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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這一
班

我
們畢業50年啦！1964年畢

業，到今年2014年，歷經

整整50個年頭，恰恰是半個世

紀。這是一個不太尋常的數字。

自從離開臺大的懷抱，我們各奔

東西，打拼前程，安然度過了50

年，無疑地，這是值得每位同學

深感欣慰的一種成就。因此，為

了好好慶祝一番，我們不僅籌辦

旅遊聚餐及回母校母系參訪，而

且製作了一張豐富又精美的照片

紀念光碟，以及出版《臺大心‧

外文情》一本紀念文集。

一連推出這三個煞費周章的節目需要很大的

決心和毅力，我們為何能夠勇敢接招，全力以

赴？老實說，就是出於對母校母系和同班同學長

長久久的愛，加以歡慶畢業50週年是今生僅能享

受一次的稀有機會，當然不能錯過，而且，開心

共享這些精采美妙的節目之後，必留下咀嚼不盡

的甜美回憶。

海內外同學攜眷旅遊歡聚等活動的張羅聯繫

相當繁瑣，幸而在同學會會長楊明深的公司秘書

張玉青統籌規劃及林彥男的公司秘書莊昀真協助

下，所有事情已安排就緒，一一登場，圓滿可

期。

照片紀念集由樂近英發起製作，獲得同學們

踴躍響應提供照片，加上劉寧熱心配樂，在電腦

高手羅惠美的專業協助下，經過4個月繁複彙編，

終於在7月19日完成這張令人拍案驚豔的光碟！很

佩服近英和惠美的慧心巧手，運用高科技把50多

年來欣賞過的無數美景和體會的

萬般情懷完整地珍藏起來。

據說大多數慶祝畢業50週年

通常只做第一種節目，像我們這

般另外製作照片集的並不多見，

而進而公開出版紀念文集的恐怕

更少之又少。《臺大校友雙月

刊》林主編表示我們所做的可能

是臺大人「一項創舉」；而文學

院陳弱水院長則說我們這樣做

「可謂壯舉」。

因此，我想應該先交代一下

我何以會起心動念要倡議做這件

深具意義卻實在耗時勞心又費力的事。話說今年5

月初我貼文稱讚譚嘉在「空中聚樂部」分享的一

篇好文章＜文學有用＞，同時建請近英在「紀念

冊」裡開闢「吾愛吾師」的新單元，以便刊登更

多這類感念恩師的文章。近英回應指出她正在做

的是「照片紀念集」，不是「紀念冊」，故無法

收錄長文在光碟內。她問我和莊宏信是否願意推

動50週年慶「紀念冊」的「大計畫」。我很感謝

她這個重要提示，我開始認真思考應該如何面對

這個大挑戰。

經過幾天考慮後，我毅然決定邀請全班同學

一起來創造出一本規模小於「紀念冊」的「紀念

文集」。我在「空中聚樂部」數度貼文解說有關

此文集多方面的構想，特此加以摘要如下：

各位同學，我想建請大家聯手合寫這本「文

集」── 暫且取名為「50年一本書」吧──也許

大家最關心的是涉及此書「為誰寫？為何寫？寫

余主編的真心話
文．圖／余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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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怎麼寫？」之類的問題，我願拋磚引玉，

試著簡述一些淺見，請大家指教：

一、	為誰寫？
本質上，這本「文集」跟「照片集」一樣，

都是為我們班每位同學而編製，不過既是公開發

行，它的讀者自然不限自己人。此書若能順利問

世，固然是我們同學自己的心血結晶，但可視為

我們送給兒女和學弟妹乃至母校母系的獻禮或紀

念品吧。

二、	為何寫？
為了把握與同學合作出版一本書的機會，不

妨將多年來的獨特經驗或省悟加以整理出至少一

篇文章來，一則作為紀念畢業50年之獻禮； 二

則透過知性感性的分享來展現同窗情誼，進而促

進彼此的相互了解；三則出於我們感恩臺大之情

懷，可藉以回饋社會一些能給人帶來正面能量的

東西。

三、寫什麼？
舉凡大學畢業迄今自認為值得與讀者分享的

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不論屬於生活的、知識的、

社會的、文化的、文學的、美學的⋯⋯任何題

材，都可作為自由選題的範疇。不過，在構思選

題時，不妨優先聚焦於50年來與個人實際經驗特

別貼近的題材，例如：當年最難忘的老師、課程

或遭遇；畢業後進修、就業、成家、養育兒女等

方面特殊的心路歷程；以及對人生某些深刻的體

察或感想等等。 

四、怎麼寫？
每個人大概都有一套寫作方法或習慣吧，就

請每位執筆的同學運用自己喜歡的風格自由發

揮。中文或英文都可，至於想寫散文、小說、詩

歌或學術評論，也悉聽尊便。

發出這些基本方針導言與歡迎投稿的公開信

後，我隨即與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洽商合作事宜，

而「新書出版計畫」於5月21日正式公布後，同

學們對文集專案的態度開始變得積極多了。隨著

投來的文章陸續登上我們的電子溝通平台後，有

些同學開始在平台上分享讀後感，這樣的回饋漸

漸產生了「引起動機」與「激發靈感」的正面效

果。加上近英和我等人不時邀稿催稿，使得愈來

愈多同學加入了投稿作者的行列。到了7月上旬估

計稿子差不多夠了，於是宣布7月31日是最後截稿

日。不過，後來為避免「遺珠之憾」，特別加開

一班「快樂號末班車」，結果，陳順英和楊都美

所寫的兩篇好文章順利搭上了這象徵快樂豐收的

加班車。

在徵稿活動逐漸增溫的過程中，我適時推出

我們摯愛的趙麗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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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與徵求書名的活動，感謝張琴虎、鄭師

楊、譚嘉、孟慶佶、曾璧容、張家興等人提出共

達22個書名建議，他們的創意點子引起了腦力激

盪，例如其中由璧容所提「臺大人，外文情」的

建言，激起了我將「人」改為「心」並將「，」

改為「．」的靈感，經我分析後獲得很多同學贊

同，文集徵名的喜劇於是在掌聲中落幕。恭喜璧

容的創意建言順勢凝聚了大家的共識。

「臺大心」3個字十分耐人尋味，因為它蘊含

著豐饒深廣的價值理念，包括校訓「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所提示的教育理想、人生信念、仁愛

思想以及品德修養等，而「外文情」則意謂著系

友對母系恩師的敬愛懷念以及同學們對外文研習

的執著熱情。兩者中間的連接小圓點不僅點明臺

大/外文系之間親密的從屬關係，而且暗示「心」

/「情」之間環環相扣的互動關係。總之，這是一

個既典雅脫俗又好唸好記的名字，大家自然都很

喜歡。

今年8 月20日我們正式啟用這個書名，之前

暫用的「50年一本書」小名就此宣告功成身退

了。我們何其幸運能在此迎接《臺大心．外文

情》的誕生，它擁有作者32人所撰寫的41 篇作

品，分成3輯：第一輯「回首當年」有11篇，第二

輯「心路歷程」18篇，第三輯「宏觀人生」則10

篇。如以語言來看，中文36篇，英文4篇，中英合

體有1篇。若以所屬文類來看，散文占最大宗，共

32篇，新詩2首，詩文合體2篇，文學論述1篇，文

學翻譯評述1篇，其餘書信、遊記、傳記各1篇。

從以上各項小統計觀之，本書作品題材多元，文

體多樣，文風各異，加上中間點綴著英文伙伴，

整體風貌予人以伶俐活潑的印象。

本來我打算對每篇作品分享一些讀後心得，

我很高興陳興漢已在幽默風趣的＜我的另類姓名

學＞大文裡就部分文章做好這件事了，而且創意

十足，叫好又叫座。所有文章在「空中聚樂部」

我幾乎全都簡介過，所以可以品嚐「另類」的文

章評介，不亦快哉！

這本文集的問世帶給我們一種極為難得的收

穫，不論有沒有投稿，同學們透過41篇作品在平

台上的閱讀品賞，確實更增進了彼此的了解與友

誼。當年男女同學之間的互動相當拘謹保守， 如

今，在「空中聚樂部」、「照片集」和「文集」

等多重管道的交相影響下，我們重新建立起一個

既溫馨又便捷的聯誼網，彌補了當年難以正常交往

的遺憾。我們的同窗情誼在畢業50年後還能蓬勃滋

長起來，一來說明大家仍極珍惜此純篤綿長的友

愛，二來顯示這個超級聯誼網所促成的「深度交

談」對掃除過去的生疏淡漠已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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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懷著暢快的心情報告有關《臺大心‧

外文情》的編輯經過時，我內心急著要向很多師

長朋友表達由衷的謝忱與敬意，因為，倘若一路

走來沒有他們慷慨的指導、鼓勵、支持與幫忙，

這本文集就不可能如此優雅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一、 首先，感謝楊泮池校長賜題校訓「敦品勵

學‧愛國愛人」8個大字慶賀本書出版，讓

我猛然深悟到這8字代表著「臺大心」以

「愛」為核心的人文價值觀，成為臺大人不

斷追求卓越，造福人群的力量泉源。

二、  感謝文學院陳弱水院長和外文系曾麗玲主

任分別撥冗撰序，為此書大增光彩，同時讓

我們同學深感溫暖。

三、 《臺大校友雙月刊》林秀美主編於今年11月

校慶專號轉載譚嘉寫的＜文學有用＞以及我

的心得報告，可見該刊對本文集之高度重視

與厚愛，謹此向林主編致上誠摯的謝忱。

四、 作為第一線的勇士功臣，文集所有作者與編

輯委員為撰稿、潤稿、校稿等工作付出時間

與心力，展現傑出才華，進而奠定了文集厚

實成功的基礎，使我內心深受感動，感激不

已！

五、 文集不僅力求內涵札實，而且講究整體的美

感，因此，羅明德創作的精巧漫畫插圖以及

與辛意明共同負責的封面設計、樂

近英與劉寧精挑細選的照片、以及張平男在

英譯中文書名主副標題與各章主題時發揮嚴

謹推敲的專業功夫，在在構成了文集之美所

不可或缺的元素，也都令人非常讚佩感激。

六、 我們同學的寶眷也是文集一大助力之活水源

頭，我當然也要在此向他們申謝與致敬。舉

例來說，我們外文系「媳婦」王漢藏之夫人

曾璧容、「女婿」葉秀卿之先生王敏昌、

「女婿」辛意明之先生陳興漢都應邀投來感

人至深的好文章，而其他同學的寶眷以各種

方式協助文集的也比比皆是，這都是我們同

學的莫大福氣啊！

最後，我把本文「致謝辭」的第七點移到末

段來說，因為我要特別感謝同學們不斷給予我個

人的關懷、包容、指教和打氣。由於篇幅所限，

無法一一唱名申謝，然而，對大家真誠相挺之

恩，我永遠銘記於心。現在我想引用周和璧為了

文集大功告成而寄贈的一句簡潔動人的話作為結

語：

“It was not a quixotic task. It is a slam-dunk.”
（2014/9/7）

如果說文集計畫原來並不是唐．吉軻德式

的空想任務，而是一個全勝大灌籃，那麼，我

要在此強調這個文集工程之終獲大滿貫乃是屬

於全體同學共有共享的福祉與榮耀！也是我們

這一班永恆的同窗厚誼之亮麗昇華與見證！                         

（完稿於2014/10/8 臺北市）

余玉照小檔案

臺大外文系畢業、臺師大碩士、夏威夷大學博士，曾在美國東西文化中心與

耶魯大學研究、普林斯頓與哈佛大學傅爾布萊特任交換學者；先後任教於臺

師大、淡大、臺大等校；歷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光華雜誌總編輯、文化

建設委員會處長、駐紐約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嘉義大學副校長、教育部國際

文教處處長及高教司司長等職。創立中華演說藝術學會，著有 Pearl S. Buck's 

Fiction: 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及《田裏爬行的滋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