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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臺灣成功大學生理所創所滿 30 周年(2020年)、成大創校滿 90 周年(2021 

年) 特舉辦思鄉愛校、鼓動閱讀，〈故鄉、母校〉「一字值萬金」活動。 

辦法: 

1. 只要找到〈故鄉、母校〉文章內容有一個錯字，獎金新台幣一萬元整，獎金

依次遞減。  

     2.標點符號錯誤不採計，列印字體以標楷體字型為標準。  

     3.如有爭議再請臺灣三位文學專家評定之。  

      4.對象:全世界看得懂華文繁體字均可。  

      5. 彌封信函的答案請寄掛號信至臺灣臺南市 70199 成功大學郵局第第 7- 

         80 號信箱 莊順發醫師 收 即可(隨函請附寄您的真實姓名 、國別、身份證 

         字號前五碼、出生年、地址、 連絡電話及 E-mail，彌封的目的是防止答案 

         外洩。也拜託您們影印及保留底稿，以便將來雙重確認。)連絡 E-mail:  

   alpha168a@gmail.com or Chuang168a@gmail.com 或電話﹕(06)-2507158 。  

     6. 1~10 名獎金新台幣各一萬元整；11~20 名獎金各九千元整；21~30 名 

   獎金各八千元整；31~40 名獎金各七千元整；41~50 獎金各六千元 

   整；51~60 名獎金各五千元整；61~70 名獎金各四千元整；71~80 名 

   獎金各三千元整；81~90 名獎金各二千元整；91~100 名獎金各一千元 

   整，101~1000 名故鄉、母校散文集各一本，1000~10000 人給故鄉、 

   母校筆記本每人只限得獎一次，動作要快。獎金同一戶籍只限得獎一 

   次，第二、三、四人只給故鄉、母校散文集。 

      7. 截止日期 2021 年 10月 10 日截止，排名順序以郵戳為憑。答案及 

   得獎人名單於 2021 年 11月 13 公佈；獎金扣 10%金額捐給成功大 

   學生理所。  

    8.依據臺灣教育部部頒繁體字辭典為主;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主站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9.爭議性字如豈只 (止)是，以資(茲)紀念，口腹之欲(慾)， 

  鳥飛反(返)故鄉兮，台(臺) 江，赤崁(嵌)樓，好據(聚)點，起鬨    

  (閧、哄)，迴腸蕩(盪)氣，嬉 (嘻)笑怒罵，心驚膽跳(顫)，消(宵) 

  夜，這些除外。  

     10.網際網路傳遞 word 檔或其它不同形式皆歡迎。但最後版本依據是以 

  108 年 11月 11 日中午在臉書莊順發或故鄉、母校一字值萬金公告的  

  jpg 檔為主；以防內容被修改或變造。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教育部；台南市教育局。 

  成功大學醫學院 生理所(台南市 701 東區大學路 1 號) 

  台南市北區 朝順中醫診所(台南市 704 北區文賢路 606 號) 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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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鄉、母校 MD&PhD 莊順發 

        當我們回到故鄉，不只是思念故鄉，更是思念童年往事； 

        當我們回到母校，不只是懷念母校，更是懷念青春歲月。  

    我出生於彰化縣南端的一個農業小鎮——二林，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那兒有

三多——風沙多、流氓多、酒家多。二林舊稱「儒林」，有文風鼎盛、地靈人傑

之意。不管別人認知如何，那兒是我整個童年及青少年的記憶所在！王維雜詩：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維所思念的豈只是

寒梅開花與否？其實他真正思念的是故鄉的人、事、物及童年的微風往事。  

對於二林，我總有著一份深厚的情感，那裡有令人垂涎三尺的地方小吃，如：

蚵仔煎、素食麵、肉圓和赤牛麵，還有那香氣濃郁的金香葡萄；更有看著我們長

大成人的親朋好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赤牛麵」店名的由來：外地人到二林菜

市場看到「赤牛麵」的招牌，都會以為是賣牛肉麵。但世居二林地區的人都知道

赤牛麵不是添加牛肉，而是用豬肉當佐料。老闆廖學林先生為了感念先祖父的創

業維艱，及為了緬懷其努力成果，所以用祖父的綽號「赤牛」作為店名，以資紀

念。  

    猶記有一次，我提議要從臺南開車回故鄉二林吃「赤牛麵」，老婆意興闌珊，

但小妹卻興致勃勃，我們來回開了二百多公里回二林吃「赤牛麵」，點了些小菜，

滿足了口腹之欲後，帶著快樂、愉悅的心情回臺南。對於我和小妹而言，那碗麵

有著童年的印記，吃著那碗麵，兒時的回憶伴著麵香縈繞腦海，久久不散。而我

老婆是雲林人，她吃那碗「赤牛麵」後評論說：「味道不過如此而已！」唯我和

小妹當下吃那碗麵時，我們的內心深處是在咀嚼已然消散的前塵往事、青澀時光。

麵店的老闆曾經提到，有個同鄉遠從花蓮回來，只為了吃一碗「赤牛麵」，更有

甚者，是另外一位遠嫁香港的同鄉，專程搭機回臺灣，再轉車到二林吃麵。當然，

之所以會有如此動力，不僅止於那碗小小湯麵，而是源於故鄉的深厚情感！  

    關於二林地區，有一個傳統說法，是指二林四鄉鎮（包括二林、大城、芳苑、

竹塘），對於同屬這四鄉鎮的人總會特別關注、特別有感情！例如：歌星陳雷是

大城鄉人，聽他唱歌總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看到電視中「保力達 B」的廣告，

描寫芳苑鄉的王功辛勤「養蚵人」的點點滴滴，想到他們辛苦的模樣和刻苦耐勞

的精神，總令我感動不已、敬佩萬分！另外，名聞全省的「三好米」的產地是在

雲林的西螺鎮、二崙鄉和彰化的竹塘鄉，它們位於濁水溪沿岸兩旁，土壤肥沃，

種植出來的稻米特別香甜好吃，廣受消費大眾的喜愛，每次在媒體看到「三好米」

的廣告倍感親切。以前曾經拜讀過二林小說家洪醒夫的大作——散戲，二十年後

再讀，仍然有股莫名的悸動。偶然從報上獲悉國中同屆洪碧雀同學在臺南當法官

的消息，亦是與有榮焉。  

屈原的〈哀郢〉中云「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而鮭魚靠著兒時嗅覺

記憶，溯江而上，經過湍流亂石，致使遍體鱗傷，甚至犧牲性命在所不惜，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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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苦只為了在原鄉產卵，使生命綿延不絕。生物如此，人又何嘗不是呢？王粲的

「登樓賦」曾這樣敘述：「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

豈窮達而異心！」所以，無論人經歷空間的轉換、時間的流逝、境遇的變遷，對

於故鄉千絲萬縷的思念情懷，何曾改變？  

    然而，每個人在家鄉漸漸長大，或許會因求學或就業的關係，往往造就人生

當中的另一個故鄉，這是生命中的奇妙旅程。住過臺灣各大城市，臺南應算是我

的第二個故鄉，在過去四十年的歲月裡有一半時光，居住在古都府城，畢業於「成

大醫學院生理研究所」，而三個兒子皆誕生於「成大醫院」，成為道道地地的「府

城人」。老婆也在臺南就業，我們在古都置產、納稅，全家人的生活圈都在大臺

南地區。武廟、天后宮是我們的信仰中心；七股的潟湖、台江的四草湖是我們賞

鳥的好去處；赤崁(嵌)樓、孔廟、安平古堡、億載金城是孩子撰寫作業報告必須

造訪的景點；廖家火雞肉飯、周氏蝦捲、阿朝羊肉等也常是我們假日用餐的好據

點。另，我有三位出生於臺南的同班同學，退伍之後，他們都去臺北奮鬥事業，

不約而同皆於臺北縣市開業，前些日子在臺北跟他們閒聊，他們問我將來「開業

行醫」會選在那個城市呢？當下我心中有個肯定的答案，就是臺南。短期內彼此

居住的地點不會異動，漸漸地他們更像臺北人，然而，慢慢地我也融入大臺南的

生活圈。  

    在我學生時代正是「校園民歌」流行潮，無論在寢室、教室、操場及體育館

到處可見有人抱著吉他唱「如果」、「橄欖樹」、「歸人沙城」及「廟會」，當然我

們也不例外。有一次上課之前，班上同學正興高采烈唱著：「如果你是朝露，我

願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雲，我願是……」歌曲唱到一半，國文老師進門來，

就評論我們不是唱歌而是唸歌，於是班上調皮的同學，當下就請教老師唱什麼歌

才叫唱歌？老師以宏亮的聲音告訴我們：「鍾山春、高山青。」接著全班同學起

鬨請老師高歌一曲，老師也不吝嗇地唱起「鍾山春」，歌聲迴腸蕩氣充滿整個教

室，唱完後，班上的同學報以熱烈的掌聲又「安可」不斷，此時老師陶醉忘我，

再拉起高亢聲音接唱「高山青」，全班同學附和著：「高~山~青．．．澗~水~藍．．．」

唱完時，似覺老師仍意猶未盡，那悠悠情懷是當時的我難以體會的。直到為人師

表，在一次謝師宴當中，同學熱心幫我點了一首他們所謂的「國歌」要給我唱，

當初的我真以為是國歌，內心開始默背國歌歌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但

當音樂聲響起，我知道那首歌是劉德華的「忘情水」，但悲哀的是，我一句也唱

不出來，當下的我才深深體會老師在當年唱「高山青」、「鍾山春」對他的意義，

好不好聽已不是重點，而是他在唱「高山青」、「鍾山春」時，是神馳於過去摟著

女朋友翩翩起舞的時光；沉浸於過去深刻記憶匣子，當時的我們怎能體會？如今

我才領悟到他所陶醉著迷的是過往心靈深處的回憶，猶如「望春風」、「雨夜花」

之於祖父、祖母；民歌之於我們；「忘情水」、「吻別」之於我的學生；周杰倫的

「青花瓷」、蔡依林的「舞孃」之於新世代，它的道理是一樣的。  

    在一生當中最值得珍惜、懷念的應是高中及大學求學的時期，高中準備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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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光雖令人難以忘懷，但大學的生活更令人魂牽夢縈。人生相逢自是有緣，來

自不同的縣市、不同的高中，考上相同的科系，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聚集一堂，

為未來的人生及事業做準備，是多麼美好的事！  

大學有三種生活（課業似主餐，社團像水果，戀愛如宵夜。）在醫學院科系

中，大多數的同學都是以自己所學的專長作為一生的志業，繁重的課業常令人喘

不過氣來，因此也特別刻骨銘心，其中令人心驚膽跳是「跑考」和「實際操作考」，

這兩項考試都要在很短時間內完成艱深的答案，不論是實物（如藥材或大體）或

顯微鏡下的「寄生蟲」或「病理組織切片」，都令同學們直冒冷汗！其中「大體

實驗」更讓醫學生第一次深刻感受成為醫師的重大責任，我們何德何能有此機會

全然接受「大體老師」無言的身教呢？記得曾經有位「大體老師」生前罹患重病，

在簽下捐贈大體同意書，給予醫學院學生作為解剖的研究時，他曾說過一句感人

肺腑的名言：「寧願你們在我身上劃錯千刀萬刀，不願你們在實際臨床劃錯一刀！」

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更讓走過醫學教育的學生畢生難忘！  

    無論功課研討或社團參與過程當中，有時男女同學會擦出愛的火花，「校園

情侶」或「班對」悄悄產生。年輕人敢瘋狂愛和恨，所以青少年時期的愛情有如

「癌症」，沒發現時，恰似無事一般，當愛苗點燃時，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其實，

感情是兩人內在的心靈交流，在大學當時，卻常常成為同學、室友的團體遊戲；

班上的八卦，往往勝過國內外的頭條新聞，更能引起同學的注意。然而事與願違，

造化弄人，猶如「羅馬假期」劇中男女主角的結局，情投意合的戀人不能結為連

理，但無論如何，這是唯一且不可取代的。假如在感情路上，成就姻緣，是完美

的結局，將擁有未來人生旅途的伴侶；反之，相識無緣，是遺憾的結果，只能擁

有無盡的回憶。此外，大學的生活也有其輕鬆、浪漫、愜意的一面，在斗室內品

茗談心，把人生的理想和抱負分享於志趣相投的摯友，大夥席地而坐，笑聲朗朗，

促膝秉燭夜談，高談闊論話人生，這種快樂時光，常常令人流連忘返。  

    對於離校多年的「三、四、五年級生」而言，過去高中、大學的生活，一切

都只是回憶，人生往往只能回顧，不能回頭；只能回頭看，不能再回頭。是該傷

心流淚？還是飲酒乾杯？傷心流淚會憔悴，乾杯會醉，還是把它留在記憶裡慢慢

去回味。無論如何，在高中、大學這段日子裡，充滿了酸、甜、苦、辣的回憶，

年老之時，溫一壺濁酒話當年，應該慶幸自己擁有個無怨的青春。所以台積電張

忠謀董事長說：「人生值得懷念、回憶的事，不是往後中年飛黃騰達的高峰期，

而是三十三歲之前青壯年求學、扎根、奠定基礎的青春歲月之成長期。」  

   畢業後十年，同學相約到母校，將近午夜一點開車到校門口，各自停好車，

慢慢往校園走去，宛如「魂斷藍橋」片中的男主角，走在橋上追尋昔日女友的倩

影一般，同學們邊走邊回憶著從前在校園的時光種種，或坐、或臥、或跑、或跳、

或高歌一曲、或仰天大笑。走過以前的操場、圖書館、宿舍，撫摸當時曾坐過的

椅子，此情此景猶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的場景，亦如王羲之〈蘭亭集序〉

的描述，往日已飛逝時光似乎再躍於眼前，大夥嬉笑怒罵、互相調侃、揶揄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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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糗事、趣事，不知不覺已凌晨四點多了，大家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走出校

園，竟有兩位同學抱頭痛哭流涕，此時此刻，我的腦海閃過崔護〈題都城南莊〉

的名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

風。」一切景物依舊，人去樓空，一代新人換舊人，頗有物是人非之感嘆！更讓

我想起陳子昂的詩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

下。」我故作鎮定安慰那兩位同學：「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明天還要上班。」

回到車上，慢慢駛向回家的旅程，當車內音樂響起木匠兄妹的「昨日重現

（Yesterday once more）」歌聲時，不知不覺自己的眼眶竟含著淚水，感慨自己

不如他們那般地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感，心中不由得遙想著往日那段年少輕狂的歲

月……。                                                                                

                                                                                  

                                             

                                         

2019年 11月 11日中午 12:00 JPG版本 

歡迎 大家 轉發 ！ 

這次參加者，通通有獎！ 
                                                                                     

                                                                                     

    拜讀莊順發醫師這篇（故鄉，母校）之文章，不禁令人讚譽莊醫師不僅是仁

心仁術的醫師，也是至性至情古道熱腸的性情中人，對其彰化二林故鄉濃郁的鄉

土情懷思念，及其落地生根對府城豐沛文化底蘊與人情味的稱許，也藉著此篇文

章對其成大母校的感念感恩之情。 

    莊醫師平日行醫之餘暇，也非常熱心學校教育奉獻及社會公益，誠堪稱杏林

典範。莊醫師有感於當今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與精神日漸式微，實事求是追根究

底正本溯源的醫師特質，讓莊醫師發想藉由此篇（故鄉，母校）文章邀請社會大

眾及青年學子共同來（找碴），重新喚起大家對中華文化優美悠久源長的印記，

期盼進而能營造富而好禮的祥和社會。                                                    

                                                                                     

    臺南市立民德國中退休校長 蔡美燕  108.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