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在南方 

不容易辭 

南方壺 

民進黨敗選，新三寶的禍國亂政，被某些人認為是造成

讓選民厭惡民進黨的一個重要原因。一開始新三寶也顯出一

付隨時可打包回學術界的樣子。不眷戀職務的態度，還令人

產生些敬意。只是才過了幾天，風頭一過，便連“不容易辭”

都出口了。本來學者從政，自以為是書生報國、犧牲奉獻，

卻使國政一團亂，就已很可恥了。又被嘲諷為新三寶、小丑，

就更是可忍熟不可忍。這時就該趕緊趁機躲回本行學術界，

怎還在那兒耍嘴皮的說什麼義不容辭，不容易辭？ 

這些學者從政，除非主子不要他們幹，否則個個的確是

不容易辭。他們從不會覺得自己幹不好，民之所欲絕不在他

們心中。笑罵由人，只要主子關愛眼神依舊在，便好死不如

歹活，繼續賴在其寶座。 

風氣是敗壞了，很多學者早已無風骨可言。即使在大學

裡，太多教授既無法皓首窮經，也不耐學而優則仕的等待。

汲汲營營，爭相去加入所謂行政團隊。美其名為服務，國父

也的確說過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只是當他們所服務的成果，

評鑑不好，排名又一路下滑，卻無人須為此負責，就很令人

不解。既然服務不好，為什麼還捨我其誰，堅持要服務？難

道非得把學校搞垮，以檢驗覆巢之下有沒有完卵？ 

 1



心在南方 

我們觀察不容易辭的原因，常是因為官不難。如果官不

聊生，早就不如歸去了。以大學為例，有些校長只知利用學

校資源，以擴展其個人地盤。對校務並不真正在意，對學校

的遠景並未真正關心。底下的眾主管，只要迎合校長，校長

便認為他幹的好。至於校內教師的抱怨，學校名聲的好壞，

校長並未真正放在心上。眾人報喜不報憂，壞消息就東藏西

掩。真上了報紙頭版，大罵幾聲不公平，一定申訴，就好像

解脫了。有如政治人物被批評時，常脫口而出的那句“告到

底”。在這樣的氣氛下，主管並不太難幹。 校內教師“天

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篇），眼看局勢不妙，

多言無益，只好守著自己學術上那一畝三分地，先把功夫練

好，以成為覆巢之下的完卵。眾士諾諾，而無一士諤諤，一

群溫良恭儉讓的主管，與校長配合度這麼高，校長自然不會

想換人。自己不想走，校長不給走，一個個當然就不容易辭

了。人人浮現腦中的盡是“先生不出如蒼生何？”難捨不

捨，怎可輕易遠離權勢？純做學問多孤寂啊！學校評鑑差，

名聲下降，這群人卻有如生命共同體，共犯集團，凝聚在一

起。除非，他們有另一位子可以去坐，否則永不分離。 

在論語泰伯篇前面那句話之後，孔子接著講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9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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