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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鏡 頭網 鏡 頭漏漏

擁抱世界 關懷國際

文‧圖／陳曼玲

──文藻校長李文瑞從服務體驗生命

12月的南臺灣，午後陽光溫暖的照著，

絲毫感受不到一點冬天的寒意。愛河旁的

文藻外語學院傳來陣陣歡笑聲，原來是一

群充滿活力的年輕學子們，正在綠蔭環繞

的露天舞台上排演著英文話劇。迎著天空

的柔和光暈，來到十字架閃耀的新大樓，

校長李文瑞敞開辦公室大門，熱情歡迎我

這個從嚴冬逃離的臺北訪客。

實踐信仰 服務偏鄉

學的不是外語，卻能當上國內唯一一所

外語學院校長，李文瑞靠的不是高人一等

的英語實力，而是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

與一股因篤信天主而生的服務熱忱。

娓娓述說往事，李文瑞從臺大農業推廣

系畢業即赴美攻讀農業教育，返回母校教

書後又擔任系主任，為了力行天主所交付

的使命「實踐你的信仰，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他花了七年時間，帶領一流學府的

天之驕子定點深入宜蘭偏鄉，不計一切的

教育貧苦農民，更長期參與國際非政府組

織，志願協助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

西亞等落後地區的農村，親身體驗社會最

底層的勞動階級窮困潦倒的生活。

李文瑞看的、聽的、想的、觸摸的，都

與時下成長在富裕年代的臺灣年輕人有太

多的不同，這也使得他在治理文藻這所以

人文起家的悠久學府時，有了另類思考。

國際觀是關懷 非流行

「現在的年輕人談國際觀，都只關心流

行，對於深層的文化體驗和認知卻一片空

白！」李文瑞感慨的說道，談國際觀千萬

不能忽略「國際關懷」，如果有機會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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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家走一遭，接觸基層農民的生活，就

會發現不論膚色、種族，或者宗教、習俗

的差異有多大，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於追求

和平的價值觀，以及樸實、求真的本質卻

都很像。

憶起當年擔任國際志工的日子，李文瑞

隨著NGO在亞洲貧苦地區上山下海、服

務偏鄉，收穫最大、成長最多的不是被幫

助的農民，而是自己，因為來自世界各地

的人們，願意打破宗教、種族、習俗的隔

閡，共同聚集在艱困險惡的環境中，為貧

困的人謀福利。這種無我的奉獻及心靈的

感動，令他久久難以忘懷。

更重要的發現，是李文瑞察覺，世界上

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因為政治的腐敗與政

策的不同，而導致貧富問題。這番衝擊與

刺激讓李文瑞對社會的關懷更加深

入，也體認到必須帶給文藻師生們

不同的文化體驗，人生才能有更

豐富的成長。

因此，從接觸草根文化到搖身

變成外語學院校長，李文瑞揮灑

自如的將最底層的農村環境與最高

層的學術生活經驗交織在一起，不

斷與外國大學締結姊妹校，創造帶

領師生出國交流學習的機會，訓練

學生的領導能力與服務精神。

服務取代唯物 大學重要課題

但李文瑞也坦言，現在的年輕人越

來越體會不到無償服務的意義，只會

向錢看齊，下課時間一到就走人，趕著去

打工賺錢，不願意留下來參與學校所安排

的勞動服務，甚至寧可花錢請人來打掃，

也不願意自己動手做。

他說，文藻有37%的弱勢學生申請助學

貸款或政府獎助學金，但有更多比例的學

生在外打工，其中雖然不乏真的家境貧困

者，但也有不少人衣食、學費無缺，只是

為了想多賺一點錢花個痛快，因而主動加

入打工族的行列，念書反倒成了副業。

▲

辦公室懸掛著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歸園田

居》，李文瑞身處繁華都市，心卻貼近大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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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變成各大學校院普遍的現象，令

李文瑞深感憂心，如何利用課外活動養成

學子服務的價值觀，是各校都應努力正視

的課題。

曾經在年輕時期為民間社團擔任幹部訓

練的他，鼓勵大學生應該趁著求學的黃金

歲月，多多參與志願服務，一來可以培養

自己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設法達成目

標的能力，以及策劃、組織力與責任心，

更重要的是透過服務對象的處境進行自我

反思：為什麼他今天會淪落成這個樣子？

是什麼社會制度造成這種社會問題？

在此同時，李文瑞也提醒年輕朋友反向

觀照自己身處的社會、所過的生活、從事

的工作，是否出了問題？應當如何解決？

「志工懷抱再高遠的理想，都不能解決社

會問題，必須從大的制度面去改變！」唯

有引動內心深度的反思，志願服務才能激

發志工本人產生深遠的影響，否則對自己

的幫助仍是十分有限。

學好英語 走入世界

他更建議年輕人走入地球村，體會英語

能力與溝通能力的重要。「國人常希望英

文可以說得字正腔圓，但現在國際間已經

沒有所謂的『標準英文』，而是『菲律賓

英文』、『澳洲英文』、『印度英文』等

各種口音的英文交互使用。」

李文瑞直言，只會聽、講標準英文已經

不夠用了，e世代的年輕人更得學會聽懂

各種地區的英文，才能夠與地球村的村民

溝通；但近年出國留學的比例日趨下降，

國內研究所錄取人數則節節攀升，是個很

大的問題，「大家都怕吃苦不願出國，還

奢談什麼提高國際競爭力？英文又有何重

要性可言？」

而要學好英文，「只有死方法，沒有

別的方法」，除了學校多開英文必修課、

增加英語授課時數、提供外語診斷輔導機

制，協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之外，最關鍵

的仍得靠學生自己努力加強。

　

全臺唯一人文技職大學  

盼評鑑標準考量特殊性

 然而，身為全國唯一一所以培養外語

人才為主的技職校院校長，李文瑞也感

嘆，在核心能力、就業率、學生人數、市

場需求、產學合作等各方面的表現上，以

人文為主的學校是無法與重理工的學校相

比的，但目前技職校院評鑑的標準，並未

因學校定位的特殊性，以及需求、本質的

差異而有所不同。

目前文藻最熱門的英語系及日語系共有

近四千名學生，還有法語、德語、西班牙

語系各八、九百人，是一所不折不扣的人

文技職大學。為了替學生開創就業機會，

不僅課程強調實用性，學校還規定學生

必須在自己的主修之外，選擇英語或第二

外語當副修（minor），以增強市場競爭

力。 

此外，每一位考進文藻的四技新生，學

校都會安排一周的「英語初戀營」活動，

所有學生一律住校，只能講ABC，不能說

中文，一起體驗難得的「全英語」生活。

李文瑞衷心建議所有技職校院學生，都能

對學習外語燃起興趣和信心，將自己推向

世界的另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