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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執筆之日，適逢清華大學慶祝建校一百週年，

我從中央電視英文台上觀看他們的慶祝大會，雖然沒

有衣香鬢影，學生們衣著普通，但場面之偉大使人肅

然起敬。參加者有老中青幾代，更有世界知名大學代

表，不同種族共聚一堂。在這個時刻當然少不免有政

治人物的談話，剛好胡錦濤是清華的畢業生，當然由

他發表指導性談話，清華大學校長、教授代表、學生

代表先後致辭，更有北京大學校長、耶魯大學校長致

賀辭等，好不熱鬧！大家的信息都對清華過去一百年

之成就予以高度讚揚，為中華民族培養了多位諾貝爾

獎得主，同時對清華的將來有很高的期許，盼望清華

在不久之將來能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據聞今日清

華位列第35)。
會後，節目主持人訪問了清華一些教授，假

如清華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有哪一些要素是不

可或缺的。大部分教授都用了同樣的字 (也可能是

隨胡錦濤的指導思想發揮 )：道德 (mora l i t y )、誠

信(integrity)、創意(innovation)、批判分析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其中一位教授提到，中國的學生

不會發問，對老師的傳授照單全收，從小就沒有訓練

他們深入思考、對事物有質疑的態度，他認為這些態

度不是對在上者不敬，而是訓練critical mind的必須

過程。主持人提到一位清華畢業生，在海外深造後回

到老家養豬。鄉親父老氣得寫了這樣兩句話：「清華

海歸養豬去，氣得老父哇哇哭」。教授對這年青人的

評語是，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不顧別人的奚落，就毅

然踏上去，可能他以後研究出來的新品種，產量和肉

質是全世界最好的。我們要有這種的「傻勁」，才能

有新發現。華人圈子就是太「實際」，我們要抗衡這

種實用文化。

寫到這些，讓我想到上週從洛杉磯飛回來三藩

市時，旁邊坐著一對父子，閒談時知道他帶兒子去看

學校，從而決定選擇南加州的加州理工學院抑或北加

州的史丹福大學。這兩間都是名校，是莘莘學子夢寐

以求的學府。我不禁問他如何培養這樣優秀的孩子。

他沒有保留的贊成哈佛教授蔡美兒今年年初出版的

書，這位被稱為虎媽(Tiger Mom)的教授認為父母有

責任塑造子女的未來。而這位父親也認為父母必須

參與兒女的教育，放任只有浪費人材。他還說：有哪

一個小孩會知道自己的天賦，身為父母要幫助他們發

揮潛能；有哪一位小孩願意下苦工學習，身為父母的

要讓他們明白努力耕耘後的收穫。他更批評今日 fun, 
cool 的輕薄世俗文化，使年青人只求「fun」，等到

他們離開學校，結婚生子後，就發覺實際的生活不只

是 fun 那麼簡單。美國教育的失敗，相信與這種文化

氛圍不無關係。我們能否幫助年青一代走出這種輕薄

文化？

昔日華人有不少優良傳統，但由於全球化的關

係，歐美一些歪風不消幾個月就吹到亞洲，年青人就

以爭相仿效為榮；這種「跟風」把我們的道德文化一

掃而空。年青人的性開放態度令人咋舌，求神幫助我

們教會教導年青信徒抗衡這些扭曲的文化。

抗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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