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在南方 

和氏之璧 

南方壺 

    今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獎名單，於 1 月 25 日公佈，

共 35 人獲獎，C 教授列名其中，朋友們都很替他高興。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已有二十年的歷史，大約是從民國七

十四或七十五年開始頒發。逐漸成為一很有公信力的學術

獎，有些學校的某些獎項，申請條件之一，常有曾獲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這一條。國科會幾年前又弄出一個特約講座，給

已獲三次傑出研究獎者申請。自傑出研究獎設立以來，的確

帶動了國內研究風氣。當然凡事有利必有弊，為了爭取這份

榮譽，難免讓有些教授拼命製造論文，疏忽教學，而且這又

不像田徑賽，即使僅快 0.01 秒也是贏，沒得話說。而是人來

審核，但在幾位候選者中，往往不易區隔究竟誰較優。同一

學門裡，研究領域常又大不相同，有時真很難說該頒給誰。

自以為應得而未得者，難免有抱怨。總總原因，使得國科會

在過去兩年停辦傑出研究獎。可說是因噎廢食。 

    去年國科會決定恢復，但名額從以往一年約 100 名縮減

為 35 名，獎金為 1 次領 50 萬元，且只能獲獎 1 次。 

    C 教授在大陸湖北唸完大學及碩士，1990 年在加拿大完

成博士學位。然後在加拿大與德國當了幾年博士後研究，

1995 年申請台灣的教職。他擁有加拿大護照。那個年代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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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但 S 大 A 系從他的學經歷及著作目錄，看出他的研究

潛力，立即通過聘他，然後將案子送到校教評會。 

    A 系一向重視研究，聘人惟才。那時系上另有兩位出身

大陸的教師。一位是大陸清華大學畢業，後來到加拿大完成

博士學位，留在那兒從事幾年研究工作後，1993 年來台灣，

這是該系第一位出身大陸的教師，他也有加拿大護照，算是

“外籍＂人士。台灣對外籍人士來台任教，限制較少。他雖

拿博士較晚，但因在大陸及加拿大都已有幾年教學或研究的

年資，宜給其適當的職稱(title)。花了一些小功夫後，讓他順

利來應聘，至今研究表現一直極佳，為 A 系一研究台柱。另

一位是在大陸拿到博士學位後，被邀請到美國教書，1994 年

來台灣，那時仍拿大陸護照，不能以專任聘。該系花了一番

大功夫，才順利以國科會延攬大陸人士的辦法讓他來台，算

是客座教師。這位教授的研究是國際級的。該系另有兩位出

身香港的教師，當初第一位來台，也花不少精力。那時的系

主任，不斷聯繫外交部，入出境管理局，才使其獲來台簽證。

這類事今日來辦可能已較容易。十餘年前，香港還好，大陸

人士，要來台較長期的任教，可說非常困難。 

    但遺憾的事發生了。C 教授的聘任案，在校教評會未獲

通過。依規定須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才算通過，

C 教授恰得二分之一的同意票。為什麼會這樣?原來該系有些

資淺教師，強烈反對聘 C 教授，有若干位教師且到校方散佈

不宜聘 C 教授的訊息。台面上的理由是領域不對，以及為何

要聘出身大陸的學者?這樣會剝奪台灣人的就業機會。那時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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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校長是屬於較政治型的，懾於聘“大陸＂教師可能影響

其“仕途＂(隔年他校長任滿轉至中央任某部長級官員)，在

其擔任主席之校教評會中，反對聘 C 教授。但 S 大教授向來

自主性高，仍有半數校教評會委員支持該案，令人欣慰。事

實上，C 教授應為“外籍＂人士，他乃加拿大籍，只是出身

大陸。 

    C 教授的研究領域當然亳無疑問屬於該系發展所需。由

於進入學術界的時間不夠長，資淺教師往往弄不清楚那些是

發展重點。至於提出要保留工作機會給台灣人的那幾位教

師，對國內年輕學者，一向不關懷，這只是反對的藉口而已。  

    海納百川故能成其大，美國之所以強盛，乃因其吸收各

國優秀人才。美國雖不輕易讓外國人久待，但他們所看上

者，也會努力讓其留下。以今日教育部致力推動大學國際

化，連有多少外籍學生，都是對各大學的評鑑指標之一，何

況有外籍教師?A 系可說洞燭機先。 

    其實真正反對聘 C 教授的理由是，A 系原有的兩位出身

大陸的學者，其優異的研究，已對系上有些年輕教師造成太

大壓力。反對聘 C 教授的該系教師，包含那兩位來自香港的

教師，唇亡齒寒，真令人遺憾。要知 1997 年以後，香港回

歸大陸，香港居民也算是大陸居民。 

    信心不足造成該系若干教師極力反對聘 C 教授。要知學

術研究是不分國界的。任何一領域，世界上就是有許多厲害

的人，我們無法鴕鳥式的，以為只要這些人離遠一點，就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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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突顯我們不夠好。要有水漲船高的心理。有傑出的教授，

將為系上帶來很多好名聲，有可能使在此系任教的教師，也

都被認為是好教授。就像我們往往以為在哈佛，耶魯那些一

流大學任教的每一位教授，其研究也必都是世界級的。 

    老實的 C 教授不知這種變局，帶著妻子及兩個年幼的兒

子，高高興興地第一次來到這個號稱民主自由的台灣，當他

們出現在這所以風景優美著稱的 S 大，立刻喜歡上這個環

境，而也才知學校拒絕了他們。即使看到出現在眼前這一家

四口，是如此善良忠厚，並非“萬惡共匪＂，A 系反對者不

為所動，依舊反對，所以在校教評會的覆議案，仍未通過。 

   A 系當時系主任，奔走國科會，替 C 教授申請客座案，

學門同行也很幫忙，他們不願看到一位年輕富潛力的學者，

莫名其妙地被犧牲掉，願意來台，卻被排除在正思起飛的國

內學術界之外。於是在極短的兩個星期中，通過此客座案，

C 教授遂自 1995 年 10 月起至 A 系任教。 

   次年 7 月新校長上任，約見將於 8 月接 A 系系主任的教

授。這位教授懇切地請校長協助 C 教授的聘任案。其後校教

評會順利通過此案。C 教授於 1996 年 8 月起，成為 S 大專任

教師。 

   C 教授一向不以物喜，不以己悲，他專注於研究，樂以忘

憂，這些紛擾，並未對其造成影響。他研究愈做愈好，經常

有歐美年輕學者，來此跟隨他，擔任博士後研究。一些頗富

聲望的國際學術期刊，也找他當編輯委員。曾有美國著名大

 4



心在南方 

學接觸他想延攬他加入，國內也有好幾所大學一直想要挖

角。他雖研究一流，但為人謙和，與人為善，學術界同行多

樂與其交往共事。他的賢內助，除了讓他無後顧之憂外，並

積極參與校內外一些社團，生活充實豐富。兩個小孩也適應

了台灣的升學，老大正就讀北部某很好的大學一年級。安定

的生活，及研究群的形成，使得至少到目前，C 教授仍選擇

留在 S 大。 

   這重新頒發的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名額少，得獎不易。C
教授是其學門裡唯一獲獎者，也是 S 大唯一獲獎者。實至名

歸，C 教授以一“大陸＂，或者說“外籍＂人士，憑其豐碩

的研究成果，獲此殊榮。A 系以及 S 大也分享他的榮譽。A
系將因有 C 教授，在學門中大幅提昇其學術地位。S 大近年

來致力於與國內其他大學相匹比，努力想進入世界若干百大

之內。幸好有 C 教授，否則全校無人得此學術上的大獎，將

是在學術競賽中一大挫敗。 

   春秋時楚人卞和得一璞玉，先獻厲王後獻武王，但玉匠

皆認為這只是塊石頭，以欺君罪左右腳先後被砍斷。直至文

王即位，使玉人琢之，才發現果然是塊寶玉，遂命名為“和

氏之璧＂。 這塊玉在歷史上可是大大有名，後來還引出“完

璧歸趙＂一段典故。  

   歷史告訴我們，石是石，玉是玉，該來的該有的，是擋

也擋不住的。和氏璧的光采，終究會顯現出來的。恭喜 C 教

授。 (9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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