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人文生態校園永續計畫案 

 子計畫二—嘉南校園物語 
總計畫主持人 /田博元講座教授 

                                                    計 畫 主 持 人/徐正桂助理教授 

 

一、前言 

 

    校園，一個意涵豐富的名詞，不僅是指陳有形的建築、景物、空間及生息於

斯的師生，也指陳無形的生活、制度、情感及蘊育出的特有人文氛圍。每一個大

學形塑的校園氛圍不同，訴說的故事也各自精彩。在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

追求特色，競爭愈趨激烈的教育場域下，大學校園本身的獨特風貌，是無法複製

且永續不絕；凝聚心力且吸引注目，進而是提升自身知名度及競爭力的重要指

標。例如台灣大學的椰林大道、北京大學未名湖水上的塔影、東南大學校門內幹

道兩側法國梧桐列樹、東海大學教堂以及本校綠隅生態池等，都是藉由景觀與人

文的結合，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園地景。本校發展至今已屆四十五個年頭，校

園地貌幾經更改，呈現出錯落有緻的新舊歷史軌跡，其間發生的種種故事，也隨

著來來去去的的師生，不斷的流傳、記錄及再創造。面對如此繽紛多彩的校園大

環境，有必要作更多的投入與觀照，以發掘屬於本校的感動與驚喜。 

因此，本子計畫以校園物語的編纂為主旨，一則透過校園人物的訪談，進行

故事的蒐輯、記錄與解讀，期以顯明本校校園生活發展的軌跡，並可作為將來學

校歷史建構的一部分，再則透過受訪者與景觀的合影及心語，審視校園中人物與

景觀的互動關係，以提供學校在規畫校園景觀或作永續發展的參考。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動機 

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新世界，促成大學對自我品牌的創新與開展。本校跨越 

四十五年，其中蘊育的豐富人文及獨特的自然生態景觀，訴說著一個大學的成功

歷史與進程。因此，盱衡未來的榮景及趨勢，再現本校的獨特風貌，是必要且迫

切的。但是本校長期以來，即以理工的優良傳統，建立傲人的口碑，故在人文的

探索及蘊育上，總是未能與之相攜並進。這樣的發展趨勢，作為新一代的指標科

技大學，實屬不足與亟需加強的。正如上所言，本校在理工領域早負盛名，尤其

藥學的根基更具規模，可是本校藥學的歷史卻未能形成一個臺灣藥學史；本校藥

學的基底卻未能塑造一個臺灣藥學博物館，這樣原有的優勢及主導權，就在不經



 
 
 
 
 
 
 
 
 
 
 
 

     

意下，成為無法彌補的遺憾。因此本計畫有鑑於此，藉由與本校環境生態中心的

合作，強調人文在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再顯校園中人文的感動與故事。宋 • 

朱熹云：「昨夜江邊春水生，朦艟巨鑑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

行。」
1
朱熹感歎先前費盡多少心力，總無法推動巨鑑半毫，一夜的春雨，卻使

巨鑑自由自在的航行水中，今日校園人文與生態的書寫，亦可作如是觀，其所引

起的成效如何，則更待進一步的開展與檢視。 

（二）研究問題 

    校園故事隨著校園的發生而展開，每一年每一時刻，都因著校園人物的書寫

而豐富，也許在時光之流中淡化、遺失，但只要有心拾起，一片片的記憶，將串

起過往的軌跡與影像，那時，屬於本校校園的特有人文生態，將在驚呼中綻放感

動的光芒與喜樂，如是，校園物語將更真實烙印在嘉藥人的心中，成為永不磨滅

的一頁。因此針對校園物語主題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1、校園故事將如何繽紛的呈現？並能隨著本校的進程繼續述說下去？ 

2、校園生態與故事記錄，將凝聚全校師生的情感，是否能成為永久的記憶？ 

3、校園故事的發生與校園景觀如何進行對話？ 

4、校園故事對校園景觀的永續經營，能提供如何的方向？  

 

經過本研究的結果，我們發現只要發掘出校園物語，這個校園物語本身，就

散發出記憶的媚力，勾起生息於斯的教職員生無窮的回味與喜樂。如本校的建築

特色是「白」色，為何學校用「白」而不用其他色彩？多少往來的師生置身於白

色的建築群中，何曾知道這早已失落的故事？藉由王嘉穂老師的透露，才知道這

個建議來自董事長夫人，也傳達了本校建築的既實用且特立的觀點。一個原因來

自南部的酷熱天氣，故以「白」取得清爽的感覺；一個原因來自於當時公家的建

築都用紅磚，故以「白」表示區隔。又如有位畢業二十幾年的學生，常對小孩說

她生平第一次打撞球就是在嘉藥。原來二十幾年前學校曾在大禮堂地下室的空間

規劃撞球間，購置二十幾台的撞球桌，提供學生免費使用；又如教育部初辦大專

戲劇比賽，第二年本校一位女學生就以「暗戀 •桃花源」劇，一人獨得最佳演員、

最佳導演、最佳編劇獎；又全國租稅盃辯論比賽，本校學生竟然打敗大學的金融

科系得到冠軍，這也是二十幾年前的事。這些故事雖說是二十幾年前的事，甚至

更早，但都是嘉藥的一部分，解釋了嘉藥的成長，深化了嘉藥的人文內涵；這些

故事並不會因為久遠而失去了它的效能，反而因為它的披露、出現，進而記錄下

來，填補了本校發展上的空白，也提供了嘉藥之為嘉藥的明證。 

其實，這只是兩位老師記憶下的故事，只要生息於斯的教職員生，心中必有

曾經發生過的校園物語，校園物語就在每個人身上，「故事就是你，你就是故事。」

因此，透過物語的徵集或訪談，原本模糊的年代，將一點一滴的拼貼起來；一條

條串起的記憶，也將連結起不同的的人、事、物，呈現本校繽紛的校園故事，並

                                                 
1 宋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頁 1117。 



 
 
 
 
 
 
 
 
 
 
 
 

     

不停的增添新的故事，共訴嘉藥永續的生命歷程。 
 

三、研究步驟 

 

一個校園如果抽離了人（教職員工生），那校園就只剩下一個空間、一個 

空洞的環境，如何永續發展？所以校園環境必須與人互動，人要融入環境裏，環

境要擁抱人，讓人感動，如此，人才能藉由與自然的對話，體認環境的重要性，

也才能引起對環境的重視與珍惜，而不致於改造，甚至破壞環境。為能較全面的

反應校園物語，採訪對象打破過去以教師及行政主管為主體的模式，而遍及校園

各不同職性的人物，以呈現來自校園各個角落的故事，所以教師、行政人員、學

生、校友、工友都在列中；同時也考量縱向的史的連結，從最早的五專學生到現

在科大學生；從最先入職的教師到新進教師，也都為訪談蒐集故事的對象。另外，

在人與故事發生的校園景觀合照項目，注重景觀與人物的結合，並藉由訪談者對

景觀所留下的心語，透視景觀的人文內涵。因此，本研究方法，先設定採訪對象，

再進行訪談內容的溝通、行程安排、景觀的確立；在訪談過程中，則以錄音方式

記錄訪談內容；然後再透過文字編寫、照片處理、故事編輯等方式，完成物語的

初步編纂，並加以歸納分析法，以完成研究問題的解答。因此，本研究的進行步

驟如下： 

（一）採訪（電子報學生）  

（二）每週人物及校園故事（電子報專欄快遞） 

（三）採訪對象     

1、一般對象 

   資深校友、資深教職員工 

2、目前在校傑出學生 

3、畢業校友  

（四）人與故事發生的校園景觀合照 

（五）嘉南校園物語輯 

 

四、嘉南物語 

 

物語就是故事。一個故事，是一段足跡，一段心情，一個感動。多少故事 

曾發生在校園裏？多少教職員生留下了他們的故事？這正是本校豐厚的人文資

產，也記錄了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史跡。本研究透過「物語」的探究，審視人與

環境景觀的互動，再次回顧「物」、「我」關係的聯繫與交疊。經由本次的訪談，

校園故事繽紛般的呈現，遺忘的、塵封的、新發生的，突然間一個個跳躍出來，

展現出故事本身的魅力與餘味。茲舉訪談案例如下： 



 
 
 
 
 
 
 
 
 
 
 
 

     

（一）田博元講座教授 
1、採訪稿 
   憶起嘉藥校園，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藝文迴廊」（現為Ｋ棟輝振大樓），畫

面一幕幕地浮現，還記得當時，人文學院許多活動，例如：水榭藝文季、攝影展、

湯圓大會… …等，都在那兒辦理，是個有文化的廣場… 前人文學院院長、現任 

文化事業發展系講座教授田博元教授正侃侃的談著。 

  因為閒置空間的再利用，成就了藝文迴廊這地方。有趣的是，用了二千元，

化腐朽為神奇地將現有空間釘了釘木板，以盆栽的美化使它成為嘉藥校園中的一

個溫馨角落，因而成為無論是課後社團活動的運用或是學生午茶聊天的好去處。

田講座述起這段記憶，滿滿的懷念全都浮在臉上，他說，當時院長室也在那兒，

看著學生來來往往的熱鬧情景，那感覺真的很好！ 

  田講座表示，嘉南藥理科技大學，本是以「科技」為主，但是他認為，必須

有人文來扎根並尊重科技，如此才能發展得更好、更完整，這也是創立文化事業

發展系的原由之一。文化的本質在於純樸，這也是推動文化的要件之一，在創系

後，學生的創造力與用心，讓每次的成果都能令人為之驚豔，是他感到欣慰的地

方。 

  成長是需要時間的，他盼望學生應多一些產業界的實務經驗並去加強它。文

化本身應以傳統文化思想為根，走進時代，創造未來，這將是他所樂見的。 

2、與校園景觀合照 

心語：是「根」，讓「文化」有了歸屬 

 

（二）蔡雀琪同學 



 
 
 
 
 
 
 
 
 
 
 
 

     

1、採訪稿 

日劇的劇情竟發生在自己身上？就讀生活系進修部的蔡雀琪同學罹患小腦

萎縮症，病發四年多以來，樂觀開朗的她，積極面對自己的生命，即將要畢業的

她，還有無限可能與夢想，等著她去完成。 

  2005 年夏天，「一公升的眼淚」正夯，蔡雀琪隨著電視的播放，察覺到自

己與女主角的似乎有雷同之處，但卻不以為意，遲遲沒有就醫檢查。到了高三，

有一天期中考結束，一如往常搭火車返家的她，就在準備下車之時，推開莒光號

列車車門，不敵病情的發作，應聲倒地，這時才經由父母陪同到院檢查。醫生診

斷證明後，確定蔡雀琪罹患的是罕見的「小腦萎縮症」，蔡雀琪堅強的說：「醫

生當時不敢告訴我，我得了什麼病，只問了我一句，妳有看過一公升的眼淚嗎？」

彷彿是夢，她覺得很不可思議，一公升的眼淚不是才剛看過嗎？怎麼會，怎麼會

就發生在自己身上了。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後，沉默不語的她，選擇了放空自己，一切來得太突然，

她還沒有準備好，上天就開了這麼一個玩笑，原本對於自己的生命沒有太多規畫

與想法的她，便開始對人生改觀，立定目標，一項項想要去完成它。高職念觀光

科的蔡雀琪，在大學選填自願時，毅然決然地選擇了嘉藥科大生活保健系，她心

想：「至少我可以去了解自己的疾病，並對自己負責，不要成為家人的包袱。」

就這樣，每天四十五分鐘至一個小時，騎車與學校之間往返，雖然行動不是很方

便，因病而引發的疊視也困擾著自己，但她仍堅持不懈。 

  看著自己病情的變化，時而低潮，但是蔡雀琪選擇用音樂與日劇來紓解。同

時，她也參與罕見疾病基金會的合唱團，經常會有活動與表演，生活可說是多采

多姿。在發病的這幾年來，她發現，自己的人生裡，興趣與夢想很重要，鼓勵自

己向外擴展，多方地去嘗試，之所以會這麼樂觀，大概就是興趣與夢想在支撐著

她吧！高職時曾經到日本參訪過的蔡雀琪，對於日本文化十分憧憬，努力學習日

語的她一直懷抱著一個夢－留學日本，她積極地想去實踐它，也期望能夠在大學

畢業時順利完成她的夢。 

  目前病情穩定的她，藥物控制上一切都很順利，除了維他命 E外，以抗氧化

劑改善血液循環和過敏，生活上並無太多的困難，因此因緣際會下，到了進修部

的辦公室擔任工讀生一職，她笑著說：「辦公室的工作不會很繁忙，都是我能夠

做的，而辦公室裡的同事曾小姐也常常關心我、照顧我，真的很感謝她。」而在

課業上，同學與老師也常幫助她，因為疊視的關係，字體常常要放大才能看清楚。

對於自己發病後，無論是家人、師長、同學的一些關心與實質上的幫助不甚感激，

也很珍惜。 



 
 
 
 
 
 
 
 
 
 
 
 

     

  如果能夠再重來，還願意當蔡雀琪嗎？蔡雀琪微笑的回答：「我還是會選擇

當現在的自己，我不後悔自己的人生。」她也勉勵著大家，要對自己的人生充滿

期待，嘗試走出悲觀的人生，努力去發現世界有趣的地方，並實踐自己的人生目

標。難能可貴的樂觀精神，值得敬佩。 

2、與校園景觀合照 

心語：進修部外的天空是我喜悅的 

           

經由訪談資料的整理及景觀照片的呈現，我們發現訪談者多半是以個人的生

活情感為出發點，也就是對所謂校園物語，是從自身的角度散射出去，近的感受

較深較強烈，因此內容也就固定在這個範圍裏；同樣地，對校園景觀的認知，也

是以自身的感受為主，因此與原設定的校園景觀，也就是原界定的「景觀意象」，

出現截然不同的調性。如田講座呈現的景觀，是對舊有的已逝去的留念，這「仿

彿」的景觀，雖不是真正的記憶存在，但因為記憶的重要而留存下來；又如生活

系蔡雀琪同學，罹患了小腦萎縮症，她留下的景觀是進修部外的花圃，心語是「進



 
 
 
 
 
 
 
 
 
 
 
 

     

修部外的天空是我喜悅的」，因為身體的不適，蔡同學的求學歷程備感困難，因

此進修部的讀書殿堂是她心目中的最佳景觀；由是可知，校園故事的發生與校園

景觀是透過感情對話的，也就是說人的情感引發人們對校園景觀的感情投射；又

因感情的引發無所不在，是隨處開花，隨處有情，所以景觀的定義，就不只是建

築、場域、花草植物、造景等狹隘概念，而是舉凡讀書的氛圍、制度、管理、成

就等，都可能成為校園內最佳的景觀。就這一點，固有的校園景觀概念，是需作

調整的，學校不僅在空間規畫上，注重「景」的設計與美化；在無形的空間上，

更要追求「人文」的感動與深化，如此校園景觀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五、結論 

 

人文生態校園永續計畫，以校園圖文編撰、校園景觀問卷及校園物語三部分

來進行對嘉藥校園的關注與重塑，藉以建立教職員生對生息的嘉藥更具凝聚力與

投入。本研究在透過訪談分析後，提出以下建議： 

（一）校園物語的編纂，傳承本校人文資產，將凝聚四十五年來的校園師生情

感，呈現繽紛動人且真實的嘉南意象與精神。 

（二）學校自專科到改制學院，到轉成科大，長期以來，自有口碑。但在發展

的同時，是否學校的精神、人文、歷史部分，也需同步壯大，才稱得上

永續經營，也才能有嘉藥的故事，獨魅於未來國際上校際的交流，這是

談到校園永續經營時值得思考的命題。 

（三）自校外人士角度來看學校，也許校園景觀是指建築、場域、花草植物、造

景等。但就校內教職員工來說，景觀不只是如此而已。景觀的定義，涵蓋

了自然、人文層面，就是讀書的氛圍、制度、成就也是景觀。所以學校對

生態景觀的規劃，需由此觀之，才能全面地建構屬於嘉藥的校園景觀，也

才是符合校園永續經營之道。 

（四）校園物語從過去、現在到未來，不斷的留下或再創，豐富著學校的人文資

產，訴說著學校的生活史跡，只要有心發掘，從某一點起頭，都將串起一

條本校的文化脈絡，也許有些因久遠而不復記憶，但這一點之後的物語，

必是詳細且最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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