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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是個美麗的城市，我常常試著把她跟國外其他相類似的城市相比，當然台南不是京都、羅

馬開羅或西安，我們必需謙虛地承認，我們的發展沒有那麼淵遠流長，在歷史上也沒有機會成為偉

大的「外來者學習中心」，但是如果把我們比喻成費城（Philadelphia）、波士頓、大邱、福州、清邁…

這些有文化底蘊又還不太‘老’的城市，那我們脫穎而出的機會還是很好的；台南的文教發展早於

全台，而今年欣逢建校一百二十週年慶的台南大學就絕對是府城歷史光環上閃閃發光、耀人眼目的

一顆絕美的鑽石。 

我生於台南、長於台南，當年的南師附小幼稚園是我的啟蒙聖地（我也是附幼第一屆唯一的「好

寶寶」），做為樹林街上從小愰到大的‘愰盪客’，我目睹了南大自當年的師範學校、師專、師院、

蛻變成綜合型大學，這一路走來美不勝收；作育英才蔚為國用更是令人欽佩與欣慰，但是今日的繁

花似錦是前人的遺澤，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結果，如何去賡續這個偉大的傳承並且加以發

揚光大，不至於落到被後人譏諷為「前人砍樹、後人曬太陽」就變得極為重要了。台南大學全體師

生現在正應該趁著一百二十週年的金禧大慶樹立未來不止成為一所「好」大學，更該立志拼博成為

一所「偉大」的大學的宏願，並且訂定發展的優秀策略與具體可行的進程原則的時候了，我忝為台

南大學的校務諮詢委員，也以身為企業人與學術界末學的身份在此大膽地提出一些建議。 

加拿大華鐵盧大學的管理哲學與認知心理學的名教授保羅撒加德（Paul Thagard）對於組織發

展概念的準備與實施有著極為深入的研究，他在他的著作中曾經提出了一套完整無缺的‘思考概念

分析過程’，清晰地說明了不論哪一個領域或行業，她的領導者（比如說到蔡英文女士，小到街轉

角雜貨店的老板）都可以運用這樣的過程來反思分析和整合規劃自己組織的昨天、今天與明天，撒

加德是自然認知學派的一員，所以他的話相當淺顯易懂，我現在把他指出的心法略做調整作為野人

獻曝之言： 

一、首先要對自己的組織「到底是什麼」作出深度的省思和檢討，這就是「本質分析」，把上

下左右的時空軸和歷史發展的脈絡軌跡摸索清楚，把組織所處的大小環境做出瞭解與結論，用日本

學者原田俊夫的話就是「不但記得，而且知道什麼做對了、什麼做錯了。」 

二、往後的願景與成長，這需要成員大眾、甚至所置身的社會的參與討論。 

三、組織現在組成成份、內容、政策的盤點與檢討，深入而誠實的面對說誠實話的魔鏡，看看

自己的現況。 

四、找出發展典範的同義詞：利用「典範學習」，清點出已經存在且我可以借鏡和應該學習的

「可以摸得到、看的懂、學得會」的對象。 

五、找出發展典範或字義裡的‘反義詞’：我最不該想要成為的或我最不可能成為但下意識中

我卻心淑不已的對象是什麼？警惕自己別做‘寃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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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現在與未來的學習、成長與工作規則，而且毫不容情地去執行，「以霹靂手段執行菩

薩心腸」，此之謂也。 

七、再看一看周遭有沒有已經成功或正在邁向成功的伙伴，以惕勵、比較和嘲笑自己。 

以上的七點是由撒加德的概念分析與概念革新的重點精簡而來，但是我相信「不經一番寒徹

骨，哪得梅花撲鼻香」，這樣的檢討工具與檢討工作是值得我們大家去傾全力學習與使用的。 

一百二十年對人而言，是極漫長的歲月，但是對動輒以數百上千年計的偉大大學而言，只不過

是‘開始階段的結束’（end of beginning），我寄望於台南大學十個一百二十年之後成為人類文明

的重大貢獻的基地（home base），那將是現在的我們最欣慰的一件事。 

再次輕輕說上一句：祝妳生日快樂，曾經作育我的、親愛的台南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