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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暑假轉眼就過去了。又開學了，真好。 
開學的好處真的很多。賣早餐的、賣蔥油餅的、賣臭豆腐的、賣珍珠奶茶的，都歡迎學

生返校。超商與文具店都提前進貨準備服務學生。大小老闆都笑逐顏開。開學了。真好！ 
開學了。沒了颱風吹倒的樹和被砍掉的樹，校園明亮了。只是不知道原來花錢種在樹下

的草是否能忍受陽光曝曬。如果要等小樹長大，可能很多教授都等不到了。 

開學了。真好！校園內多了幾件公共藝術品，聽說總價超過五百萬。讓我想起陳其南在

2004文建會公共藝術研討會「公共藝術與公民美學」文中講的「大家應該都聽過這個笑話，
自從有了公共藝術百分之一的條例之後，整個藝術界的生態產生了改變，學雕塑的人突然變

得特別多。」（全文見 http://www.cca.gov.tw/app/autocue/comment/culture_comment_template.jsp? 
comment_id=1116294155574） 

開學了。真好！新生抱著新鮮人的好奇與期望報到，舊生回學校上課，暑假中在家裡用

功的老師們也來了，無論出國探親、旅遊或開會的老師也回來了，每位職員與工友額外的 13
天休假也休完了。校園中恢復了生氣。社管院的院長候選人更忙碌了。也預祝社管院的同仁

這次投完票就有了院長。 
開學了。真好！可以再度建議校長辦理會考檢定本校學生中英文能力，希望能被學校採

納。相信很多老師都知道本校學生中英文程度如何。但是不公布事實，就不痛不養，也就不

會認真去改進。農資、生科、獸醫、理、工各學院的論文期刊與教科書幾乎都以英文為主，

英文不好，嚴重影響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水準，也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中文程度差，寫文章就

文句不通、錯字連篇。「菜英文」則會影響教學、研究與學習水準。解決「菜英文」，固然不

能盲目「全面英文授課」，但也不能用「菜英文」作為「少用英文」或者不寫 SCI論文的藉口。 
開學了。真好！在學校擴大招收外國學生的政策下，來本校的外國學生多了。可惜學校

還沒有外國學生事務處，許多事務還要指導教授幫忙。也想建議學校，鼓勵大學畢業的職員

學習英文，通過托福考試的就能擔任外國學生事務處的工作，也可以發給酬勞費。只是不知

學校是否嫌我囉唆？此外，很多系所的必修課都是用中文上課，不懂中文的外國學生怎麼辦？

可能要先教她（他）們「鴨子聽雷」的台語。 
開學了。真好！報載台北大學考慮和中興大學再續前緣。果真如此，台北大學的同仁又

要老遠來台中開校務會議、行政會議、校教評會、教務會議、校教評會… … … 。我想，大多
數人都相信那只是說說而已。讓我想起Charles Lyall說的笑話 “It’s easy to tell when a politician 
is lying.  Watch his lips.  If they move, he’s lying.” 

開學了。真好！每天都會從校門口兩根花費 80萬元挺立至今的「中興長桿衛兵」經過，
不知道何時能讓它們動動？以免患退化性關節炎。或者在 2100全民開講批評新舊政府浪費公
帑的節目注意到它們之前，趁早拆了？或者乾脆再花些錢，繡兩面校旗掛上，提升校譽？ 
開學了。真好！每天更多人都會從高掛在校門上的「誠樸精勤」四個大字下經過。

極少數看不開的教師會把校訓與教育部的評鑑結果聯想；看開的會歡呼「農資院全國第一」

或者「視若無睹」；鄉愿的更可以說「台大的 xxx項目也比不上清大、交大、成大，我們才兩
項表現比較弱，不算太差」，或者乾脆說「這是校長的責任」。 
又開學了。真好！ 

※※※  There is no pillow so soft as a clear conscience. -French prover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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