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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１０４級系友回娘家活動
　　﹝文 / 郭珩﹞民國 104 年 6 月 6 日，為本

校 100 週年校慶，中央大學中文系也在當日召

開系友會並舉行系友回娘家活動。開場由一段

回顧影片拉開序幕，舊照片與歷史一張張更迭，

放映著系友們曾在雙連坡上共度的時光，儘管

從前熟悉的 2 路公車，今日已成為新生代學子

們口中的 132 公車，甚至是通往更快速地高鐵

站的專車，而新建築的蹤跡也從大門延伸到了

湖畔。因著時代這些轉變終究是必然，但是當

配樂隨著緩慢的黑白照片落下第一個音節時，

也似乎帶著系友們重回了雙連坡。

　　中文系在大學校園中是人文發展的重要根

基，付出的努力卻總是較為吃力而不討好的。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能看見不少師長、系友、

學生的用心。包括已故系友舒衷正教授為鼓勵

創作及有志攻讀中文研究所的學子，於身後捐

款一百萬，自民國七十三年設立「校友舒衷正

教授獎學金」。系友陳和蟬（陳靜慧）女士為

紀念尊先慈養育之恩暨回饋母系栽培，於民國

九十九年捐款設立「陳碧英女士紀念獎學金」。

在本校任教的系友龍亞珍教授紀念尊先嚴，捐

款設立「龍顯飛先生紀念獎學金」。為鼓勵中

文系學生參與公共、公益事務，系友林燕女士

先後捐贈鉅款，本系設立了「中文系傑出校友

林燕獎學金」。目前在臺大任職的丁樹琴學姊

等系友在系友會上也慨捐多筆專款，以作中文

系學生舉辦活動，及參與校際、國際學術交流

之用。以上善舉，都在在激勵中文系學子更加

努力勤奮學習，並在各領域貢獻所學。

 民國六十三年畢業的林燕女士，這次不
僅親自出席校慶活動，更在系友大會上再度捐
款美金 3 萬 4 千元（合新台幣 102 萬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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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文系、化材系、數學系三系熱心公益、品
學兼優的清寒學生，對母校的關愛之心令人感
佩。林燕女士曾任慈濟亞特蘭大人文學校校長，
在自身的專業之外，更是經常投身公益、救災
及重建工作等，對社會的關懷持續不間斷，曾
獲中央大學第二屆傑出校友殊榮。其他在各行
各業努力的其他系友們，有的今日雖未能到場，
也仍透過不同方法持續關注及支持母系的發
展。

　　今日，中央大學中文系之發展，除了經學、
文學、小學、義理、戲曲等基本學識的傳承外，
各領域也有多元且長足的發展；包括崑曲博物
的籌設、當代儒學的研討與推廣、現當代華文
文學的教學與研究等。此外，學生藝文活動也
頗具活力；例如孕育不少優秀作家的「中大金
筆獎」目前已舉辦了三十四屆，又如暑假期間
舉辦的「中大藝文營」，每年都吸引眾多高中
學生參加。近時，又有學生主動籌組「松林現
代詩社」，成果令人期待。研究與教學結合、
傳統與創新並重，使學生在經典研讀之外，得
以學以致用並展現創意。

　　本次的中文系友回娘家活動，在精采的回
顧與表演中落幕。在茶敘時間中，系友們和許
久不見的同學、師長相談甚歡，意猶未盡。中
大中文系曾在過去新文化運動時期扮演重要的
角色，現在以及未來，透過系友豐富的經驗傳
承、專業知識的學習、以及課餘時間學生自主
的發展和開創，一直是人文素養深厚扎根的地
平線，同時也是通往實踐精神的天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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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哭紅塵間──張夢機教授文物暨詩歌紀念會

　　﹝文／羅健佑﹞ 4 月 23 日中文系舉辦
紀念張夢機教授詩歌吟唱會，文學院大講堂
座無虛席，許多嘉賓遠道而來，一同透過詩
歌吟唱，懷念這位當代重要的古典詩人。此
外，中文系與圖書館合作，4 月 23 日至 5 月
15 日於總圖書館地下一樓展出張夢機紀念文
物展，藉由珍貴的手稿、照片等，使大家更
認識張夢機教授。 

亦師亦友　貢獻良多 

　　張夢機教授曾任中大總務長、校長室主
任秘書和中文系主任等職務，現在運動場上
的藍色跑道，還有室內游泳池等設施，即是
張夢機教授擔任總務長期間建造完成。張夢
機教授性情豪邁，為人大方，時常與學生談
天說地，在教學及研究上不遺餘力，詩詞創
作相當豐富。 罹疾後，身體狀況不佳，仍
費心為學生批改作業、撰寫謀職信，並出版
多種詩詞相關著作。為紀念這位對詩壇、中
大及中文系有諸多貢獻的詩人，中文系李瑞
騰、孫致文等老師特地於張夢機教授逝世五
周年籌辦文物展及詩歌吟唱會。 

詩歌吟唱　如聞其聲

 
　　吟唱會開端，由李光華及劉振榮兩位副
校長、文學院楊祖漢院長與中文系王力堅主
任致詞，感謝各方嘉賓前來參與此次盛會。
主辦單位同時邀請了張夢機教授的長子張凱
君先生蒞臨會場，張先生非常感謝大家對父
親的敬重，談及父親時，字裡行間流露出深
厚的父子之情，令人動容。
 
　　第一場開場先由張夢機先生的同事及摯
友曾昭旭老師講述其為人與性情，讓大家認
識了張夢機先生不為人知的一面。接著是個
 

人吟唱，由本校中文系陳家煌老師、博士班
蔡濬廷同學率先登場，分別以閩南語及國語
吟唱張夢機先生的詩作，各有特色。另有民
間台灣瀛社的洪淑珍老師及吳秀真老師帶來
各三首的吟唱，將張夢機先生的詩作透過不
同曲調呈現，使聽眾有不同感受。第一場尾
聲由淡江大學驚聲詩社帶來〈重過碧潭〉等
三首詩作，並以獨唱、分部合唱等多樣形式
演出，在場聽眾皆沉浸於其中。

　　第二場一開始則由中山大學簡錦松老師
談論張夢機教授的詩詞，使大家更明白張夢
機先生的作品特色與風格。個人吟誦則由民
間天籟吟社莫月娥、余美瑛兩位老師及淡江
大學張富鈞老師相繼上臺，吟唱多首張夢機
先生的作品，其中，余老師帶來的〈冬日與
師大南盧吟社諸生淡水泛夜月出始歸〉，令
人如同置身於淡水的河畔，和張夢機先生一
同欣賞美景一般，極富有畫面感。團體吟唱
由地主中大中文系新成軍的「松子詩社」帶
來〈中大憶舊〉兩首作品，雖然大多數成員
皆無相關經驗，僅練習一個月即登台演出，
搭配孫致文老師的笛聲伴奏，表現不俗，獲
得許多掌聲與鼓勵。吟唱會壓軸則由中文系
李宜學老師吟唱〈獨坐〉和〈餞春〉兩首作
品，眾人陶醉於其鏗鏘有致的聲音中，吟唱
會圓滿落幕，餘韻無窮。 

文物展覽　如見其人 

　　傍晚時分，圖書館藝文走廊的紀念文物
展，在周景揚校長親臨開幕後，正式展開為
期三周的展覽。此次展覽得力於夢機先生親
友們相助，不僅有張夢機先生的著作及生平
的照片可供追憶，更有張夢機先生珍貴的手
稿及書法作品，包含與親人間的書信、批改
學生作業的稿紙等，讓人一睹張夢機先生的
真跡與真性情。 

　　另外，展覽中也有李漁叔、吳萬谷等張
夢機先生師長、友人之書作，及張夢機先生
收藏之劉太希、孫雲生等名家的大作。此
外，中大九十周年校慶時，時任圖書館館長
的李瑞騰老師曾邀請張夢機先生作「中大十
景詩」，並由校內外書法家揮毫，收藏於圖
書館內，藉由此次文物展，這十幅掛軸得以
呈現於眾人眼前，一探張夢機先生眼中、心
中的中大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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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我們更是發行了詩社的創刊
號—〈松果詩刊．自畫像〉，決定將創刊號
的名字取作自畫像，我想，寫詩一直都是一
種投射，在不同的階段裡，我們擁有相異的
身形，投射出的影像也跟著起了變化，我們
的經驗或許仍太過渺小，但對於生活，有好
多話想說，想說的話卻又未必真的適合說出
口，可是透過詩，透過自畫像，我們所擁有
的就不再僅僅是線條，還有線條與線條之間
必然存在的斷點，而那些連接，就是光影之
間流動的間隙，使得我們在失落與追尋之
中，反覆遷徙。松果詩刊的發行，是我們對
詩純然而直接的投射，無論這樣的投射，將
會落在哪一段光譜之上，那一段色澤，已然
指向此刻，對詩一再嘗試靠近的我們。

        此外，松林詩社本學期亦舉辦首屆的松
林詩歌季系列等活動，除了松果詩刊的出版
與新書發表會之外，我們邀請了重要的詩人
羅智成、楊澤、陳育虹、紅紅、林禹瑄等進
行座談，期待詩社在內部的自主學習之外，
也能有機會與詩壇前輩對話和交流。在這樣
適合詩綻放的海拔上，做自在的園丁。期待
在松林的中央，種出一點花蜜；在中央的松
林，聞到一些花香。

　　
       ﹝文／郭珩﹞有一群人，想在中央微雨
的山丘上，種出一點花蜜；在山丘無風的中
央，聞到一點花香，所以松林詩社就這樣扎
根下去。
        
　　在理工為主的校園中，其實文藝氣息未
必是一片沉寂，只是相對之下的氛圍較是隱
微，而我們推廣文藝，亦是希望文學，成為
大家親近皆可觸及的日常。松林詩社成立之
初，由中文系為主的一群學生組成，在網路
上建立平台，互相分享討論作品，文體範圍
廣闊，除了現代詩之外，小說、散文等創作
亦有不少人才浮現，並不局限於既定的觀
點。慢慢的，校內更多人接觸到這個平台，
成員的向心力與熱情也逐漸蓬勃，在一零三
年，松林詩社正式成立，現任社長為郭珩、
副社長陳怡安、指導為李瑞騰教授。不少外
系的同好在得知消息後，陸續加入詩社，這
樣的開展，不僅為松林詩社注入新血，更拓
廣了我們的視野。

　　成立的第一年，松林詩社便積極參與了
許多跨校性的活動，包含第十一全國大學巡
迴詩展、金車文藝講座，以及九校聯合籌辦
的新世代刊物—煉詩刊，對於新生的詩社而
言，談不上深遠的歷史，如何建立品牌與良
好的傳統，讓詩社得以淵遠流長的傳承下
去，是我們眼下所關注且用心的地方，透過
這些活動的參與，松林可以從他校的詩社
中，學習前人經驗，也作為未來發展的重要
參考。

在微雨的山丘 -- 記松林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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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郭永吉老師獲
校務服務優良獎

1、 98-103 學年擔任校圖書委員會文學院代表時，負責規劃、彙整 5 年 500 億頂尖計畫「人社
館藏發展專案」中人社領域圖書經費，增加本校人文圖書館藏。並於 102-103 年積極與圖書館
協調人文類大套圖書之館藏地點，一來使大套圖書獲得較良好之保存環境，另一方面也使人社
領域之師生使用大套圖書較為便利。
2、 為提升本校大學部學生實用性寫作能力，郭老師於 103 學年度上學期提出本校大一國文改
革方案，與教務處協商後，將目前上下學期各三學分之大一國文課，改成上下學期各兩學分之
文學專業課及單學期兩學分之中文寫作課，此方案已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自 104 學年度開始
實施。過程中郭老師多次與教務處、總教學中心及中文系協調，並負責整體規劃及相關事項之
執行，包括：
（一）103 學年上學期末協助教務處舉辦兩場授課教師中文寫作教學工作坊（第一場邀請清華
大學寫作中心講師授課、第二場邀請李瑞騰教授講授）；
（二）103 學年下學期召開多次中文寫作教學工作研習會；
（三）召集授課教師擬定授課內容、課程大綱及教師手冊等。因事屬草創，且時間緊迫，郭老
師極費心力投入其中，俾使中文寫作課程準備工作完善，順利達成預設之目標。
3、 於 103 學年度多次擔任高中生參訪本校之簡介人員，使來訪之高中生對本校及中文系有更
深入的瞭解。
4、 負責協調本校中文系參與由南京大學主辦之「第三屆 21 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此
次會議邀請多位海外著名漢學家參與。本次會議，中央大學是臺灣唯一列名協辦單位的學校，
有助提升本校於國際人文學界之聲譽。
5、 負責聯繫、處理「閩南師範大學 2014 閩南文化研習營」活動事項，安排本校四位學生參加
此次活動，增進兩岸文化交流。

李淑萍老師獲
103 學年度優良專項輔導老師獎

廖湘美老師獲
103 學年度優良導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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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博士生尤麗雯、黃婉儀榮獲科技部 104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
撰寫博士論文」

國立中央大學 104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榜單 ( 僅列正取 )
梁評貴  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林廣一  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及考試入學榜單 ( 僅列正取 ) 
林孟潔  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榜首
楊馨雅  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楊平軒  清華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成功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政治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巫晉瑋  臺灣師範大學　大眾傳播研究所
              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詹冠純  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劉又瑄  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林庭萱  北京大學　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盤姿含  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戲曲組
翁伃嫺  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陳毓玟  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曾郁真  中央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
黃詩婷  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吳欣玫  中央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本系葉振富老師 (焦桐 )發表新作
──《味道福爾摩莎》

臺灣小吃聖經　飲食書寫標竿
 ◎二十年歲月，三十萬字，僅寫一個主題，僅回答
一個問題：「什麼是臺灣味道？」
◎暢銷作【臺灣味道三部曲】為底大幅增修，傳世
永恆經典之作

飲食文學教父──焦桐
1956 年生於高雄市，曾習戲劇，編、導過舞臺劇
於臺北公演，已出版著作包括詩集《焦桐詩集：
1980 ～ 1993》、《完全壯陽食譜》、《青春標本》，
散文《在世界邊緣》、《暴食江湖》、《臺灣味道》、
《臺灣肚皮》、《臺灣舌頭》、《滇味到龍岡》等
等三十餘種，編有年度飲食文選、年度詩選、年度
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及各種主題文選五十餘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