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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回娘家：重返純真，青春再現！
　　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大

九九校慶」，一如往年，中文系舉辦「系友回

娘家」；不同往年，今年我們透過網路媒體宣

傳──臉書、郵件、網頁──併在相關網頁發

佈懷舊照片，邀請已畢業學長姊相互交流、互

動！果然！網路吸引力奏效，今年參加人數超

過 50 人！

　　「這次人丁興旺啊！」王力堅主任說。

我們也年輕過

　　這次系友回娘家的主題是「重返純真年代」，在活動前－－四月到五月－－我們在臉書發佈

照片，讓大家重返舊時中央校園風情：有七○年代大草皮上穿著制服的英挺大學生；八○年代撐

著洋傘漫步於圖書館旁的青澀女大學生；九○年代在文學院門口的師生彩色合照！另外，中文系

老師因應主題相互響應，紛紛在臉書上提供兒時照片，讓大家「猜猜我是誰？」。

　　活動當天，我們在悠揚音樂聲中回顧舊時風情，透過舊影像想像中央大學校園的遷移；懷念

每個春夏秋冬的嬗遞和年華似水的代代風光。

　　這次回娘家的系友包括第一屆的畢業學長姊。當我們放映第一屆學長姊製作的「四十週年紀

念影片」，大家看得入迷，心想：原來四十年前的中央校園是長這樣！當時的宿舍生活和娛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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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純樸！

　　「猜猜我是誰？」可以說是這次回娘家的精彩活動之一！我

們 Show 出近一個月在臉書上發佈的兒時照片和臉書對話內容，

讓參加者絞盡腦汁推理照片中的小朋友是哪位老師？猜對有獎！

其中致文老師一眼就被認出，而淑萍老師可以說是這次的獲勝者

──幾乎沒有人能猜中相片中的小朋友就是淑萍老師！

　　當老師被猜中上台發言，老師們說：我們也這麼年輕過、我

們也帥過、美過啊！

期待再相逢

　　「我們現在拍的這張照片之後就可以放在我們製作的『四十

年返校紀念影片』裡耶！」一位學姊在合照完說。

　　這次系友回娘家──重返純真年代，透過舊照片我們彷若回

到當年的歡笑；我們在悠揚的弦樂四重奏中回想當年松林往事；

最後在抽獎和茶會的歡樂氛圍中落幕。

　　期待再相逢！期待每一屆畢業系友在每個五年、十年回中大

校園看看；期待素昧平生卻似

曾相似的我們能在明年的系友

回娘家相逢！

猜猜我是誰？！
答案請見電子報最末頁



海震教授：戲曲、自學及跨學科研究
　　一 Ο 二學年度下學期，中央大學中文系邀請曾任北京

中國戲曲學院音樂系系主任，現任中國戲曲學院圖書館館

長的海震教授擔任客座。筆者有機會採訪海震教授，聽海

震教授聊聊自己如何與戲曲接觸、如何自學、用什麼樣的

態度求學……

接觸戲曲：從演奏到研究

　　海震教授在兒時就和音樂「有關係」！因遇上文化大革命中小學停學，海震教授開始玩樂器

──從笛子類吹管樂器玩到胡琴類拉弦樂器開始。有次，父親出差買回一把小提琴，他便開始比

較系統的學習小提琴。

殊不知這把小提琴結下了教授和戲曲的緣分－－因著「文化大革命」普及「樣板戲」，而樣

板戲要用西洋管弦樂器伴奏，海震教授因為會拉小提琴的一技之長，被「挖角」到劇團中拉小提

琴！

　　「進入劇團之後我發現，我其實是愛讀書的！……我漸漸發現我對音樂演奏的興趣不如我對

讀書的興趣！」海震教授說在劇團空檔，他抓緊時間讀書，也每次都遭劇團團長挨罵：「讀什麼

書啊！」

　　海震教授覺得自己不適合劇團後，便考取大學，讀研究所，進入一條研究的路。然而，「音

樂演奏」的底子，使得海震教授在戲曲領域的研究能在戲曲音樂、戲曲聲腔劇種等方面有比較突

出的貢獻。

自學：從戲曲音樂到戲曲文化

　　海震教授自從在劇團發現自己「愛讀書」以後，開始利用空檔「自學」──廣泛的看書。「進

入大學讀研究生之後，我主要還是靠著『自學』在進步的。自學讓我的視野更廣闊，因為沒有侷

限要讀什麼！」靠著自學，海震教授不斷擴充知識──從戲曲音樂到戲曲聲腔劇種、再到戲曲歷

史及地域文化。海震教授勤奮學習並一路讀到博士，獲得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學位。

　　海震教授不但自學文史知識、閱讀了大量有關書籍，還刻苦自學英文，而對英文的勤學更使

他得以翻譯和戲曲相關的英文著作、發表英文論文、甚至用英語在美國的大學做有關戲曲的演講。

　　自學可能被認為是一條曲路，然而在勤奮的海震教授身上，自學對他是獲益最多的學習途徑；

並且，教授至今秉持自學精神。

跨學科研究

　　海震教授以研究京劇歷史的論文「西皮二簧腔淵源形成研究」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逐漸開始

嘗試對戲曲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他認為這既是戲曲這一綜合性的舞台藝術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是

戲曲研究的一個發展趨勢。戲曲音樂和戲曲的聲腔劇種是海震教授研究戲曲的主要方向，但他並

不囿於此。近年來也陸續發表了對戲曲劇目進行綜合研究的論文。為了更多了解不同學科的研究

方法及趨勢，在來臺期間，海震教授經常利用課餘時間背著背包到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清華

大學參加研討會，聽講座。

　　海震教授勉勵我們，能在臺灣求學的我們很幸福──老師們都很負責任，學習資源很豐富，

學術研究很規範並日趨國際化──而我們應該好好把握，充分利用現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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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鵬教授：

我的求學與治學方法
　　王兆鵬教授於一○二學年度下學期在中央大學中文系

擔任客座，王教授現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的研究

領域為中國古代文學、詞學、中國古典文獻學。

　　筆者有機會能採訪王教授。王教授言談風趣、生動，

字字句句卻又中肯！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王教授如何認識古文，並認識

王教授的治學之道！

認識古文：書法、小說、當時風氣

　　小時候在農村長大的王教授沒什麼機會讀書，再加上遇上文化大革命，彷若即將切斷王教授

與「知識」的連結；然而，環境不能阻擋王教授的勤奮──王教授偶然找到繁體字小說、並和鄉

村的老師學習書法。

　　而這位在鄉村教書法的老師懂得古文、並能將古文背誦的流利，從此，開啟了王教授對古文

的興趣。

　　對古文的興趣使得王教授抓緊機會廣泛閱讀、把握任何學習的機會，並在高中時期就能寫些

古文；進入了大學，當時風氣即是研究古文－－因政治因素，若研究現代文學，有些作家能言、

有些不能言，而古文卻無此顧慮。個人因素加上當時風氣，造就了王教授對古文的興趣，開啟了

往後研究古代文學的歷程，而在過程中，王教授步步腳踏實地、勤奮向學！

最辛苦也最幸褔

　　1987 年是王教授的「三喜年」──獲得碩士學位、收到博士錄取通知、家中的千金出生。

　　「這是最快樂、幸福……但也是最辛苦、緊張的時期！」王教授說，在這段時間，他白天認

真學習，晚上則要帶小孩──從晚上八點到隔天早上八點。「當時也不覺得辛苦，現在想起來那

時應是很緊張的！」

　　這段最辛苦也最幸福的日子，使得王教授練就了「不要抱怨」以及「如何規劃、安排時間」

的功夫。對王教授來說，這段日子回想起來分外地甘甜。

學問：「要學要問」

　　「做學問就是要學要問。」

　　王教授在學習的過程中有「學」更有「問」，王教授的指導老師啟示他一個道理──先問自

己。「問自己」是一個自己努力用心尋找、再次思考的過程，這個過程總能使失去動力的自己重

拾動力。

　　「遇到問題時，自己要先『找』……輕易得來的容易忘，而自己查來、思考來的則是吸納到

裡面！」王教授說。

　　王教授的「治學方法」即是經過自己積少成多、前後摸索的努力而得成果，這樣的治學不再

是和別人爭競，而是超越自己訂定的標竿！



看！和我們不一樣的世界！

　　民國一○三年五月十三日，系友會邀請到 98 級的

畢業系友林佩珈返校演講，主題：「看！和我們不一

樣的世界」；另外，在學的學生──大四的張潔、大

一的黃品榕，也分享了所經歷的「不一樣的世界」！

佩珈、張潔、品榕分別在非洲、亞洲、歐洲志工服務、

教學、旅遊……

在異國的天空下……

　　佩珈一畢業，便前往非洲史瓦濟蘭九個月，在史瓦濟蘭的育幼院陪伴學童、交非洲小朋友中

文；品榕跟著 AISEC，到波蘭兩個月國際交流、教小朋友中文；我則是在寮國兩個禮拜教英文、

物資救援。

　　我們分別前往歐、亞、非，看看這些和我們很不一樣的世界；而在異國天空下，彷若更認識

自己──從我們的工作、服務、和小朋友的相處……我們認識自己、建立信仰，也漸漸地更確信

往後的里程將往何處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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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友 演 講

↑ 圖為佩珈和史瓦濟蘭學童。

→ 圖為寮國的偏遠村落，下方的小朋友是沒褲子可穿的。

在愛裡沒有懼怕

　　旅程中充滿了驚喜！

　　開始時多少會懼怕－－特別是前往較落後的非洲和寮國－－我會

不會回不來啦？在那裏會生病、被感染嗎？怎麼和當地的朋友們相處

呢？

　　這些顧慮似乎在我們降落抵達那片土地時，一切都隨風散去了！

當我們看見當地的街景、居民，以及我們所陪伴和接觸的小朋友們，

我們開始愛上了這裡的所有；然而，在愛裡面哪裡有懼怕呢？

如果能自己走一回！

　　在大學如果能親自走一回──無論是哪片土地──必

要經歷豐收。

　　開始時我們以為自己在給予，但到最後卻發現其實是

在獲得。當我們在登機門準備回國的霎那，秤秤行李，似

乎輕了許多──因為帶去的糖果和物資都發完了！──而

我們心底卻一陣踏實，彷若找到了自己那份起初的愛，然

後再帶著這份愛重新啟程！ ↑ 圖為品榕和國際朋友交流－－幫每個
人寫中文名字。

〈猜猜我是誰〉答案：李淑萍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