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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十五大 
 

南方壺 

人各有志，人總會自我期許。而欲成大事者，更要有點

自信，有時甚至可到狂妄的地步。秦朝末年，因受不了暴政

統治，而率眾揭竿起兵的陳涉(？-西元前 208 年)，出身貧寒。

在“史記＂的“陳涉世家＂中，記載他少時曾對一位同受僱

為人耕種者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後來遂常以“燕

雀安知鴻鵠志＂，來形容一個人有遠大的志向。在“三國演

義＂第二十一回裡，曹操(155-220)與劉備(161-223)煮酒論英

雄。曹操要劉備說看看，那些人是當世英雄？劉備講了幾

位，曹操都不以為然。最後曹操先以手指著劉備，然後指著

自己，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又在唐朝時，武

則天(624-705)自立為帝後，徐敬業(？-684)起兵討伐。為說

明造反有理，由駱賓王(640-684)起草那著名的“為徐敬業討

武曌檄＂。武曌就是武則天，她認為自己好像日月般崇高，

高掛於天空，因此改名曌。徐敬業文章批判之犀利，讓武則

天讀完，都為之動容。在呼喚舉國文武重臣加入討伐陣容後，

該文以“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做結語，真

是豪情萬丈。 

高自我期許，當然不只有古人。毛澤東(1893-1976)有一

首詞“沁園春·雪＂： 

北國風光，千裡冰封，萬裡雪飄。望長城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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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

臘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晴日，看紅裝素裹，分

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數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

武，略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只識彎弓射大雕。俱往矣，數風流人物，

還看今朝！ 

這首詞乃毛澤東於民國 25 年 2 月在陝西完成，但直到 9 年

多後，民國 34 年 8 月，才在重慶發表。本來國民黨內的知

識分子，之前對毛澤東所知並不多，以為他不過是個有野心

的草莽土匪。但在他筆下，中國兩千多年來的大帝，個個不

是略輸文采，就是稍遜風騷。到頭來，數風流人物，還看今

朝！詞中所顯示氣吞山河的胸襟、氣魄，及文采，令許多人

讀後開始對毛澤東重新評估。也是因其中“只識彎弓射大

雕＂一句，在民國五、六十年，那杯弓蛇影的年代，讓寫出

“射鵰英雄傳＂一書的金庸(1924-)，被認為有附和毛澤東之

嫌。導致其武俠小說，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台灣被列為禁書。

即使民國 69 年解禁後，“射鵰英雄傳＂仍須改名為“大漠

英雄傳＂，始得出版。 

今年 1 月 30 日，聯合報有一則標題為“台灣海洋論文

引用指數全球第 3＂的報導。原來根據英國皇家化學會天然

物化學期刊的統計，在 2006 至 2011 年間，台灣海洋天然物

研究的論文數，居全球第 4。而由中山大學、海洋生物博物

館及東華大學所組成的研究團隊，是台灣海洋天然物領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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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力。至於台灣學者的海洋天然物化學論文的被引用指

數，則居全球第 3。中山大學高興的將此新聞放其網頁上，

頗有“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自豪。 

中山大學是所拼勁十足的大學，在前一位校長時，訂下

讓中山進入世界兩百大的目標。起初校內教師，皆以為是不

可能的任務，視為妄想。但 2010 年的 9 月，英國“泰唔士

報＂(The Times)所公佈的世界大學排名，台灣共有 4 所大學

進入前 200 名，中山昂然列名其中，居第 163 名。其他尚有

清華大學第 107 名、台灣大學第 115 名，及交通大學第 181

名。去年 5 月，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公佈全球建校未

滿 50 年的前 100 所大學的排名。台灣有 5 所大學進榜，表

現最佳的是中山大學，建校 32 年，排名第 30 名。其他尚有

台灣科技大學第 55 名、元智大學第 70 名、逢甲大學第 89

名，及陽明大學第 95 名。 

大學有不同屬性，林林總總的大學排名，當然都是僅供

參考而已。且不同機構所做排名，有時差異很大。辦學仍該

秉持紮紮實實的態度，本不必過度在意各種排名，以免為了

迎合排名，使學校落入華而不實的境界。只是排名在前，畢

竟代表在某指標下，於某回評比中，辦學績效被肯定。 

當台灣一些志氣高昂的大學，努力拼世界 X 大時，民國

89 年創校時，喊出“北台大南高大＂口號的高雄大學，鴻鵠

之志安在否？ 

目前台灣眾大學中，有 12 所獲教育補助的“邁向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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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計畫＂，也就是通稱的“五年五百億計畫＂。包括台灣

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

學、陽明大學、中興大學、長庚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政治

大學，及台灣師範大學。台大獲得補助款最多，有 31 億；

台師大則獲 2 億。前年 4 月，於補助結果公佈時，台大校長

即宣佈台大將以邁向世界 50 大為目標。前述 12 所大學，也

常被視為研究型大學。 

除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外，教育部另有“獎勵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研究及教學，為大學兩大重責。不是研究型，總

該是教學型。兩者都不是的大學，若被認為定位不明，若聲

望低迷，都將不足為奇。 

去年 11 月 28 日，高大教師收到一封信： 

各位親愛的主管先進、師長們大家好： 

今日上午教育部以特急件捎來一個好消息：高

雄大學本期(102-105 年)教學卓越計畫獲初審通

過！… 

但我們還有很艱鉅的複審程序要通過，才能克

竟其功。本校已經五年沒拿到教卓計畫，比起有教

卓的學校，我們在教學發展上的經費相較不足，於

是爭取大型競爭型計畫總是吃虧的；就像別人吃了

五年養身大補丸，在跟我們比賽賽跑一樣。不過，

我們的老師年輕有活力，全校教職員工生總是加倍

辛勞、另爭上游，初審結果算是給我們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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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本校要進一步提報細部計畫書並赴教

育部進行計畫簡報。最後的審查結果，約在明年 2

月左右才會知道。敬請各位繼續給予關心、協助及

支持，還有，請記得幫高大祈禱喔！敬祝 

教安 

教務長 XXX 敬上 

這封信寫得輕飄飄、軟錦綿，似由別人代筆。這些人，

總自認身分太高，即使發全校教師的信，都不願自己動筆。

由別人起草也就算了，自己具名的信，連做些修改也不想。

那教學卓越計畫的申請書，厚厚一本，又豈會花功夫去規

劃，花功夫去看？而且信中強調還有很艱鉅的複審程序，看

不出絲毫信心，令人有不祥之兆。 

兩個多月後，今年 2 月 1 日，教育部公佈了複審結果。

當很多所學校喜孜孜地宣佈連 X 年獲教學卓越計畫，高大由

連五年，累積成為連六年不得。幾天後，2 月 5 日收到一封

由高大校長署名的信： 

各位敬愛的師長及同仁們，大家好： 

再過幾天就是農曆春節了，XX 在此向各位拜

個早年，祝大家新年愉快，事事如意！ 

新春的喜悅紛至沓來的同時，XX 也要向各位

報告，高大今年少了一份禮物：教育部第三期教學

卓越獎勵計畫，本校雖通過初審，但複審階段未獲

青睞，這份禮物，高大人企盼已久，也投入無可數

盡的心力，但仍未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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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卓初審階段，我們的努力獲得初步的認

同，進入了前 43 名。… 

XXX 敬上 

將教學卓越計畫沒通過，輕描淡寫地說成“高大今年少

了一份禮物＂，這些人寫信怎麼都一個調調？這次得到教學

卓越計畫補助的大學，共有 33 所。高大校長將初審進入前

43 名，解讀成“努力獲得初步的認同＂。那如果高大得到補

助，不就是“努力獲得認同＂？不要忘了還有 12 所研究型

大學。12 加 43 等於 55，12 加 33 等於 45。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鴻鵠安知燕雀之志。全國 45 名就算努力獲得認同？現

在已有 55 名了！ 

北台大南高大。台大校長以台大邁向世界 50 大為目

標，顯露出大學盟主的架勢。這位成大借調來的校長，不知

他當初來選高大校長，有什麼自我期許？ 50 大？45 大？只

是一為世界，一為台灣。(10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