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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之遊給我的啟示

今年七月到八月初與前後任多

位理事長及同仁一齊前往北海道旅

遊。過去曾經來過二次的北海道依

然迷人，到處創造了感動與活力奇

蹟，遊人如織，除了日本人外，台

灣人、韓國人、中國人甚至中南亞

的各國旅客，可說熱鬧非凡。

在其道府所在札晃市的一個重要

景點，也是北海道的所謂國家指定

重要文化，建築物前難免使我沉思

良久。這一座建於1878年的木造仿

美式時計台(鐘樓)，建築與日本的

現代化有何關連，與日本明治維新

積極從事「脫亞入歐」政策的成效

上扮演了什麼角色。當年的北海道

還是一片蠻荒雪地一片人煙稀少的

不毛之地，明治政府任命了一位有

遠見的北海道開拓長官黑田清隆，

他認為要開發北海道最重要的是人

力資源，聘請了當過美國麻省農學

院校長的William S. Clark博士來

創立了日本第一所農業專科學校擔

任副校長，積極的規劃了教材，專

業與人文並重的課程，同時強調受

教的學生必須「Be gentleman」也

必須要有紳士的風度，1877年4月

6日當他完成三年的任期，要離開

札幌時對大批歡送他的學生群從

馬背上所講的一句話「Boys, Be 

ambitious！！」(人必須要有大志

)，成為今日北海道大學的不朽精

神。苦幹、實幹克服一切困難，追

求夢想與大志，終於創造今日由一

所農校改制而來的北海道大學培育

出了諾貝爾獎得主。

反觀目前台灣大學林立，7分

就可進大學，160多所大專院校在

競爭激烈，少子高齡又國際化的潮

流中免於被淘汰與埋沒。又有多少

老師與學生能體會當年的北海道開

拓的辛酸與困苦，如何喚起 “Be 

ambitious”的精神也是我個人從事

教育工作者的一大啟示。

如今這所大學的校友承繼了他

們承受艱苦的校風與充滿抱負的精

神，在二年前拼出了這一位化學

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他曾經提到

在戰後貧困年代三餐不繼之際沒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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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那一句話的精神。反觀今日台灣

2300多萬人口且有160多所大專院

校，社會還相當安定，經濟雖然並

非十分良好，但相信比起當年的北

海道應該好過幾十倍，但如今的台

灣大學學生的精神到底何在？方向

為何？夢想為何？5年後、10年後，

台灣將何去何從？真的值得深思。

大學的存在價值指引的力道又如

何？

最近南部已有二家大專院校因招

生不足而關門，據說尚有多家也面

臨同樣問題而被教育部列為觀察名

單，「學歷不等於學力」。有8000

多萬人數的德國，只有60多所大專

院校，他們重視實際的技術，精益

求精。我們會員應有多位子弟還在

大專院校求學中，我們是否要他們

充分了解“Be ambitious”的精

髓。

103年8月30日衛福部邱部長文達蒞會與本會理監事、區域醫院、市立醫院等院長座談聽取醫界建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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