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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材必有用 
 

南方壺 

一年一度的奧斯卡金像獎得獎名單揭曉（台灣時間 3 月

8 日）。首度被提名的姍卓布拉克 (Sandra Bullock)，擊敗歷

來被提名最多次的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共被提名 16
次，其中 13 次最佳女主角，3 次最佳女配角）等其餘 4 位強

敵，榮登影后。 

姍卓布拉克從影 23 年以來，雖拍過幾部賣座的電影，

如早期的“捍衛戰警＂(Speed)，及近期的“愛情限時簽＂(The 
Proposal) 等，但主演的電影多半不夠深刻，始終與好片或大

片沾不上邊。因此直至一年前，大約少有人會將她與最佳女

主角連在一起。何況她拍過的爛片可能還多些。如在本年奧

斯卡頒獎前一天，她才以“求愛女王＂(All About Steve) ，
拿下金酸莓獎 (Golden Raspberry Awards) 年度最爛女主角。

如今在奧斯卡修成正果，真印證有為者亦若是。有趣的是，

同年獲奧斯卡及金酸莓獎，也創下金酸莓獎自 1980 年首度

頒發，31 年來的紀錄。 

珊卓布拉克是以在“攻其不備＂(The Blind Side) 中的表

現被肯定。她領獎致詞時說： 

能以這片拿獎，要感謝故事主人翁黎安，她給

這位黑人孩子無私的愛，才創造出一位足球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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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向我母親致謝，更對全天下的母親致上敬

意，她們永遠只問付出，不求回報。 

我尚未看過“攻其不備＂，但顯然片中有位偉大的母親，造

就出一位成功的孩子。珊卓布拉克還說： 

小時候母親叫我要練芭蕾舞與鋼琴。因為要當

個藝人，最重要的就是要不斷地練習。 

要成為一個好演員，真得要有十八般武藝。否則便常得用替

身，演出效果將大打折扣，戲路也因此不夠廣。看來珊卓布

拉克能有今日的成就，是年幼時母親為她奠定的。 

紅遍半邊天的周杰倫，他又是如何成長的？媽媽是小學

美術老師，爸爸是中學生物老師。3 歲時，媽媽送他去學鋼

琴，還為他買一架好鋼琴。小學三年級時，周杰倫為大提琴

著迷，媽媽又斥資為他買了一把。國中二年級時，父母離異。

雖有音樂天賦，但功課卻很糟。高中聯考總分只有 100 多，

前途似乎一片黯淡。恰好淡江中學第一屆音樂班招生，周杰

倫考上了。只是除了音樂外，其餘科目都不行。雖媽媽相信

自己的孩子沒有問題，但早生幾年，不是 7 分可上大學的年

代。因此毫無意外，周杰倫考大學落榜了。 

知子莫若母，堅信孩子在音樂方面深具潛能。但如何能

跨出第一步？周杰倫首度上電視，是替參加歌唱比賽者鋼琴

伴奏。但他那奇特的彈奏方式，未獲共嗚，初試啼聲失敗了。

其後進入吳宗憲的公司擔任助理。媽媽知道周杰倫不善言

辭，甚至常被認為個性乖僻，因此還替周杰倫做公關，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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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員工。終於，民國 90 年，周杰倫出了第一張同名專

輯“Jay＂，立刻造成轟動。周杰倫成功了。出道第 3 年（民

國 92 年），他便成為亞洲版時代雜誌 (Time) 的封面人物。 

今天，除了是歌手外，又作曲又作詞。不僅如此，周杰

倫還跨足電影界，又演又導，好似才華橫溢，生下來就是個

全方位的藝人。但在當初那段到處碰壁的日子，只有媽媽全

心全力的支持他，相信他。周杰倫的第四張專輯就叫“葉惠

美＂，這是他媽媽的名字。 

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很大。一方面孩子乃遺傳自父母。嫌

孩子不夠聰明？抱歉，這可是來自你的基因。除了遺傳外，

在孩子長大成人前，其受教方式，往往父母有很大的主導

權。但這究竟是好還不好？前面我們看到幾個成功的例子。

只是也有人說“母愛真可怕？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媽媽

都不是專業的教育者，但卻很用力的教育著孩子＂。 

父母不是教育專業人員，卻對孩子的教育扮演關鍵角

色，似頗令人擔心。但就算專業的教師，是否就是好老師？ 

世界知名的機率學者，中央研究院的周元燊院士，二十

多年前，曾指出國內某著名大學數學系的老師，未能好好教

學。有人問“那何以該系仍出了很多優秀的校友？＂周院士

答“就是因他們不教書，所以未將學生教壞。＂原來有時老

師不教反而比教還好。老師對於學生，居然不是不能沒有你，

而是沒有你可能更好。這真值得身為老師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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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為了更發揮其功能，民國

82 年 3 月起改制為“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金會＂。

也差不多自那時候，開始推出各種多元入學方案。隔年 5 月，

該基金會出版一本“科系導航選輯＂，供高中生選填志願時

參考。各學系均找人為文介紹。數學系找到誰呢？周華健。

歌手，唱“花心＂，及“朋友＂的那位？有沒有搞錯？沒有。

在以“我記得＂為主題的文章中，周華健寫著： 

有一次和班上導師約談，她比一般男老師多了

一份真正的關心。當她知道我在學校附近的餐廳打

工，便說會帶幾個同學來聽我唱歌，讓我十分地感

動。因為她讓我覺得我是個有用的人。… 

文章末尾括號中註明“周華健，歌手，…，據說是一位

從台大數學系出走的僑生，…＂。 

我曾問一位台大數學系的教授“你們為什麼不讓周華

健畢業？＂這位教授答得也妙“我們不知道他會成名啊！＂

伯樂的確不常有。周華健，雖僅由臺大數學系“肄業＂，但

在學期間，應也上過好些學問“仰之彌高＂老師的課。只是

當他有機會向莘莘學子分享大學的求學經驗時，他特別提及

的，是一位僅具碩士學位的女老師。因那位女老師，無視他

在課業上拙劣的表現。肯定他的長處，讓他覺得自己是個

“有用的人＂。 

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多半的家長及教師，可能只

認為學業上的表現才值得肯定，少會支持孩子去唱歌、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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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球、服裝設計，或做麵包。父母很努力的依其價值標準栽

培孩子，壓抑著孩子讀書以外的天賦。雖然孩子在少年階段，

可能完全不愛書本。即使書讀得不錯，有夠多的選擇，但要

唸那一學系，有時也非順從孩子的性向及所長，而是依父母

以為的熱門學系。多少才華因此被埋沒。 

若父母無暇管小孩，小孩只好自求多福。有成功，有失

敗，不見得就不好。正如放牛吃草卻很茁壯。但具各種特殊

才能的孩子，若生長在不愁生計，或父母自認懂教育的家庭，

有時卻得在升學的洪流中，載沉載浮多年，索然無味。總要

等長大成人，有自主權了，才有機會開始嘗試適合走的路。

有人尚來得及轉寰，但有些人便晚了，失去了美好時機。 

我們常自豪台灣的中小學生，數學及自然科學，在各種

國際競賽及評比中，成績有多突出，比美國高一大截。但美

國好的科學家少了嗎？不只多，科學之外，還百花齊放，各

方人才輩出。簡言之，他們重視的是人盡其才，沒什麼士農

工商的排序。反觀國內，大部分的青少年，將寶貴的青春歲

月，全花在準備升學，心思只在進排名更前面的學校。將讀

書轉化為考試，再轉化為做題目。做什麼樣的題目？不過是

侷限在 80 分鐘，或 100 分鐘內能完成的幾十道“小＂問題，

而且要閱卷容易的。這樣下的得高分，豈等同於知識淵博？

豈等同於打下日後具競爭力的基礎？早早將求知的興致耗

竭倒是有的。 

我們並不否認，擅長應付目前這種測驗的人，是具備不

少能力，至少反應較靈敏。但就像有人文思泉湧，可七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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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只是歷史上那有太多詩，須在七步中完成？不少絕妙好

詩，可能都是反覆推敲後所產生的。所謂吟成一個字，捻斷

數莖鬚。要知慢工出細活也是一種特質，雖在成長過程中，

具這樣特質的人，有時不得志於試場。遇到這種情形，父母

要沈得住氣，不要以為急病而亂投醫，嚇壞小孩。何況一心

為孩子前途著想的父母，難道僅滿足於孩子在 15 歲（考上

高中），或 18 歲（考上大學），達到人生顛峰？ 

為人父母，既已如茹苦含辛帶大孩子，付出那麼多，更

宜仔細觀察孩子性向，發掘其才能，支持其往擅長的方向發

展。與其上街頭，要求教改，要求學校將小孩子教好，君子

求諸己，還不如回頭多看自己小孩一眼。與其常想政是眾人

的事，治是管理，立志做大事，或立志做大官，還不如先修

身齊家。這是不用立志便能做的。人人修身齊家，國家豈還

有什麼大問題？ 

每個人都有他的一片天地，在那片天地中，即使辛苦，

卻是心甘情願的，是愉快的。父母該協助孩子，找到屬於他

的那片天地。而不是人云亦云，讓孩子擠在亳無興趣，處處

掣肘的狹小空間中，進退失據。成就畢竟得靠自己，父母不

用過度犧牲，弄得自己一無所有，還被批評不是專業的教育

者。天下原本無不是的父母，偏偏有些父母硬是要讓自己成

為不是的父母。何不輕鬆些，僅須給孩子必要的協助，讓他

們盡情發揮所長。對孩子要有信心，既然有你的遺傳，就相

信他們的能力並不輸給你。但也無法强求孩子達到你所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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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他們終能學會選擇，也終能學會生存，不必擔心。

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們的孩子也不例外。 (99.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