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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列寧史達林發動中國階級鬥爭共產黨叛亂

民
國 61 年 2 月我到嘉大的前身嘉農、嘉師兩校之一的嘉農服務。此時正值中華

民國「勤儉建國」年代，不僅學校經費短絀，整個社會也因百業待興，國防經

費又占了政府支出之大宗。政府的窮困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叛亂。民國 36 年 (72 年前 ) 國

民大會在南京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民國 37年開始行憲。此時距日本戰敗 (34年 8月 )投降、

國共內戰開始已 3 年。國民政府軍與共產黨軍之戰表面上是內戰，實際上是美國支持國

民政府與蘇聯共產黨支持的中國共產黨的戰爭。美國杜魯門總統派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

協調。軍事方面自日皇宣布投降的前 6 天，民國 34 年 8 月 9 日始，國共雙方各盡全力進

軍日本占領區，衝突四起，戰爭已經開打了。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與國共高級將領各一

人組成 3 人軍調小組，意圖調和衝突，終止內戰，屢發暫停衝突禁令。終於民國 38 年讓

中國共產黨占有全部中國大陸。

蘇聯的史達林外表上與中國政府訂「友好條約」，占盡便利，而暗中無條件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是篤信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組織了共產黨第一國

際，用以組織、指揮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馬克思死後共產主義的第二人恩格斯，廢棄共

產第一國際，共產第一國際主張以暴力取得政權。恩格斯的共產第二國際主張以民主議

會路線，取得議會的多數以取得政權。歐洲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是共產第二國際的工作

成績。俄國的列寧、史達林是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取得俄國政權，不贊同第二國際

的溫和議會路線，民國 8 年 3 月在莫斯科組織共產第三國際，在全世界發動階級鬥爭。

不同於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只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個別領導，列寧的第三國際有

俄國政府的支援，在各國創立共產黨，主張並實行階級鬥爭。列寧幫助俄國鄰近國家如

烏克蘭、白俄羅斯等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與其合併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U.S.S.R)，簡稱蘇聯。民國 9 年第三國際派員來到中國，聯繫李大釗、陳獨秀。8 月在

上海陳獨秀寓所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被推為書記。民國 10 年 7 月在上海

余  傳  韜

臺灣省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長（61.2-68.7）

嘉大百年
嘉農走過 6 1 年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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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 13 名黨員及第三國際代表參加，當時共有 57

名黨員。

中國共產黨於民國 10 年成立後，在蘇聯莫斯科第三國際指導、協助下，在中國建立

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成立蘇維埃政府，發動叛亂 20 餘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史達林

為欺騙英、美盟國，宣布取消第三國際，實際第三國際的活動直到民國 80 年蘇聯解體。

民國 34 年 8 月 6 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殺傷數十萬平民。蘇聯於 8 月 8

日向日本宣戰，同時派數十萬大軍分途進入日本占領我國的東北地區。日皇裕仁於 8 月

15 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後 4 天，8 月 19 日蘇聯占領東北全部，積極協助毛澤東率領的中共

軍隊進入東北，3 年後民國 37 年 10 月中共軍隊占領東北。再一年毛澤東於民國 38 年 10

月在北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退守臺灣。民國 10 年第三國際羽翼下成立的中

國共產黨，在 38 年打敗了國民政府，只保有臺灣的中華民國一貧如洗。

■窮而不困的嘉農

民
國 61 年 2 月嘉農校長交接在圖書館舉行。那時的圖書館，係日治時代的柔道

館，約 60 坪大小。地板離地面較高，因老舊，有人行走時聲響特多。進入大

門後經一臺階走上圖書館，臺階上的橫樑又特別低，必須低頭而入。 ( 柔道館或係由普通

房舍增設挑高地板而成，而橫樑無法提高 ) 室內中間有一欄杆，欄杆前為閱覽室，後為

書庫。交接典禮在閱覽室舉行，如附圖所示，卸任鄧校長善章正在致詞，其右順序為監

交人教育廳副廳長、新任校長。鄧校長引用了《三國演義》羅貫中的序詞：「是非成敗

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好多年後，我才能體會到鄧校長的愴悢心境，一

種要放下而又有離退時的失落感。當司儀

喊出：新任余校長致詞時，坐在我右邊的

馬科長低聲對我說：不要講太多。此時，

我對臺灣教育瞭解不多，只有民國 53 年

春季在臺大農化系客座及中研院暑期講習

會擔任講員的經驗，只準備了簡短的講

話，馬科長是教育廳主管專科職業教育的

科長，與我為第二次會面，也是他一番關

照好意。中午在餐廳的聚會，鄧校長輕鬆

多了，一一介紹在座的同仁及學校概況。此後鄧校長到國防部經營的文化出版單位服務。

兩年多後我們在民生路校區內完成了三層樓約 900 坪的「明德樓」，用兩年的經費

造成。明德樓的一、二層安置森林科的兩組，它們原在的「科學館」是一座木造的二層

樓房，已近搖搖欲墜。明德樓一、二層有教室、標本室等，都有一長廊。三樓不須室外

走廊，整層三樓是嘉農新圖書館。

鄧善章校長的致詞：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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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科畢業的校友蔡崇文是朝陽木業公司總經理，也負責一間

家具公司。蔡崇文校友知道學校有了新圖書館，便慷慨捐贈圖書館

全部桌椅書櫃，總值約 90 萬元。當時校長的月薪 2,080 元，特支

費 800 元，加上其它項目每月收入共 4,900 元。附圖為我在嘉農的

薪俸袋 61 年 3 月，90 萬元是校長每月收入的 184 倍，亦即 15 年

3 個月的收入。200 多坪的閱覽室，全新的桌椅書櫃，窗明几淨，

泱然有學府之風，蔡崇文校友之捐輸，功不可沒。

有了新的圖書館，學校開始在圖書館內推行靜聲行動。農業社

會，很少人口集中後的問題，每人可以大步走路、大聲說話，很少

妨礙到他人。農村生活都市化以後，人口集中，大聲說話、大步走

路，就有妨礙他人活動的可能。在圖書館閱覽室內，許多人在那裡看書、做功課，大聲

走路講話當然會妨礙他人。在許多公共場所經常保持輕聲，是一種生活習慣，一種修養，

一種為別人著想的思緒與心境。我們在圖書館內提倡「靜聲」，意義深遠，而成效稍慢。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生活習慣也不能一天養成，百年樹人，誠不我欺，大家一齊來努力

吧！

圖書館從舊柔道館遷出後，學校將原來柔道館的高架地板拆除，新做的磨石子地面，

大門改成新的兩扇鋁門，居然也是煥然一新的學生活動中心了。也設了櫃臺販賣零食飲

料，配置下棋桌椅、乒乓球檯及撞球檯等。總務處水景舜主任以低價購得 10部舊撞球檯，

自己整修後，換上新購綠絨檯面。那時校外撞球場所，屢有不良分子集聚鬧事，政府有

令禁止學生進入營業撞球室。在活動中心設置撞球檯，也可減少學生違規到校外撞球室

的機會

■推廣建教合作充實設備

專
科學校教育之內涵有實務及理論二端，而實務應重於理論，為不爭之論。民

國 61 年之嘉農，實習、實驗設施均極短缺，而教育廳撥發之經費亦極有限。

要增加學生實驗、實習的機會只有推廣建教合作、增加學校設備。

所謂建教合作，就是利用校外資源來增多學生實習、增加實務經驗。我們與廣成飼

料公司合作，擴充養豬事業。其先，嘉農已與廣成公司合作飼養小公牛，養育成長為肉

牛後出售，計畫之進行頗為成功。小公牛身價高漲，而得廣成公司之信任。嘉農擬訂養

豬計畫，我前往廣成公司拜訪董事長，經董事長拜佛，請教大仙，示曰：大吉，而獲支

援數十萬元無息貸款。其中半數為現金，作為增建豬舍及購買種豬之用，其餘則為養豬

飼料，由廣成供應。兩年後自營運收入歸還貸款，而嘉農則可年產「三品種」種豬 500頭，

因其品種優良，甚得農民之喜愛，銷路甚好。其後再得農復會支援，增建牛舍，最盛時

嘉農飼養之乳牛達 100 頭，嘉農畜牧場之規模，亦為全省農業院校之冠。

薪俸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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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設備，不及社會上生產機構涵蓋面之廣。對新技術新設備之採用，亦不及生

產機構之快速。然而最大的缺點，乃是學校的生產環境，是人為的環境，不計較生產的

成本，不考慮市場的供需。是以學校經營的生產，鮮能長久支持，而收入少於支出則為

常事。

嘉農在民國 60 年以前，也曾飼養牛，最後以牛群皆骨瘦如柴而告結束。是以 61 年

後，嘉農興辦的牧場、食品加工廠，以及木材加工廠皆頗注重成本及市場觀念。一方面

可以獲得利潤，而繼續存在並發展；一方面也可教育學生，發展事業，要計較成本。同

時生產品也可廉價供應師生員工眷屬。當年嘉農學生每天以 1 元喝鮮奶一瓶，較市價便

宜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品質更好。肉品的供應，也使學生的膳食生色許多。以實習名義

免交稅捐，偶爾會有稅捐處的責難，是唯一的美中不足。當年學生伙食團，用餿水養豬，

自養的豬可食則食，未可食則先向學校借用，自養豬大了再歸還。當年養豬好手畜牧科

的楊生，也是屠宰好手。令人高興的是，楊生更能發憤努力，嘉農畢業後又插班中興大

學農學院，農學院畢業後，曾一度在學校畜牧科擔任助教。

利用學生食堂的餿水養豬，也有一段小故事。學生伙食團的廚師多為退伍軍人，學

校以臨時工名義，請來學校服務。按規定臨時工人的工資甚低微，廚師乃販賣食堂餿水

以增加收入，餿水的產量也時有不必要的擴大產量的傳聞。一旦餿水由學生用來養豬，

廚師的收入就受到很大影響。學校乃按餿水之市價，增發廚師工資，廚師乃大歡喜。

為使學生取得更多的實務經驗，嘉農從民國 62、63 年開始辦理大規模的建教合作。

農試所、農業改良場、農會、梨山福壽山農場，常有農藝園藝枓學生前往工作；糖廠、

食品加工廠則有食品加工科的學生；畜牧獸醫科的學生到台糖公司竹南養殖場及高雄和

信興公司養豬場工作；森林科的學生到木材加工廠，也參加了玉山的造林工作。那年我

去阿里山，參觀學生的造林工作。從斜度很大的山坡，爬上半山腰稍微平坦的地方休息

時，經歷這一段漫長而又舉步維艱的山道，已經是筋疲力竭了。不料回頭一看，只見一

批學生，肩上一竹扁，挑了樹苗，心平氣和，從山腳下，一步步走上山來。學生每次挑

100 株用塑膠袋裝帶土的樹苗上山，大概有 20、30 公斤重吧！那一批學生畢業服完兵役

後，好幾位到林務局工作，經過多年多次的調動，終於每個人都調回他們的老家，在南

投縣的埔里、竹山一帶的林務局工作站工作。73 年曾再遊阿里山奮起湖，當年嘉農學生

在 45 度以上斜坡所種的 3、4 吋高臺灣杉苗，已長成 10 尺以上大樹，巍然成林。

建教合作之性質有季節及全年兩類，如農機科學生參與之水田代耕、代種、代割工

作；以及加工科學生參與之糖廠及蘆筍、香菇罐頭加工廠之工作均為季節性。學生在校

學習之行事曆則予以調整，以配合農業生產與加工之季節。畜牧場之工作為全年性，畜

牧及獸醫科學生則全班去畜牧場工作 2 至 3 個月，各班輪流，以教師而言，則成為全年

上課，只有很短的寒暑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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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開展之初期，學生中之阻力甚大，以專科學校學生之尊，豈可耕田、清洗

豬舍、做木工？我們一方面說之以理：如果不熟悉農機的實際操作，如何能改良農機，

推行農業機械化？如果不熟悉牧場管理經營的細節，如何能做場長？另一方面，則動之

以情：教授們同我也下田耕地、插秧、採收玉米、清洗豬舍。畜牧科何起龍主任，白髮

斑斑，身穿工作服，腳套長統膠靴，在高雄和信興公司牧場清洗豬舍的一幕，猶歷歷在

目，恍如昨日之事。建教合作之評價，是可以肯定的，數年後，當我們聽到學生的誇耀：

可以在 10 秒鐘內閹一隻豬，看到學生升任木材加工廠的廠長，管理兩三百工人，自然為

之欣悅。

■開展社會服務

經
各方面的奧援，在兩三年內學校完成了各項設施，可以對外服務了。學校的

獸醫館完成，我們有了獸醫院。開始作家畜醫護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後農

村復興委員會 ( 農委會前身，簡稱農復會；另一前身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 ) 農復

會贈送一部巡迴醫療車，可載送嘉農師生及簡單儀器，當時提供的畜種人工授精是農民

喜愛的服務項目之一。臺灣培育獸醫學校有四，嘉農、屏農、中興、臺大。每年錄取比

例，嘉農最高。農復會送嘉農的食品加工廠，確實提高了嘉農的食品製造能力。農復會

與森林有關的技正，為我們的木工廠補充了沒有的設備，加強常用的設施。農復會的制

度，技正在外，如果認為一個項目應該推動，就可以同時進行，沒有提計畫送審等等。

最近我看到一份大學社團的工作報告。這個社團為幾位老年人士辦了一次慰老活動。這

次活動有十多頁記錄，其中有五～六頁是影印的整面開會通知，另外也是影印的會議紀

錄，上有與會人的簽名報到，也有五～六頁之多討論如何在兩三小時內，為老人家表演、

陪他們吃飯。何需這十多頁，虛張其事，敲鑼打鼓的辦理毫無意義的簽名報到活動紀錄？

■嘉南地區農業大展

在生活中在活動中學習

專科學校的基礎訓練在校內進行的就是農場實習。民國 60 年代農業生產的主力

還是人力及畜力。我們將一年級學生數百人安置在蘭潭分部，他們每天下午的農場實

習便是開荒種植各類食品植物。學校約聘了多位畢業的校友做助教，陣容壯大，一度

張山尉、連大進、錢榮輝 3人有「三劍客」之稱，督促學生們實幹、苦幹。實際上實幹、

苦幹的機緣，也可能由人創造出來。這便是從 61 年 11 月，嘉農舉辦第一次嘉南地區

農業大展，至今仍在續辦中。

嘉農是中華民國農業職業教育學會之一員，所以也參加每年一度的中華農學會及

各農業學術團體的聯合年會。聯合年會輪流在全省北、中、南三區舉行，同時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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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的農業展覽，北、中區分別為臺北及臺中，南區則是在臺南或高雄。嘉農在民國

61 年開始擴大舉行校慶慶祝活動，辦理「嘉南地區農業展覽大會」。嘉農的校慶是

11 月 30 日，在 11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開始，舉行 2 天的慶祝活動，星期六上午有

慶祝大會及全校運動大會的開幕典禮，接下來便是各學科及各學生社團的學術及成果

展，各班級主辦的園遊會以及嘉南地區農業展覽會的開始。我們邀請了嘉南地區的公

私農業機關團體及企業界參加嘉南農業大展，學校提供空間，各單位負責他們自己場

地的佈置及展示。當年農機工廠旁數百坪大的農機駕駛訓練場地，密密麻麻擺滿了各

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農業機械，滿天的彩旗飛舞。園藝展示，有嘉農師生精心構思佈置

的花圃，盛開的玫瑰花園。蔭棚下則有學校及校外人士提供的蘭花、盆景以及其他清

心悅目的珍品。室內各科及社團的展覽如有成品出售，更是門庭若市，食品工廠外一

大早就排了長龍，等候買嘉農的醬油，醬油的產量每年增加仍是供不應求，後來只有

每人限購兩瓶了。各食品公司展示的產品種類最多，公賣局各式各樣的酒瓶酒罐最引

人注目，梨山各農場的溫帶水果則不僅是五色繽紛，而更是清香撲鼻。

室外園遊會更是人潮熙攘，各班級的小食攤位，不僅是要看學生的手藝，還要看

他們招徠顧客的本領，雖然他們自己的消耗量也很大，一般的情況仍是有利可圖。園

遊場所的邊緣，也有許多企業界農業產品的攤位。校園內各處有學校、各科及學生社

團，利用各樣樹木枝葉結紮的牌樓十多座，兩旁配以突出嘉農及各科特色的對聯，牌

樓的結紮及對聯的撰句，又是師生們一展身手的好機會。就事實而言，當年牌樓旁的

撰句，很多並不是「對聯」，而是對現實的描述，兼有一點「自許」的意味。有一年

畜牧獸醫科的牌樓兩旁寫的是：「嘉農子弟學醫牧」及「養宰割補牽豬郎」，橫幅是「雞

肥牛壯」。嘉義的記者說：很傳神。

中華農學會及各農業學術團體的聯合年會是在每年的 12 月上旬舉行。有一年聯

合年會農業展覽在臺大校園辦理，那年的用費近 100 萬元，由政府補助，其帳目中有

一項是牌樓，造價是 6 萬元。而就在那年 11 月底的「嘉南地區農業展覽大會」，學

校總共只用了 3 萬多元的經費，相形之下，嘉農是太窮了，但是我們是抱着在生活中

學習，在學習中成長的信念來辦理教育的。經費多一點我們可以多做事；經費少，我

們也一樣的努力來做事，只要做到了使學生們在生活中成長，就不管錢的多少了。

嘉農的 2 天校慶，星期六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排隊來購買嘉農產品，中午以後以及

星期日一整天更是扶老攜幼，大家來參觀嘉南地區的農業大展，逐漸成為嘉義地區的

每年一度的大事，我們也為嘉義地區的民眾，介紹我國農業發展的成果，略盡我們在

推廣方面的責任。不過最使我們高興的是在過程中全體師生同仁的參與，我們都在工

作中學習。

青年人可塑性高，他們向健康的人生道路發展，在有人帶的情況下，就會順利許

多，所以嘉農的同仁，不僅僅是在課堂上或者實驗室裡教學生，在運動場上、在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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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田野裡、在工廠裡，老師都在帶學生。老師與同學們間的距離縮短了，學生們

更在生活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

日本殖民臺灣時代的嘉農

民國前 16(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民國 34年 8月日本向中美英盟國無條件投降，

日本殖民臺灣達 50 年。日本人創設嘉農於民國 8 年，是日本殖民地的嘉農凡 26 年。

日本殖民地的學校，有其殖民地的特色，逃不開，躲不掉。

民國 82 年嘉農校友總會蔡崇文總會長，倡議編輯「嘉農口述歷史」以保存並發

揚「嘉農精神」且慨捐 30 萬元作出版費用。蔡崇文先生在日本殖民時代進嘉農，臺

灣光復後自嘉農畢業。本節資料取自「嘉農口述歷史 ( 民國 82 年 11 月 )」。少數有

特別意義處才說明口述者。

1. 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嘉農 26 年招收小學畢業生，其修業年限三、五、四年，後

訂為五年。

2. 學校以日語教學，26 年間有 9 位校長，均日人，任期最短為 1 個月，最長的一位

7 年。畢業學生 1,977 人。

3. 教師均為日本人。

蔡鴻文校友：也有少數臺籍老師，像教珠算的老師，姓巫，他教書教得很好，但  

職位比較低，好像只擔任書記的職位，可見臺灣人在當時的地位實

在不高，不受重視，就連學校裡也是一樣的情況。

劉金約校友：軍事課程由日軍大尉、少佐來訓練我們。

4. 陳保德校友：民國 29(1940) 年入學時，先通過口試、體能測驗後，才能參加筆試。

860 餘人參加筆試，錄取 100 人。校長鹿討豐雄也是 1940 年從臺北

帝國大學農林部調來嘉義。他是英國留學生，官位正五位勳五等，而

臺南州知事 (州長 )只是從五位文官。嘉農畢業後投考臺中高等農林，

口試渡邊教授看了我的成績單，驚訝地說：你真了不起，5 年的成績

都是第一名。又說：你為什麼不改日本姓？當時日本正在推展「皇民

化運動」。我進了高等農林的農化系，只錄取 3 個臺灣籍學生，可以

等畢業後才當兵，倖免於成為日本侵略戰爭的炮灰。

5. 臺灣光復：光復後政府設置「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派陳儀為行政長官。陳儀於民

國 34(1945) 年 10 月 24 日抵臺，11 月 30 日派牙科醫生劉傳來為嘉農

校長。劉傳來任校長 1 年，而後因當選臺灣省第一屆參議員而請辭。當

時的教務主任蔡鵬飛接任代理校長，3 個月後就發生二二八事變，嘉農

受創甚鉅。事變平息後，政府調屏農校長廖季清為嘉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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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季清校長：民國 36(1947) 年 5 月 1 日廖校長來到嘉農。廖校長回憶：「嘉農本

是全省首屈一指，規模宏大，歷史悠久的名校。」「我到校蒞事，

只見一片瘡痍，校園中一個學生也沒有，僅有幾個外省籍的老師仍

留在校中。」「於是在各報上刊登公告，昭示本校一切恢復正常，

要求學生儘速返校上課。公告登了一個多禮拜，才有學生陸續返

校。」「學生大都報到之後，已是 5 月底了…只好利用暑假補課，

勉強完成了這一學期的進度。」廖校長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師資

缺乏。民國 34(1945) 年光復前全是日籍教師，民國 36(1947) 年日

籍教師都遣回日本，本省籍人才進入高級學校有種種限制。更有重

要學科，臺灣沒有學校有。例如臺北帝大沒有物理系，光復後改名

臺大，民國 35(1946) 年才增設物理系。廖校長一方面在省內儘量徵

聘老師，另一方面從大陸徵聘，請來許多大陸名校畢業生來嘉農任

教，大大擴充了嘉農師資陣容。

以上 6 項說明日本殖民臺灣實況，日本人打敗了中國，征服了臺灣，臺灣成為日本

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資源，是被征服了的異族，非我族類的臺灣人在征服者心目中是奴

隸是次等人。時過境遷，被解放了的奴隸，如何對待其往日的主人？ 5、60 年前，印度

人將英后維多利亞高聳雲霄的雕像拉倒到地上，與中華傳統「以直報怨」相合。臺灣人

豈有建立日本人雕像，祭之於烏山頭的道理？在日常活動中我們也常疏忽，將日本人殖

民臺灣時期謂之為「日據」或「日治」年代，中國人何其缺少民族意識。

■余公移山

余
公有意移山，要移走現在蘭潭校區行

政大樓所在地的一座山頭，有 4 間教

室首尾聯結的寬度，兩層樓高，其長度由行政大

樓 ( 含 ) 起，向前到體育館的外右角。第二座要

移走的是山坡，從體育館 ( 含 ) 前門起，向後推

到田徑場邊緣。

原在嘉義市區邊沿的嘉農民生路校區同鄰居

農業改良場到了民國 60 年代被擴展的市區吞沒。

在短短 100 公尺左右，就有三座學校的大門：志

航國小、國中及嘉農，車水馬龍，好不熱鬧。嘉

農呼吸的空間短促、也沒有發展的空間。農改場

地也缺少氧，要搬家。

「蘭潭分部」原有的二層樓教室及一層實
驗室的左邊一半，有 4 間教室大。實驗室
的右角，正與嘉禾館正門外階梯前端右角
相鄰。房屋前的道路已拓寬為嘉禾館前的
大道。房屋後面原是一山頭，這座山頭原
從行政大樓後面的山脈延伸出來。現為嘉
禾館前廣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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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創辦的中正大學，政府利用公權力，徵購百甲土地於嘉義民雄鄉。嘉農沒有走

這樣的簡易路程，來開發蘭潭校區吧！

現在的嘉大一片浩瀚平野，從行政大樓、圖書館向前走，經過大操場、體育館、大

禮堂、游泳池到獸醫館，才接近嘉大大門。望中回顧，前述的設施，都是原有的山頭、

山坡地，難以置信。從行政大樓到體育館，一座山頭被移走。體育館後山坡就成為田徑

場地。山坡移走，才有體育館。再移走一段山坡，才有田徑場，原來羅馬不是一天完成的。

移山的土石料，用來填平低窪地段，才有今日的壯觀風景。

「余公移山」起自「余公移山」一篇短文。 (《瞬間與永恆》財團法人清誠文教事務

基金會，91 年 8 月初版，97 年 2 月 2 日印 ) 作者張山蔚，嘉農農藝科第 4 屆 62 年畢業。

張山蔚說：

寓言故事「愚公移山」是比喻鍥而不捨的人，終能有志竟成。現實生活中，

余公傳韜博士移了幾座有形的山，更移了數十數百座無形的山。

民國 57 年我剛考上嘉義農專，報到的第一天就搭乘李司機開的校車—美

軍淘汰的大巴士，由民生校區送到蘭潭校區住校。一路上像坐雲霄飛車般上

坡、下坡、急轉彎，到達「蘭潭學苑」舉目所見的就是山。如今這些山都不見

了，都被余公移走了，軍方油庫的山移為現在的學生宿舍，「蘭潭學苑」周邊

的山移成現在的運動場及行政中心。這些都是有形的山。至於無形的山，其中

之一就是我自己。

在張山蔚心目中，許多有形無形的山被我移走，包括張山蔚自己，一座無形的山。

我隱約記得他們班上在班會上各述高見，認為學生分兩類：一類是好學生，另一類不屬

於這類好學生。前者深受老師們寵愛，後者沒有人理、沒有人管，他們在班週會上表達

意見後，我看了好學生一眼，他是班上第一名，學生年代考取高考的沈奎東，也看了不

30 多年前蘭潭校區第一棟學生宿舍，依山
而建，正面 3 層樓，從八掌溪看來是 4 層
樓，宿舍前移稙了許多細而長的樹木，桃
花心木。

蘭潭校區第一棟學生宿舍今貌。左邊兩株桃花
心木已有 30多年樹齡。



NCYU 1919-2019

5958

序

文

│

姊

妹

校

賀

函

│

簡

史

│

專

文

│

校

務

簡

介

│

校

友

會

活

動

│

大

事

紀

│

編

後

記

│

是第一的張山蔚那些人。其

實這時班上難纒的人是第一

名沈奎東，沈奎東畢業後，

煥然一新，成了另類，是天

斧神功？而張山蔚，雖然抽

煙，算不上是壞。他不是

說，他從校長手中領到幾張

第一的獎狀嗎？服完兵役，

張山蔚同沈奎東到校長室

來，兩位我一起請來校服

務，沒分先後。

「余公移山」張山蔚說了事情的一半：余公有意移山。下一半是：陳公辛勞成其事。

陳公乃嘉義包工陳新改先生，我們成為好朋友。我在〈回首嘉農〉記 (《瞬間與永恆》第

214—215 頁 )。

移山工作

蘭潭校區多小山，兩山間之山谷面

積均小，欲求一面積較大的平原，勢必

移山不可。從目前行政大樓所在地開始，

向前到現在體育館，當年有一座比兩層

樓房稍高的小山，寬度與行政大樓相近。

由嘉義包商陳新改先生於民國 67、68 年

分兩次以總價 79 萬 4 千餘元承包此工

程，將山移去。陳先生為嘉農做工程多

年，常常做得比合約的要求好得許多，

現在從蘭潭旁第一座男生宿舍走路到山

下校區的山林中的步道，也是陳先生的

傑作之一。陳先生常與人談，嘉農工程

的費用只有工程上的用費，所以他樂於

為嘉農工作。民國 66 年教育廳廳長梁尚

勇辭職獲准，離職前核撥嘉農建設費用

100 萬元。其初，蘭潭校區用水之水源與

蘭潭同一水源，是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

從蘭潭水壩左面山頭的宿舍區，有一步
道經過叢叢林木下山到校區。這是嘉義
包商陳新改先生的創作。數學館與化學
物理館之間廣場中的噴水池，也是 30 多
年前陳新改先生的工作成績。

蘭潭學苑：原在移走山脈左側之山谷，約在今森林館前之田徑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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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水，嘉農多次向教育廳申請經費建造用水過濾設備及水塔一座，皆因經

費短缺而未蒙核准，至此獲梁廳長之補助。陳先生即為嘉農設計並建造用水之

過濾設備及水塔，此座水塔至 82 年仍為校園內之唯一水塔。陳先生每天必來

工地，有時也與工人一起工作，某日我參觀工地後，正值午餐時間，乃邀請陳

先生吃牛肉麵，陳先生甚為高興，美言校長請客。中國傳統豐厚的老百姓，忠

誠敬事之風可感。從現在體育館 ( 嘉禾館 ) 的前廳開始，向後走又是一小山坡，

旁邊有一水池。山坡上有無人招

領的古墓多座，學校將這一帶土

地推平時，我請同仁將一古墓的

墓碑保存起來，墓碑上的字跡仍

然清晰，是清乾隆時代的遺物，

已有 253 年的歷史了。

■嘉農有了水塔

脫離窮而不困年代

民
國 61 年 2 月到嘉農工作，當年嘉農的一般景象可用一個大字「窮」來代表。

不僅學校窮，整個社會都窮。整個國家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極其努力試圖從

水塔：行政大樓後面山坡上的水塔，也是陳新
改先生的作品。水塔左後方原為牛棚，右面原
為豬舍。只水塔猶在。

清乾隆丙戌年 (1766) 之墓
碑，原來的山坡地在今田徑
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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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中的困境掙扎奮起，社會上充滿了勇往直前的生命力，克服困難的信心，生活雖苦，

意氣高揚。

民國 62、63 年遷校蘭潭計畫逐漸成型，學校建設重點已改為蘭潭校區。數千師生

生活學習的蘭潭校區，它的水源與蘭潭同一山洪區。山洪進入蘭潭即沉澱，水色清澈。

山洪進入嘉農實驗室、餐廳、宿舍卻是黃水滔滔。學校年年向臺灣省教育廳報告，嘉農

亟需一水塔，讓山洪沉澱，而有清水可用。省府年年的回覆：緩議。直到民國 67 年才有

好消息。這年省主席謝東閔榮升副總統，內政部林洋港部長調任省主席。省府改組，教

育廳長梁尚勇任滿 3 年，要去師大任教務長 ( 後改任師大校長 )。梁尚勇臨去秋波，撥款

100 萬元給嘉農做水塔。包工陳公新改為嘉農設計、建造水塔，68 年嘉農有清水可用。

現嘉義大學有自來水供應。水塔供水灌溉及畜牧場清洗用水。

民國 68 年水塔完成，是嘉農發展史上大事。同年中央政府開始充實公立專科學校設

備計畫，計畫進行的過程，也就是我們專科技職教育脫離貧困的過程《瞬間與永恆》記

載 ( 第 229 頁 )：

68 年 4 月教育部調我為技術職業教育司司長，技職司當時的重點工作之

一是「改進工業職業教育計畫」，用世界銀行的貸款，全面更新、充實所有省

立工職的實習、實驗設備，為期 3 年。我向長官們建議，工職的設備充實了，

比專科學校的設備還要好，是不是也可以將省立兩所工專、兩所農專及一所海

專的設備予以充實？教育部接受了這個建議，最後得到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

先生的支持，中央政府補助每校每年 1,000 萬元，並請省政府提撥同額的配

合款，5 所學校每年有 2,000 萬來充實實習、實驗的設備。

從 68 年很難得地榮獲教育廳 100 萬元，建一水塔，到 69 年 5 所省立專科一年補助

20 座水塔的經費，來改進充實學校的設備。5 所省立專科學校脫離了窮而不困的時代，

進入富而好禮的時代。所謂「好禮」就是尊重你的鄰人，孔子說的「出門如見大賓」。

只有尊敬別人，才能培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氛圍，大家才能和諧相處，善意來處

理發生的問題，怎麼能視鄰居為敵人呢？我們政府最近的政策，對岸鄰居就是敵人，錯

了。是兄弟、是親人，不是敵人。要用人民的力量，改變政府的錯。我們大家一起來做

友鄰工作，四海之內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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