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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興隆 教授 2013/9/25 

很榮幸有機會在同濟大學環境學院張偉賢教授的邀請下，為同濟大學與高雄大學

在今年暑假，兩岸學子交流的成果分享作序。僅分享三段發生在我生命中的小故
事，從小時候，到出國，再到回到台灣的小點滴。 

 

老師府 
小時候住在台北的舊社區，距離大龍峒不遠。在台北的開發史中，最早由㇐府、

二鹿、三艋舺的艋舺開城立基，隨著淡水河的淤積，慢慢轉移到大稻埕及不遠處

的大龍峒。19 世紀中期後，新興台北的發展約等於大稻埕商圈的發展，而大龍
峒則成了培養文人雅士的書香之地，文風鼎盛。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小時候我父

親會帶我們到大龍峒的「老師府」參觀，這「老師府」是清嘉慶十二年〔西元

1807 年﹞大龍峒士紳陳遜言的宅第，陳氏家族在清代共有三人中舉，就當時的”
蕞爾小島”而言，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每次到「老師府」總像進入偉大的殿堂，

期待自己有㇐天也可以”㇐舉成名天下知”。 

 
美國遊記 
我在 2010 年暑假，回到在美國 Lehigh 大學，在張偉賢院⾧的指導下(當時他仍

是 Lehigh 大學教授)，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短期研究。那三個月的時間裡，我觀
察到些有趣的現象，那是㇐種跨文化間的差異與理解。例如，你在美國上完廁所，

順勢將馬桶坐墊抬起來，以為是方便下㇐位使用者，但他們通常的習慣是坐墊㇐

直是放在那兒，我想是尊重女士的關係，男士，不好意思，請使用完廁所後，務
必將坐墊放下。這或許是小事，有差異不致命，只是文化的跨界有的時候可能是

會要命的。在台灣開車，如果開太慢了，後方車輛會給你㇐個無情且粗暴的閃燈，

要你不要慢吞吞，但是在美國剛好相反，當你在車陣中切不進去主線道時，後面
的閃燈是溫柔且有禮的，告訴你「你可以安全的進來了，我看到你了。」有時我

在想，美國人到台灣開車風險真是太大了。文化之間是需要認識、接納與包容。 

 
 

 



南台灣的人情味 
我剛回到台灣時，由於習慣性的刷卡付帳，身上常常忘了帶足夠的現金。有㇐次
帶家裡的小朋友去吃晚餐，是路旁㇐家不知名的小吃店，匆匆地將食物囫圇吞棗

的塞進肚腹後，待要結帳，才很糗的發現只剩信用卡，小吃店是不收的。店家看

著我笑笑地說，沒關係，下次來再給就好，出門在外總會忘了帶錢。我在想，這
是第㇐次來用餐，下㇐次也不知何年何月了，他對陌生人這麼放心?不好意思拍

拍屁股走人，還是就近找了提款機領錢付帳。這是我在那裏的第㇐餐，也是後㇐

餐。這是特例嗎?竟然不是，當我再次因汽車輪胎破掉，緊急到路旁修車廠修理
時，這次連皮夾都忘了帶，只有㇐張個人名片，只好硬著頭皮告訴老闆，這是我

的名片，我開車去拿錢包馬上回來付錢。陌生的老闆笑笑對我說，沒關係，下次

經過再給就好，出門在外總會忘了帶錢。我愣在當下，好熟悉的㇐句話，難道這
就是外地人所說的，南台灣的人情味? 

 

這三則小故事，真實的發生在我身上，想帶給各位同學的訊息是： 
當世界是平的以後，各位的競爭將不只拘限在神州大陸或寶島台灣，同樣的，你

的舞台也不需畫地自限在神州大陸或寶島台灣。面對外來的競爭是殘酷的，願意

走出熟悉的舒適圈向外挑戰是需要勇氣的。那個科舉考試，鎖國封閉的過往早已
隨風而逝。你們的挑戰來在全世界，你們的機會也在全世界！另㇐方面，當你跨

向世界的同時，各種的差異隨之而來，膚色、種族、語言、文化、想法、、太多

的差異往往因誤解而無法了解，這時需要的是認識、接納與包容。南台灣的人情
味讓人回味嗎?我相信更深層的理由是”同理”，當那幾位老闆都因著自己過往

的經驗，而能”同理”我的窘境時，那種被溫暖對待與理解的感動是久久無法忘

懷的。 
 

同濟大學的學子是中國大陸未來的希望，高雄大學的學子也是台灣社會未來的棟

樑。很高興有這機會讓兩岸青年學子在他們年輕時，就能彼此交流互相認識。相
信他們站的高也看得遠，能接納與包容差異，學習同理彼此的想法。我最感欣慰

的是，在他們交會時互放的光亮中，我看到了他們彼此間所流露出的最真誠的交

流與真摯的友誼。 
 

你們感動了彼此，也感動了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