參加，我們都很高興，更會善

待他們。 

南區的晚宴很熱鬧，主辦者還會精心安排表演。演出者

主要是學生，娛樂嘉賓外，也想讓來自各方的朋友，藉此看

到主辦單位人文的一面。不論在那個學校舉行，南區晚宴似

乎總有喝不完的酒，杯觥交錯，果真是師生同樂。有時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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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巡後，興致一來，平常道貌岸然的教授，爭相上台唱歌。

我醉君復樂，陶然共忘機。學生看到老師個個醉容可掬，應

也會覺得統計這一行還不錯吧！ 

由於南區的吸引人，近悅遠來，參加者眾，再加上主辦

單位的友善，使不少事件樂意安排在南區中舉行。像某些學

會的年會，偶發性的研討會，及某些論文獎的選拔等。晚宴

裡也常進行一些有意思的慶祝活動。如望重士林學者的慶

生，及某些獎項的頒發等。使南區的內容愈來愈豐富，愈來

愈溫馨，當然規模也就愈來愈大。 

由於報名費僅佔南區總支出的戔戔之數，因此還得再籌

措不少經費。錢從那裡來？願意做事還得為錢煩惱？行到水

窮處，坐看雲起時。主辦南區，將深深體會到德不孤必有鄰，

贊助的機構及學會還真不少。他們高瞻遠矚，樂見南區的蓬

勃發展，不吝惜挹注經費。亦即經費不必太擔心，妥善規劃

便是。 

另外，聽起來籌備南區，大大小小，該傷神的事似乎不

少。像是如何於有限經費內，在晚宴中提供價廉又好喝的

酒？須準備多少才足以盡興？的確如此，主辦單位負責籌辦

南區的教授及行政人員，總有三個月要全心投入，力求盡善

盡美。該做的事原本就已不少，還要挖空心思，看怎樣方可

使老幹新枝，皆感到賓至如歸。事情太多，常得動員不少學

生協助。研究生在會議期間，既要當工作人員，時間到了又

須上台給演講，壓力其實不小。這一切，怎麼應付的過來？

辛苦是當然，在大學裡，沒有幾件比籌辦南區更辛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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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只要看到大家對南區如此熱心參與，不少教授，還以

論文好好做，便可到南區發表來勉勵其指導學生，那些辛

苦，便不再是辛苦了。 

就是這樣，一個沒有組織，不附屬於任何學會，因眾多

大小統計學家，及統計之友的支持，使得南區能持續二十二

年。(10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