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在南方 

適合與適應 

南方壺 

    看到三十你想到什麼？三十而立？ 

    去台北過年，見到三位三十歲左右的年輕朋友，Lu，
Pan，及 Ying。  

    Lu 是以前在 S 大時的學生，自大二修我的機率論起，就

跟我很好。那時選課要導師簽名，不像現在學生自己上網選

課，導師便搞不清楚他的導生究竟修些什麼課。她們大四

時，我開設一門較高等的機率論，她拿選課單來給我簽名，

我沒說什麼便簽了。幾天後收到她寄來的一封信，說給我簽

名時，看到我失望的眼神。她解釋因暑假時她決定要走經

濟，於是大四便儘量修經濟方面的課，因此無法修我的課。

我看了信，一方面覺得這學生實在可愛，我一句話都沒說，

她便讀出我眼神中含有失望。英文中有“read my lips＂，她

沒讀到我的唇，卻“read my eyes＂。似乎她期待我該說些什

麼，但我卻一句話都未說，顯然是因太失望之故。於是找她

來，跟她說了一些讀了數學再去唸經濟很好之類的話。Lu
在 T.大經濟所畢業後，當了一年助理，考上公費留考。她考

的那一領域只有一個名額，能考上相當不容易。在美國那所

著名的 W.大 M.分校順利完成博士學位，國內一著名的研究

機構跟 T.大都爭取她， 最後她選擇去該研究機構。回國兩

年多，非常活躍，經常到國外參加研討會，及至學術機構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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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同行中有不少資深學者很器重她。前陣子還有香港某大

學邀她去演講面試。想延攬她前往任教。 

    認識 Pan，始於十三年前的過年期間，她是我一好朋友

的外甥女，在台北市一所明星女中就讀，家裡想送她出國唸

書，她則掙扎於是否要等高中畢業再去，那時她才高二。一

群大人給她出不同的主意。隨後她還是依家裡的意思，去加

拿大完成高中及大學，然後轉到英國北部一所大學讀研究

所。再見到她已隔了十年。三年前，她與在美國工作的哥哥，

約好一起回台灣過年。我們一大群人同去遊翡翠水庫，後來

還至台北市東區坐坐聊聊。十年不見，她已是清秀佳人，態

度落落大方，頗為討喜。今年過年則是第三度相遇，她剛於

上個月完成博士學位，並將於三月在台灣訂婚，四月在瑞典

結婚--因未婚夫是瑞典人，兩人參加研討會時認識的。準新

郎是個有趣又有自信的人，她帶著他拜訪旅居美國及在台灣

的親友，家裡長輩由反對到開始喜歡他。Pan 在國外唸書期

間，遭遇母喪，兄妹兩互相鼓勵扶持，她按部就班的完成學

業，並留意自己終身大事。這位新出爐的博士，美麗且有智

慧，其美好的遠景乃可預期。 

    至於 Ying，自他五歲起我便認識他了。高中畢業後，由

於聯考沒有考太好，父親在那個暑假立刻將他送出國，轉了

幾所學校，花了十一年，才完成大學及碩士學位，當然也花

了他老爸不少錢。由於在美國無法找到好工作，去年底他父

親叫他回來，目前正準備當兵。他當初若留在國內不知會怎

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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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到底好不好？國內教育當然較制式，管得多，有時

的確會扼殺不少創意。在較嚴的管理下，產品有如機器製

造，變異較小。歐美的教育，則靈活有彈性，學習較自由，

中小學功課少，放學早。台灣有些中小學生，到了美國，便

如魚得水，但因此學生的表現，也會有較大的變異。於是我

們聽到，看到，知道不少一等一的大天才，都是在國外被培

養出來，因而常令人對台灣的教育抱怨不已。但到了歐美

後，表現不佳者，其實也很多，這些自然不會廣被宣傳。 

    歸根結柢，一個人的表現成就，還是要看他的本質。在

適合自已的地方，便有較大的機會發展得較好。你覺得橘子

很好吃，移到淮北便為枳，味道大不相同。因此性向很重要，

要設法找可讓自己活得很好的“地方＂。包括才藝，運動，

學校，學系，工作，居住，對象，及環境等的選擇。但如果

生長的地方不適合自己，卻又無法離開怎麼辦？孟母三遷可

不是人人能效法的。想辦法適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9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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