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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熱情仍在否？ 
 

南方壺 

近日台灣大學校長李嗣涔，對台大的準畢業生，提出

14 點建議： 

1. 保持熱情，別太在乎薪水、職位與升遷。 
2. 不要太在意“準時上下班＂。 
3. 盡量避免事後請假。 
4. 不要輕易說出“這不是我的工作或這太簡單了，找

別人做＂等推諉的話。 
5. 不要說出“沒辦法、我不會或太困難了＂的洩氣話

語。 
6. 從失敗中學習寶貴的經驗及功課。 
7. 對任何事抱持好奇心，並深入了解。 
8. 開會時別當木頭人，也別輕易丟出一個太過簡單的

問題。 
9. 對同事及主管應具備同理心。 
10. 別把責任推給他人。 
11. 保持創新精神。 
12. 保持閱讀與學習、習慣對和工作相關的事務有反

應，從中領悟道理，並記錄心得。 
13. 善用時間、管理瑣碎時間、充分利用時間，提升工

作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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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留意任一環節的細節。 

在每一點之後，都加以闡釋。如第 1 點的說明為： 

擁有熱情，能量就源源不絕，熱情會帶來卓

越。若一付出多少，就想獲得多少代價，將會大失

所望，也會降低自己的熱情，別太在意努力程度是

否與報酬成正比。保持對工作的熱情、保持學習與

思考、努力工作、積極主動、創建差異性價值。美

國著名作家愛默生說“有史以來，沒有任何一項偉

大的事業不是因為熱忱而成功的。＂彼得杜拉克

“熱愛工作的人才會有所表現。＂事實證明，懷抱

初衷、擁有熱情的理念會讓我們更樂於工作、主動

把事情做得更好，而且是心甘情願；這種積極心態

所創造出的成就和被動的工作態度相比較，是有著

天壤之別的差異。 

李嗣涔說這“14 點給社會新鮮人的建議＂，是一位熱心的企

業界朋友寄給他的。在新鮮人起薪普遍低迷的當下，不勸企

業界提高薪資，反順從其建言，要準備踏入職場的學生別太

在乎薪水。洋洋灑灑的給了 14 點建議，配上如“熱情會帶

來卓越＂的八股文字，當然不易引起學生共嗚。 

昔者韓信（生年不祥，卒於西元前 196 年）年輕時忍住

胯下之辱，後來成為西漢開國名將。校長要學生為了遠大的

目標，忍辱負重，暫且一切不計較，只要埋頭苦幹，乃出於

善意。只是在薪水、職位與升遷都不顧之下，卻仍得保持熱



心在南方 

 3

情，這樣的建議，實在有點不食人間煙火。其後有人寫了篇

“給台大校長與教授們的十四點叮嚀＂，將原來的 14 點，

奉還給台大校長及其教授，但給了不同的闡釋。像是第 1 點

改成： 

保持熱情，別太在乎薪水、職位與升遷－擁有

熱情，能量就源源不絕，熱情會帶來卓越。記得：

大學教授研究與教學並重，要保持對教學、對學生

的熱情。不要太在乎 SCI 論文有幾篇，是否能得到

國科會傑出獎或者彈性薪資的獎勵。不要太在乎拿

到多少建教合作計畫，增加多少收入。不要太在乎

是否研究成果趕時髦變成顯學、可以常常上電視變

成名嘴，或者進入政府部門當官。教授的薪水肯定

有一部分是學生繳的學費，因此好好備課，不要連

自己都不知道自己在教什麼。課前也不準備，上課

也不認真。精神恍惚，不知道在想什麼，浪費學生

的學費和時間。沒有教學熱情，不只是沒有卓越，

根本愧對學生。雖然教授薪水不算很高，但比辛苦

的勞動階級已經高很多了，別老只想著升官發財。 

君子求諸己，身為師長，總不能有嘴說別人沒嘴說自

己。單單第 1 點中的別太在乎薪水，在上下交征利的今日，

便豈易做到？其他 13 點當然也一樣。像是第 2 點，大學裡

豈只不準時上下班，有些教授根本不常在校，讓學生很難找

到，怎能倒過來，勸學生不要太在意上班時間長短？ 

近年來因有五年五百億計畫，及教學卓越計畫，有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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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費寬裕，除了原有的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及發表論文

的獎勵等榮譽與實惠外，尚能發出比例不低的學術研究績優

教師，及教學績優教師等，不一而足的頭銜，獲獎者每月有

數萬元的津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意申請的教師，得

先依那複雜的辦法，計算能獲得幾點，秤秤自己斤兩。然後

準備資料，甚至得自拍光碟，及上台報告己身的豐功偉業，

被打成績。對這類給教師的獎項，有些大學的作法，有如研

究所招生，對遴選結果，“正取＂外還有備取名單。整個過

程實在有些繁瑣，二桃殺三士，文人相輕，不這樣做，又難

以讓落選教師口服。雖似為五斗米折腰，但獲獎後名利雙收，

所以不論遴選那種“績優＂，都有不少教師趨之若騖地填表

遞件。若看到原本該超然的現任教務長，也忍不住下凡，與

眾教師爭取教學績優獎，也不必太驚訝。雖顏子之行，不遇

仲尼而名不彰。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不見於外，但要高臥隆

中，等有慧眼者賞識總是太慢了，於是紛紛毛遂自薦。 

對於五年五百億計畫，及教學卓越計畫兩頭空的 29 所

公私立大學，教育部也有“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

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

資＂的計畫，以協助“延攬或留任特殊優秀人才＂。由那串

很長的名稱，便知獲此計畫者，毫無光彩可言。而為“落實

本方案延攬國內外優秀人才＂，此計畫中明列“新進之年輕

特殊優秀人才應優先考量，並至少占每年總補助經費之百分

之五十＂。教育部對那些他們眼中表現落後的大學，認為此

項補助，該優先考量年輕優秀人才。這想法是合理的，既然

現況不佳，當然該注入新血，以改善體質。只是仍有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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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頑不靈，扭曲此教育部的美意，明訂只有校內已任教若干

年的教師才能申請，完全排除新進教師。而也真有些擔任主

管，及資深教授去申請。現有掌權者，將學校經營不善，現

有資深教授，未能發揮影響力，都該自責，怎能率先去爭取

此一“清寒獎學金＂？這些人給再高的薪水，對學校績效之

提昇，有何助益？ 

人們常說莫忘初衷，偏偏初衷往往就是初衷，難隨歲月

前行。大學教授投入學術這一行，當年多半也有些理想，想

從事研究，探索真理；想經師人師，誨人不倦。只是幾年下

來，逐漸只關注論文數、研究計畫的經費、評比排名，及各

種獎勵與頭銜。勉勵學生“保持熱情，別太在乎薪水、職位

與升遷＂，但光是熱情這項，自己便已很難持續了。學生可

能不太清楚教授是否在乎薪水、職位與升遷；不太清楚教授

做研究，是出於熱情，或為了評鑑、升等，還是獎勵。但他

們的老師，對於教學工作的熱情是否仍在，學生可相當清楚。 
(10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