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紀錄 

鄭邦雄老師紀念專區 

‐‐年表 

‐‐「黑白與彩色──阿邦的故事人生」紀念活動發言紀錄 

時間：2016年 6月 3 日下午 2‐5 時 

 

地點：救國團員林市育樂中心二樓 

 

主辦單位：半線基金會、拓展基金會、埔心國中、員林高中、員林棋社、  員林

退休暨離職教職員工聯誼會、員青藝術協會、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 

 

短片製作：林芳儀 

 

錄音錄影：劉育親、游廉 

 

紀錄：張容嘉 

 

 

 

主持人：翁金珠(發言) 

 

「各位好，『黑白與彩色─阿邦的故事人生』紀念活動即將開始，我們先看一段

鄭老師的影片，影片由林木柳老師的女兒林芳儀小姐剪輯配樂。 

 

 

 

(播放影片) 

 

 

 

「在座各位都是邦雄老師的家屬、同事、朋友、學生，今天受主辦單位委託，讓

我在這裡做主持人。我們先為林芳儀小姐鼓掌，她把阿邦老師的的影片，在短時

間內製作完成，用的配樂是阿邦老師最愛唱的念故鄉的曲子，辛苦妳了。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辦單位：員林高中游校長、埔心國中王校長、員林退休暨離

職教職員工聯誼會會長，也是員林高中以前的孔建國校長、鄭邦雄的二弟鄭邦

鎮，邦鎮曾選過立委、台中市長未遂，總統也未遂，好可惜，如果您當選，台灣

就獨立了。半線文教基金會梁瑞興董事長、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李金圳會長、員



青藝術協會理事長蕭漢元、趙宗宋前理事長、員林棋社及拓展基金會。 

 

首先簡單的介紹，今天紀念會的名稱為什麼叫黑白與彩色。黑白就是圍棋的黑

白，他喜愛下圍棋，也是一位是非分明的人，所以我們用黑白代表他的人生；彩

色是繪畫，鄭邦雄又是一位藝術家，人生多彩多色。從影片能看出他的家庭生活，

在日本出生，五、六歲回台灣，然後就一直住員林。他有很多兄弟姊妹，他是最

大的，今天家屬大部分都到，對大哥都很力挺。不管什麼活動，他們家人大都會

到，是很齊心的家庭。在經濟困苦中，能夠順利考上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系，之

後還在埔心國中、員林高中做老師。這種積極奮鬥、力爭上游的精神，是一個很

好的教育典範。 

 

在台大二年級時，擔任美術社社長，之後回員林創辦第一屆員青美展，經過這麼

多年來，現在已正式立案為員青藝術協會，對員林地區藝術文化的貢獻很大。他

上課時，可以用兩隻手畫一張地圖，左手和右手都能寫字，是台灣不可多見的人

才。他曾經參加過壁報比賽獲得全國冠軍，因而獲聘為員林團委會的總幹事。最

重要的是，也創立彰化縣第一間棋社，每年舉辦圍棋比賽，對在地圍棋的發展也

有很大的貢獻。 

 

埔心初中的第一屆學生，64位學生有 58位考上高中職，這件事在當時是不可思

議的，也因為這樣，各校搶著要他，最後在員林高中擔任歷史老師。他對成績不

好或家境不好的學生，會特別關心、並留校輔導，所以被他教過的學生，跟他感

情都很好不是沒有原因的。現場有一位胡英錟先生，他感念鄭邦雄老師對他的照

顧，有鄭老師才有他，事業有成就回饋母校，已用鄭老師的名義設立清寒獎學金，

我們現在為胡先生鼓掌。 

 

他為人處事都是積極正向的，人生中大概沒有什麼悲慘的事情，在過世前幾天，

都還參加趙宗宋老師的畫展及史明的新書發表會，像這樣積極認真的人，他的人

生其實就是彩色的。 

 

今天黑白與彩色的阿邦老師紀念活動，我們大家就一起懷念他，並分享他的故

事。以下先請主辦單位講話。」 

 

 

 

員林高中校長  游源忠 

 

「各位在座的貴賓大家好。 

 



我是員林人，國中畢業後，就在外地讀書、工作，直到去年，從興大附中調回來

員林高中。雖然沒讀過員林高中，但是回來不到一年，就一直有聽過鄭邦雄老師

這個名字。他服務從民國 54到 78 年，總共 24年，78年就退休了。當時我還在

念大學，所以沒有接觸過，但我在溪湖的校友會聽到他的名字。一位鄭雲霞校友

說，當時有個歷史老師，英氣風發、很有才氣，讓我對鄭老師多了一分了解。 

 

另外一次在台南，跟前總統府秘書長廖雅茹一起吃飯，他對我說：當時員林藝文

界有四大英豪，我還記得其中兩個是張煥彩老師和鄭邦雄老師。 

 

      好幾次聽聞他的學生、他藝文界的同學，說關於他的事情。藉由剛剛開場的

緬懷影片，讓我有種感覺，人經歷過一些事，越能進入剛剛播放影片的場域，緬

懷鄭邦雄老師的生前事蹟，讓人充滿感動，也傳承了一種精神。他在員林高中孕

育了很多英才，真的很感恩，有這個機會讓我們能在這裡緬懷鄭老師。」 

 

 

 

埔心國中校長  王甘草 

 

「我們翁前縣長、鄭局長、孔校長、三位校長，還有前輩、在座的所有鄭邦雄老

師的親戚、朋友、學生，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我在埔心國中服務，對鄭邦雄老師，事實上並不認識，但是上禮拜我們成立埔心

國中的校友會，所以有機會跟第一屆的校友聯絡，從他們口中就可以知道鄭邦雄

老師是我們教育界的典範。今天鄭邦雄老師過世了，有這麼多好朋友，尤其從我

們第一屆校友口中，感受到那一份懷念和感恩。雖然鄭老師在埔心國中只有短短

幾年，但教出來的第一屆校友，一直還在懷念鄭老師的恩情，有的當初考到台中

一中的時候，其實家境困難無法讀書，但是鄭老師用所有力量幫助他們。若沒有

鄭老師，就沒有現在的他們。 

 

像我們的胡英錟校友他捐獎學金，就是用鄭邦雄老師的名義，所以今日埔心國中

的學生，也還在接受鄭老師及他的學生的幫助。我沒機會認識鄭邦雄老師，但是

我很高興、也很榮幸，能代表埔心國中的所有老師、學生，參與這場追思會，也

藉這個機會，向鄭老師和家屬獻上深深的感謝。因為他的用心、無私和愛，教育

出埔心國中這麼多優秀的校友，來傳承鄭老師的精神，才繼續幫助埔心國中和很

多下一代。我深深的敬佩著鄭老師，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站在這裡，再一次謝謝所

有辦這場追思會的人，也祝福大家平安順心，謝謝大家。」 

 

 



 

 

 

員林高中退休暨離職人員聯誼會會長    孔建國 

 

「大家午安。我今天兩個身分參加追思會，一個身分是教育界的晚輩，一個身分

是員林高中退休暨離職人員聯誼會的夥伴；抱虔誠的心情，和大家一起追思鄭老

師。 

 

我在民國六十年加入教育界，這個時候鄭老師已經在埔心國中、員林高中任教。

我民國八十六年進入員林高中服務，鄭老師在七十八年退休，所以我無緣跟他共

事，我算教育界的晚輩。 

 

101年我從彰化女中退休，退休聯誼會要我來為他們服務、奔走、聯絡，所以我

跟鄭老師有多次見面、談話的機會。我從多次跟鄭老師談話，以及從同仁的口述

當中，我想做以下的追思，如果講得不對，請原諒。 

 

第一、冰火神功。鄭老師列名在員中四位之一，其中一個原因，同仁告訴我，他

夏天都穿厚的衣服，特別是穿黑色的皮衣，冬天都像我一樣穿短袖的白上衣，這

個傢伙真奇怪，他練就了冷暖不侵的身體，欸，我現在想想，說不定那是在練冰

火神功。 

 

第二、上課精彩。他不帶課本，所有的補充教材，全部都在他腦子裏面。我在六

十年念政大研究所的時候，有個同學永靖人，員林高中畢業、姓江，後來他到成

功大學中文系教書，拿到博士學位，也做過系主任，我後來到員林高中，他就跟

我探詢說：『鄭邦雄老師怎麼樣了?』我說：『他很好啊！』 

 

然後他說：『我最佩服鄭邦雄老師，他上課口沫橫飛、滔滔不絕。』 

 

他讓學生如沐春風，學生聽他的課，都捨不得下課。 

 

第三、隨機傳道。愛念書的學生，喜歡他；不愛念書的學生，也喜歡他。我有一

次在員林市民生路一家茶行，我去喝茶、買茶，突然有一個社會人士也進來了，

茶行老闆就介紹他說，我是員林高中的校長，這位社會人士馬上說：『我也是員

中畢業的，我還記得鄭邦雄老師，他當時教的詩歌我也還記得。』他馬上吟給我

聽：『 

 

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我心想這不就是紅樓夢的『好了歌』嗎？教歷史的人，也教『好了歌』，然後說

好就是了，了就是好，沒有好就沒有了，要有了才有好，一切都歸於空。他這樣

隨機教導學生人生的道理，影響學生一輩子。 

 

第四、多才多藝。他做過救國團總幹事，發揮領導、服務、負責、幹練的才華。

而且博學多聞，英文的造詣很高，我們英文老師都很汗顏，怎麼鄭老師的英文造

詣會比我們英文老師還好呢？這個教歷史的，如果他日文好，我們還不驚奇，因

為他在日本生長的。剛才我們主持人也提到了說，他沉迷黑白。我們現在不能一

天沒有手機，我們阿邦老師不能一天沒有黑白棋，他每天都在下圍棋、研究圍棋，

還創立員林圍棋社，另外也喜歡彩色，喜歡美術，他所倡立的員青美展，一直延

續到現在。我剛才從影片當中才知道，他板書寫得非常工整，書法也寫得很好，

他所寫的，很多是古老文化的精髓，真的很佩服他的多才多藝。 

 

第五、愛情捕手。鄭老師非常英俊、多才，他有很多紅粉知己包圍著他，今年二

月十九，我們退休聯誼舉辦餐會，他來參加時，跟我講兩個故事，一個是有一天

天氣不好，一位女老師坐火車從員林火車站下來，走靜修路去教書，結果不小心

被冒失鬼騎腳車濺起的泥水，把她全身潑的髒兮兮，跑去求助鄭老師，向鄭老師

借裙子，而鄭老師幫她借了件短裙，擔心她短裙太短，上課時會引起騷動，很快

地幫她洗好裙子，脫水晾乾給她。 

 

第二個故事是每一年端午節，會有一個女老師拿粽子給她吃，連女老師的老公都

起懷疑，還跑來學校看鄭邦雄何許人也，還好沒鬧家庭革命。 

 

有些紅粉知己很多愛情、婚姻的問題，都找鄭老師諮詢。一位女老師，感到很徬

徨，這麼多人追求我，要選擇誰呢？沒料到鄭老師卻說，那妳嫁給我吧！後來結

為連理，白首偕老。他從愛情的投手，變成打擊手，變成了捕手，緊緊抓住這段

婚姻。 

 

第六、歸屬感強。他非常念舊，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呢？他退休後每年都參加退

休聯誼活動，聚餐活動他都會來。他生病的時侯，穿得很邋遢，一手柱枴杖，一

手拎著袋子趕來參加。今年他來了，他卻穿得很漂亮，容光煥發，恢復往昔的容



貌。他講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只要我活著的一天，我一定參加聯誼會的活

動。』對我們的員中聯誼會他非常懷念。 

 

第七、一語成讖。二月十九是我們聯誼會，大家聊天，難得一聚，無所不聊，聊

到退休金會被縮減時，鄭老師很瀟灑地說：「我退休已經二十多年，已經領夠本

了，隨時都能走了。」四月中旬，就傳來他往生的訊息，五月一號告別式，六月

三號追思會。阿邦老師瀟灑地走了，悄悄地走了，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思和想念。」 

 

 

 

員青藝術協會理事長  蕭漢元 

 

「各位朋友大家好，鄭邦雄老師是我們員青畫會的發起人之一，這個會是成立於

1968年。 

 

第一次認識鄭邦雄老師，是在我加入員青藝術協會後，我的學長趙宗宋老師，帶

我與兩位鄭老師的學生，到員林家裡拜訪，當時鄭老師中風，而第一次看到老師

的居家環境，才發現他的生活簡單、沒有特別的布置，傢俱看起來都超過三十幾

年，也很愛惜東西。印象讓我最深刻的是，家裡黑板上都是左右相反的字，字體

寫得很有力。而我最近在臉書上，也 PO上鄭老師寫的左右相反的字體，沒想到

很多曾經認識鄭老師的人，都憶起這位很棒的老師。而我也代表員青藝術協會，

來感謝這位創辦人鄭邦雄老師，有了他們這些老師，才促成了此協會。現在員林

的地區藝術風氣很盛行，包括現在員林市長也說藝術造市，代表了有一群人推動

藝術風氣，今天我用很感恩的心情，感謝這位鄭老師，他的精神和故事值得我們

學習，也感謝能參與這次追思會。」 

 

 

 

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會長  李金圳 

 

「各位午安，鄭老師在 62年接總幹事，曾獲選為優秀青年代表，那是很難得的

榮耀。我對鄭老師很感佩，雖然不相識，但從影片得知，他真的是多才多藝，為

教育典範，讓學生受益良多，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榮幸來參加追思會，

感謝大家。」 

 

 

 

半線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梁瑞興 



 

「各位與鄭老師相識老師、家屬、學生，大家好，我對鄭邦雄老師認識有限，但

是我非常感動於鄭老師身為台灣人的隱忍、堅持、自信、寬容。這是因為劉峰松

老師在鄭老師退休之後，有一天和他聊天，很希望有人把他的一生形諸文字寫成

傳記。因此，劉老師一有空，就到鄭老師家，請鄭邦雄老師談他的難忘往事，劉

老師很認真的把內容記下來；他倆常常是下午談話，隔天早上五點到七點，劉老

師就專注正式寫成紀錄。 

 

曾經好幾次我到劉老師家，他拿出一些鄭老師的人生經歷給我看。其中有好幾

段，我覺得很感動、很精彩，且頗具歷史意義和價值。劉老師說：本來只想摘要

的寫成簡歷，以備萬一(松按：眼看他快不行了)。但沒想到越寫越起勁，到後來，

竟寫了 24 萬字，變成了很珍貴的傳記史料。我跟大家一樣，很希望這本傳記，

能早日出版，也希望在傳記中看到鄭邦雄老師看似平凡卻很精彩的一生，以及他

生長年代的相關歷史面貌。 

 

鄭老師日本出生，六歲回來，在台灣第一流的大學歷史系畢業。他本可以轟轟烈

烈地做番大事，但他甘願只做平凡的老師。在簡要的生平略歷(按為「黑白與彩

色──阿邦(鄭邦雄)的故事人生」小冊子)中，我對他的感受是：第一，才華洋溢，

第二，很平實，第三，很貼心，第四，很愛台灣。確實是很具台灣人特質，令人

尊敬的人物。 

 

而今天為何主題訂為「黑白與彩色──阿邦的故事人生紀念活動」呢?我們知道

黑白分明、善惡分明，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價值。鄭邦雄老師就是黑白分明、正派

實在的人。如今，鄭邦雄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我們相信他只是肉體的消逝，

他可貴的精神，平凡中的不凡，其實早已留在你我的心中。現在，我們就繼續聆

聽、分享大家和鄭老師相處的故事。」 

 

 

 

員林高中老師  楊祺宗 

 

「我和鄭老師一生緣份很深，同年生在日本治台的時代(日本昭和 14年，西元

1939)。員林國小時，與他同班同學，他品學兼優是全校公認的天才兒童，十分

出名，而我也因愛玩成績又不好，常遭老師打罵，也很出名。六年後(西元 1958)

又一起進同一所大學，由於所念科系不同，校園又很遼闊，一年內只遇過一次。

第二年遇到他正在找宿舍，乃邀他一起住進我的宿舍直到畢業。他平時作息很特

別，常不見蹤影，縱使偶遇也常常行色匆匆，很少閒聊家務事。知道他求學期間

半工半讀到畢業，是一起在員高教書以後才慢慢知道的。 



 

我們兩人共同經歷了很多台灣歷史重大事件。首先是太平洋戰爭時(現稱為二次

大戰)，美國 B‐29超級轟炸機對日大轟炸(1945傷亡慘重)。 

 

日本投降後，台灣發生可怕的傳染病：霍亂(cholera)、瘧疾(malaria)及天花

(variola)，在全台大噬虐，死了很多人。一年半後台灣最悲慘的二二八事件爆發

(1947)，接著是漫長的白色恐怖及世界最長的戒嚴令(1987才解嚴)的實施，禁錮

了台灣人的心靈，長達半世紀之久，慘害了上一代無數的菁英，而我們也無奈地

活在鬱悶的惶恐中。 

 

幸賴很多志士仁人、後起之秀前仆後繼犧牲奉獻、努力打拚，終於使台灣晉到民

主境地，我們都很感佩。 

 

我們兩人在員高教書服務 26年後，也一起退休，至今我們相識相交已 67年，這

緣份夠長吧。綜觀鄭老師的一生，他是學生敬愛的好老師，為弟妹犧牲奉獻的好

兄長，在社會熱心誠懇的好朋友很多，他安貧樂道、高風亮節、飄逸灑脫、遺愛

人間，讓人無限懷念。」 

 

 

 

 

 

前國大代表  張春男 

 

「大家好，今天我們參加這個紀念會，是因為我們很懷念鄭老師。 

 

民國 40年讀國小時，在一次朝會中一起執行升旗，因而認識。鄭老師考上台中

一中，我比他晚進去，之後我們都一起通車，也包括林木柳老師、羅敏雄等。我

跟他的關係密切，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他台大畢業要去埔心初中教學前，有一晚，我們在員林公園講話講到半夜，就是

在討論將來的社會、政治等問題。他對我說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刻，他說：『現

在的社會這樣，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 Revolution(革命)。』他立志要做治國之

才，所以讀了很多書，知識學問很豐富，準備將來為社會貢獻。我們討論的結果，

認為可用喚起民眾的方式，使社會變好。之後我們常常討論這件事。在那個時代，

要是三個人常在一起談話，就可能被調查。要喚起民眾，唯一機會就是選舉，我

們就討論利用選舉來改變。我們也可能是第一個用錄音機來作選舉宣傳的人。我

出來選舉，很多正義的精神都來自鄭邦雄老師的影響。而他懷才不遇，把所有的



知識和精神傳授給學生，所以我覺得能被鄭老師教過的學生很幸運。 

 

鄭老師不只有才能，還有一個特點是他的修養、人品很好。大專生暑訓時，我跟

邦雄同一隊，常常遇不合理的訓練，及要絕對的服從。有次軍紀教育時，班長拿

出一枝筆問說：『這是什麼顏色？』大家看到筆是黑色，就回說：『黑色。』班長

說：『胡說！這明明是白色。目標前方大樹跑一圈。』大家就只好聽命跑步，常

來回好幾次，刁難我們。 

 

有一次邦雄跟一群人坐在那邊聊天，班長亂找名義罰他，而我等著看他會怎麼反

應，結果他被罰後，面不改色，也沒生氣，坐下來後。繼續跟人家講剛剛的話題，

就好像沒發生事情一樣。這一點當時真的讓我很佩服，原來人也可以這樣表現。 

 

鄭邦雄過的人生不是他想過的人生，他有很強的正義感，想為社會奮鬥，可惜懷

才不遇，時不我與，雖然過得委屈，但他用全部心力教學，也造福他教導的學生。」 

 

 

 

前國大代表  林勝利 

 

 

 

「各位好，我對他的稱呼很多，有時叫邦ㄟ、鄭老師，他很瀟灑隨興，不管怎麼

稱呼他，也是滿臉春風的對待人。認識他是因為政治的關係，我年輕的時候，受

到黃順興、張春男、翁金珠、劉峯松等這些人的影響，我也因而認識到鄭老師。

而他不管發什麼活動，都很成功。 

 

在藝術方面，也造就了地方上的風氣。他最讓我敬佩的地方，是當時白色恐怖戒

嚴時，他也不畏懼的幫張春男、劉峯松、翁金珠老師的宣傳車寫字，他的字很特

別，要學也學不來，國民黨的特務和細胞一定知道是他寫的，而他一點也不懼怕

洩漏身份，他寫在宣傳車、看板上的字體，有如千軍萬馬似的，非常有力，有鼓

舞台灣人的力量。他為台灣人奉獻自身的精神，我相信他走過的足跡，一定能活

在台灣人的心中；他一生都走自己想走的路，不落世俗，值得追思緬懷。」 

 

 

 

 

 

前台灣師大美術系教授  施並錫 



 

「在座都是在地重要的人文思想人士，跟鄭邦雄認識的，一定有人文思想、有素

養的人。我覺得鄭邦雄老師生不逢時，如果他晚一點出生，前年的太陽花，可能

不是林飛帆、陳為廷，應該會是鄭邦雄，也許還會帶他弟弟鄭邦鎮一起去。 

 

有一部電影叫《澳大利亞》，白人問原住民的小孩子：『你們的族群最重要的是什

麼？』他們回說：『以我酋長阿公為例，他最在意的是，這一生有沒有留下故事

讓人說。』 

 

而今日鄭邦雄老師留下了很多事，讓人口述以外；在座的人也會留下一部一部歷

史，像孔建國傳、翁金珠傳等等，在未來大家都能夠見得到。我覺得聰明的人一

定要走在時代的先鋒，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當代人看不慣跟不上的。鄭老師他走

在時代的先鋒，他太早出世了，我覺得他是員林中學裡面的大學教授。他講課從

不帶課本。我在民國五十幾年時，學校有兩個歷史老師，一個楊○○，一個叫鄭

邦雄；兩個都不帶課本；前一個是胡說八道、後一個是言之有物，兩個差別就在

這邊。鄭邦雄老師光是一個鴉片戰爭，可以從學期開始，講到學期終了，還在講

鴉片戰爭。中學老師不會這個樣子，因為中學老師一定會趕到第一、二、三月考，

按照課程標準來如期完成。所以有好幾次被女學生抗議，因為女生比較會計較分

數。在那時代只管分數，不管思想啟發，所以鄭老師真的生不逢時，早生了，天

才聖賢都是孤獨的。 

 

雖然我沒有受到他的教誨，但我旁敲側擊，聽到他人對他的印象是這個樣子。民

國 55年到我畢業的時候，他都穿白襯衫，我倒是沒看過他夏天穿黑衣服，真可

惜。而他都不喜歡繫衣服，走路搖搖晃晃，如仙風道骨，輕飄飄的，我覺得這個

人是很自由、很有思想的，果然認識後，了解他不僅有社會責任心、有想法，而

且非常聰明。在學校時，他與威權的教官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學生時代，大家都

很怕遇到教官，像遇到牛頭馬面一樣。鄭邦雄老師給我的啟發是間接的，有一次

聽到他跟一些學生說：『我們的中學歷史課本，半數以上是謊言。』在那個時代，

誠如楊祺宗老師說的，不可能講真話的。 

 

在民國 57 年，幾位南部的藝術家到員林地區跟鄭邦雄老師說：『你們員林真的是

文化沙漠，沒有文化素養、沒有像樣的電影院，也沒有畫展，充滿農業性格。』

鄭老師受不了激將法，潛能就發揮出來了。他找張煥彩老師等人，成立員青藝術

協會。張煥彩老師畫畫跟教學都是很厲害的，人也很可愛，我對他充滿感恩與尊

敬。在兩位老師的領導下，民國 57、58年於鎮公所二樓舉辦了畫展。老師很細

膩，知道很多細節，而張煥彩老師則號召了一些英才來參與此畫展、成立畫會。 

 

這個畫會，在民國 60 年初無疾而終，而我回來後，有鑑於此，就協助合法申請



成立員青畫會，我也因為畫畫與他們兩個結緣。鄭邦雄老師做的這些付出都從不

求回報，是個不折不扣的人文主義執行者。1964年諾貝爾文學的得主沙特說：『個

人如果能安貧樂道的執行人本主義，那這個人終將會得到崇高的敬仰和價值。』 

 

覺得這句話用到鄭邦雄老師、及各位在座的朋友的身上，都很恰當。以銅為鏡，

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他是歷史老師，

今天這個地方，代表了一個台灣人的歷史價值及歷史意涵，像座明燈、引領了我

們要建構我們的歷史的意志，他的往生，也提醒我們不要忘了自己的歷史。他是

很獨派的，很堅持台灣的，不曾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藉由他的教學來當媒介，

推銷自己的理想。 

 

鄭老師那句話：『我們學校歷史教科書，有一半都是謊言。』這句話影響了我，

讓我有企圖去研究台灣的歷史，更有宏願的去建構台灣的歷史影像。而這麼好的

人，從此就消失在員林這塊淨土上，但願他的精神長存，但願他在某個地方能再

來啟發我們同仁、啟發我們的下一代，謝謝各位。」 

 

 

 

員林棋社代表  陳焜松老師 

 

「大家好。其實我差邦雄老師十幾歲，但我們因為下棋而認識，知道他的人很正

義、為弱勢發聲，我很佩服他。有次我們在棋友社外面邊抽菸邊閒聊到邦雄的弟

弟邦鎮，當時要選總統，我有幫他聯署。我們那支菸抽完後，我們變成很好的朋

友。之後我們大概一個禮拜見兩次面，常常一起抽菸聊天。他有次跌倒，撞到眼

角，一直流血，影響到視力，不太能看字。而劉老師幫他寫回憶錄，卻不太能幫

忙校正、修正，真的好可惜。」 

 

 

 

 

 

彰師大教授  周益忠 

 

「各位前輩、家屬好，我今天很榮幸，能在這裡聽各位前輩講故事，也分享鄭老

師的事情，我跟鄭老師以前是社區大學的同事。 

 

1999年，當年我在彰師大當教授，也在社區大學當老師，後來還擔任主任一職，

因而認識鄭老師。他上課時都用左手寫字，看著他繪畫台灣，把地圖畫成一條鯨



魚像一艘大船航向世界，真的覺得他不簡單。說到以前社區大學是以前教育有放

牛班、升學班，大部分的人很少有機會能升學，人民的生活也比較辛苦，因而失

學了。黃武雄教授等前輩，為了提升民眾的生活知能與智慧，創辦了社區大學。

而員林的社區大學也在彰化綠協的努力下成立，是全台第四間的，真的很不容易。 

 

雖然上文史課的學生不多，但是社區大學卻很有理想、堅持開課。鄭老師的精神，

不管在員林高中也好、社區大學也好，都能傳播他的理念，不斷的累積民主意識

與進步觀念的能量，很有意義。離開社區大學後，多年不見鄭老師，很感謝趙宗

宋老師開畫展，請鄭老師來，又才跟鄭老師聯繫。 

 

近兩年好幾次去載他參加各種活動，聽他講分享家庭的事情；他是鄭邦鎮教授的

大哥，也真的很有大哥的風範。台灣民主經歷多年，不分藍、綠融合五彩繽紛，

這才是翡翠的顏色。鄭老師他有藍色的工作經驗，也有綠色的思想，藍綠若能融

合一起將是台灣之福，盼望鄭老師在天之靈能帶領台灣這鯨魚、這艘船，向前行，

航向美麗新世界。」 

 

 

 

前員林高中人事主任  陳昭 

 

「我認識鄭老師時，是少棒在實況轉播的時候，當時鄭老師、林松源老師、林勝

憲老師、林木柳老師，還有一些老師忘記名字了，都會到林木柳老師那邊看電視，

看到半夜兩三點，旁邊有豆腐店，我太太會去煮麵線、切蒜絲、拌豬油，當點心

吃，我們都吃得很開心；看少棒打贏，台灣當時真的很光榮。 

 

過了一陣子，我被派到員中，主任告訴我，有一位老師退休金都不領，他很困擾，

到最後查到是鄭邦雄老師。怎麼會有人不願意領呢？我就去找鄭老師的太太，她

以前在彰商教書，我也曾在那裏教過吉他。而他太太是做訓育組長，我就打電話

過去，後來跟他約時間碰面，見了面我問他：『為什麼錢放在台灣銀行不去領？』

他回答：『我不知道怎麼辦理！』我覺得很慚愧，辦人事的人，真的要多付點心

力，有些老師很會教書，但是很多生活上的細節，卻忽略了。他不是不要這些錢，

他很需要，非常非常的需要。我跟鄭老師講要準備什麼東西，帶去哪裡辦理，然

後就可以領這些錢。我記得這筆錢應該不算少，對他是一種意外的所得，對他幫

助很大。 

 

我知道鄭老師很愛抽菸，他去我家，我孩子就會反應：『老師您不要抽菸，我在

樓上都會聞到，很不舒服。』他聽到就嚇到，之後都跑外面抽菸。我在服務人事

的這段時間，唯一能幫助鄭老師的只有這件事。而要我回憶，真的是完全空白。」 



 

 

 

好友代表  邱創權老師 

 

「大家好，我跟鄭老師是一起吃飯聊天的朋友，我要講的大概都是芝麻小事。邦

雄兄過世的前 6天我們才一起去送林木柳老師（按：指林老師告別式）。 

 

回想 921大地震以後，我們三個人常在我家樟樹下聊天，從下午兩點多聊到九點

多。回憶小時候夢想長大有錢要把“扣仔嗲”吃到飽，聊到對世界局勢的看法。

我們都是 1939己卯年出生的，是小兔子，好友走了，今天站在這裏，有點孤零

零的淒涼感覺！ 

 

今天感觸最深的，可能是弟妹們。邦雄兄大學一畢業即回到埔心國中，再到員林

高中，下課後兼家教，深夜刻鋼版，為了弟妹的學費拼命，讓自己像五十年代的

計程車一樣，日夜奔馳。過勞了，20幾年來只能靠藥物與病魔和平共存。 

 

1999邦鎮當選黨主席，我們虧他，建國黨鄭邦鎮如果真的「鄭邦‐建國」，老兄是

大王爺，怎麼消遣。他攤攤手，答非所問，神釆飛揚的説：［咱爸常説：「國有宰

相，家有長男。」照顧弟妹，我盡力了。］這是邦雄兄一生最大的安慰。弟妺們！

大哥走了，你們覺得呢？ 

 

另一個群體，應該是學生們。4月 21日美國天剛亮，他的學生陳志勲來電話，

說接到老師在台灣時間上午 10點去世的消息，語帶悲傷。畢業幾十年的學生們

散居各地，能這樣關心老師，難能可貴。同學們常常説老師上課有獨特的媚力，

淵博的學識，精彩的表達，條理清晰，簡約有力的結論，聽得有趣，容易懂，容

易記。尤其是歷史課，人、事、時、地、物，不論橫向的現狀與互動的發展，或

縱向的脈動趨勢與突發狀況的影響，都能精闢的解說，有如 50年代的電影廣告：

新藝綜合體，保證精彩。我的大兒子也是邦雄老師的學生，他說：聽老師的課如

沐春風，旁敲側擊，豁然貫通，老師替學生開導了學習的康莊大道。 

 

二十幾年來，我們常在員林小吃店用晚餐，偶遇他的學生，常被暗中結帳。我們

虧他是孔老夫子的信徒：「束脩以上，有教無類。」他瀟灑的攤攤手：「常吃學生

的，有點不好意思！」這就是鄭邦雄。同學們！老師走了，你們的翅膀也硬了，

各自高飛吧！ 

 

在座的親戚、同事、同學、朋友，我們都知道邦雄小時候會讀書、會考試，超越

了滿分的追求，操場大考，考卷交第一，挺胸走出考場的模樣，帥勁十足。平時



喜歡閱讀，知識給智慧加了養分。喜歡圍棋，邏輯推演訓練了分析歸納能力，圍

地謀略豐富了大戰略思維。和他在一起，溫和、細膩、不多話，小事從不投否決

票，也是一個好聽眾。有問題請教，他就不客氣了。歷史題他會鑑古知今，察今

知後，包君滿意。問他諸子百家，他可以講個沒完沒了，也可以短時間作簡答。

問 ISIS 何去何從？他會從十字軍東征，講到美國石油公司長期操控阿拉伯油井，

美國政府利用遜尼派對抗十葉派，製造分裂。阿拉伯民族長期被壓抑，伊斯蘭教

長期被歧視，塔里班之後，ISIS 是本世紀的大難題。他能解惑，是良師益友，他

走了，我們自求多福吧！ 

 

再談談邦雄兄老來知天命嗎？幾年前我們談到林木柳老師好不了，從此他的書房

小黒版，多了莊子的「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

之舟。」表面上是勉勵自己要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我覺得不對勁，不符合他

的個性。應該是「巧者啊！勞累了！智者啊！憂過了！該解開束縛，泛舟遨遊。」

果不然！好友剛走，緊追去了！現在他也許來了，正在現場扮蝴蝶飛舞，不知自

己變蝴蝶，還是蝴蝶變自己。也許他正在揮手，他將坐大鯤游四海，乘大鵬翱翔

寰宇。我們祝福他一路好走！ 

 

莊子説：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但是我們希望他有傳人，他博覧群書，

除了博聞強記，有兩套特別讀書法。其一是同類書對照讀，如讀斷代史，同時代

各類史集交义研究，資料完整，尋求全盤貫通。其二，不相關或立論相反的書交

义讀，訓練對新論點的快速反應，在腦海裏激盪出創意的火花。前者符合最近流

行的 BIGDATA研究，後者是人腦與智慧電腦競爭的希望，也是佛家的高境界修養

‐頓悟。期待在座有大智慧者出現，繼續為我們排憂解惑！ 

 

今天老友結伴走了，心裏寂寞，話多了，十分抱歉！」 

 

 

 

員林學生代表  張嘉政 

 

「大家好，我是鄭老師的初中最後一屆學生，所以我們很有榮幸陪鄭老師六年時

間，鄭老師當時是所謂的人氣王。老師有很多種，他是學生很喜歡親近的一種，

大家都很期待他的課，上他的課真的很高興，也很有啟發性。 

 

像他在出歷史題目時，都會出交叉年代的題目，所以歷史要考好，一定要融會貫

通。 

 

我覺得很可惜，剛剛大家都提到他家庭壓力比較大，年輕時，做了很多事補貼家



用，其實這個實際需求外，最主要的是觀念，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的觀念

裡面，他覺得睡八個小時太浪費了，一天可以提二、四個小時出來，能應用的時

間就更多了。所以說鄭老師活了七十八歲，但事實上活了一百歲，他做的事情很

多。他如能好好養生照顧自己的話，他能活得更久，能帶給更多人歡笑。今天時

間的關係，我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員青藝術協會前理事長  趙宗宋 

 

「當時翁縣長任期中，員青美展重新恢復，在藝術館風華再現時，當時鄭老師拿

起麥克風：『我很不開心…。』  當下我們就知道鄭老師又要搞笑了。他說：『我

很不歡喜，但我很爽。』(台語) 

 

我是鄭老師的學生，能當他學生真的很榮幸，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老師。我很難

過，在四月二十那晚，我晚上有夢到鄭老師。 

 

四月初二，我在藝術館展覽，四月初十，我們一起出席一場新書發表會。老師不

良於行，我們拜託周教授來開車載我們。他也很希望我們員青能永久發展。明年

五十周年，也申請國際展覽。在這裡也跟大家說，之後也想辦鄭邦雄名義的寫生

比賽。謝謝大家」 

 

 

 

獻詩  學生邱創一 

 

「老師要走的前幾晚，我睡不著，突然靈感來，就寫了這些詩。 

 

『高山吾師： 

 

出日邦族書生學霸驚濤杏林， 

 

入台雄材手談煙斗諳知內員。 

 

深山弟子』 

 

出日邦族就是指邦雄老師是日本出世，驚濤杏林指老師授課的東西都影響學生一

輩子 



 

入台指回到台灣，煙斗指邦雄老師愛抽菸。開頭及後面的字為出入員林、一、二

行的第三個字指邦雄。邦雄老師能留在員林，真的是員林人的榮幸。」 

 

 

 

家屬代表致謝辭  鄭邦鎮 

 

「非常感謝。鄭邦雄的故事，簡單講，像有一齣電影叫「灣生回家」。雖然他在

日本出生，在日本出生叫日生、在台灣出生叫灣生。台灣人、日本人都一樣，而

日本人在台灣的灣生，回去日本，很想念台灣，思思念念想回到台灣這個故鄉。

邦雄的故事簡單講就像灣生回家。這個灣生的灣改成員林的員，像同音員生回家。 

 

在兄弟姊妹中，我受到邦雄的栽培和照顧最多，今日我應該代表兄弟姊向大家說

聲謝謝。不過剛剛員中的人事主任陳主任，他說幸好有他幫忙，領到退休金，減

少一些負擔，但其實沒有，因為那條錢拿不到，真的要負擔的人是楊祺宗、張春

男、林木柳。我大哥每個學期，都去跟人家借錢，來付我們兄弟姊妹的學費，而

學期尾再慢慢還，還到快完，新學期又來。所以陳主任您解除的壓力是他們那邊。 

 

施並錫老師，剛剛講的話也沒有很正確，他說我要請他當副總統，他就是因為不

答應，所以全台灣的人都在罵你，就欠一咖嘛。總統這局，彰化人不漏氣，但他

猶豫。其實施並錫老師跟我是同學，施老師的爸爸施議銘，是我小學的美術老師。

張煥彩老師是我要考大學美術科，邦雄特別帶我去張煥彩老師他家補習水彩和素

描。其實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畫圖，都是施議銘老師帶我們去員林國小、去彰化八

卦山各地比賽，講下去都沒完沒了。 

 

(介紹在場家屬)今天邦雄的家屬，邦雄本人我也相信他在這裡，我們兄弟五人都

是阿邦，來現場有三個阿邦，第四個阿邦長年臥病在床，第五個阿邦沒現身，但

可能在我們身邊聽我們如何懷念他(指邦雄)。這是我的雙胞胎弟弟三弟、四弟、

邦家及他太太，五弟及太太，他太太是埔心人，所以聽到埔心國中怎樣，她都同

意啦。三姊麗貞及姊夫，台中縣政府退休，四妹麗文、五妹麗紅、七妹麗彬及姊

夫。我的妹妹有三個都念員中和埔心國中，都是邦雄的學生。現在有兩個都在教

日文。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這個場合竟然可以由劉館長和我的長官翁金珠老師來主持，

我非常感謝和榮幸。而今天很謝謝有八個單位一起協助主辦，也要感謝員林救國

團育樂中心，提供這麼好的場所；這場所很奇怪，剛剛好坐到客滿，也沒人站著，

真的很不簡單。我再三地感謝。 



 

今日除了剛剛聽到主辦單位，也聽到在座的朋友講出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故事，我

也不知道邦雄和春男以前在公園在講什麼。 

 

邦雄那時候以前跟我講 revolution，我現在還記得。我當時讀初中，他跟我說：『要

認真讀書，以後長大才能 revolution。』手才在轉，還不知道那是什麼，去查字

典才知道那是革命。他交代我要準備就對了。我以前到現在都睡硬板，就是等有

一天被 call去時，也不會像阿扁那樣痛苦。老骨釘(硬)康康，老皮勿會過風。(台

語)不過革命未成功，那判刑最重的應該要判春男。 

 

因為人家說陳進興被人判死刑槍決，被關在十八層地獄，是最深的那層，有天聽

到好像下面還有人，他就摳摳，問說：『有人嗎？』  下面的回說：『有啊！』  他

問：『你是什麼人？』下面回說：『我丟四您老師啦！』(台語) 

 

老師教學生教不好，罪更重。 

 

所以我革命如果成功，也是要感謝張春男老師，這位老大哥；如果沒成功我被抓

起來打，他要被打得更大力。 

 

對胡英錟同學，我非常的感動，邦雄每天都在講胡英錟、陳守復，說這班學生，

他得意的弟子。蘇東坡的爸爸，有人對他說：你很可惜，你兩個兒子都考上進士，

你沒有中！  他老爸說：世間最歡喜的代誌，有兩個孩子都考到進士，自己不用

考。 

 

鄭邦雄老師最大的樂趣和成就感，都來自這些學生，我也是他的信徒，我也了解

他平常在講些什麼。林木柳老師的女兒林芳儀，他傳 Line 跟我說，胡英錟要捐

獎學金給埔心國中，我除了感動也很贊成。 

 

他 revolution的革命精神，也不只在政治上、建國的路上，在細微的工作也很注

重，他生活上的是非黑白，要選總統的時候，黑的白的都要幫我連署多一點票，

要把阿扁逼退下來。但邦雄和我討論這些事情，很清楚，不符邏輯，這不是政治

的原理，不能讓他們得逞，我們甘願連署沒通過，沒通過施並錫整個放心下來。

這個中間有很多事情，我競選台中市長，為了要建一個首都台中，所以要競選台

中市長，建國黨也只有派一個出來，那的時候我跟邦雄討論，明天要投票，我們

就先結帳，公布競選經費，因為我們小黨都是向別人募款來的，從哪裡來從哪裡

去，交代得清清楚楚；不是選後才公布，要選前公布。這款ㄟ精神都屬於革命的

精神，這比柯Ｐ還柯Ｐ，很早就有不一樣的作風。 

 



邦雄如果有在這裡聽，不只有人誇獎他，也有人罵他，他也有存款 18%啦。 

 

邦雄他不是很愛乾淨，大嫂有嫌棄過，他邋邋遢遢。而他的日文都差不多忘記了，

所以都是妹妹在教日文。 

 

還有一件事，他騎摩托車都是無照駕駛，我有跟他說，但他都覺得無所謂，有問

他：『怎麼都沒被抓？』他說：『黑阿，丟安內阿。』 

 

  之後他就沒騎車了，我問他說：『為什麼不騎了？』他說：『右手壞了，不能催

油門了。』 

 

今天我剛剛聽到員青趙先生，他去史明新書發表會。我在整理邦雄的東西時，有

看到史明的新出版、有簽名，他就有參加這個發表會。史明在約在十天前左右，

有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三大本，他說缺六十萬，要買一台宣傳車。我說這條我負

責，我不是有錢能幫忙，我是要拿書來義賣，因為是義賣，所以賣得比較貴，我

分出去後，再把錢收回來，史明中部的那台宣傳車，也是用這方法。 

 

我讀大學時，我大哥跟我交代說:『大學是開放的空間，要無限的發展你自己，

精神要貴族，物質要平民。』意思是不要流於俗氣，物質要平凡、舒適，曲肱而

枕之，飽食而遨遊，若泛不繫之舟的精神。我也有得到他的提醒。 

 

非常感謝劉峯松老師，作為一個老朋友和一個長輩，竟然在偶然的之間，變成了

必然，幫邦雄老師作口述史，真的很難得的事情。 

 

在我們兄弟中，常常在想記錄的事情，但是也想過，我們也是普通人，我們有什

麼給人家參考的地方嗎？芸芸眾生，我們都是平凡人。但是劉峯松老師慧眼有注

意到這一點，我每次看劉老師寫的文章，每次看一次，就哭一次。邦雄以前到台

中一中讀書，家裡沒什麼米吃，煮好的一鍋粥，家裡先舀起來給他當便當，那一

鍋只剩番薯籤、番薯葉，這麼多兄弟姊妹都要吃這一鍋，他說他欠兄弟姊妹一輩

子。所以這樣的大哥，如果沒人寫起，一切化作風。但是劉老師花了一年去採訪，

聽邦雄口述。劉老師說他想集 365 篇，我也一定幫他集到，挺他挺到底。 

 

而劉老師寫到，我們員林車站旁自己蓋的房子是違章建築，被人拆房子的當下，

邦雄不在家，我親眼看到，是很悲壯的故事。拆的過程，我現在還是很難過，我

媽叫我爸出去，不要在現場，不然看到自己的房子被拆，對一個男人打擊會很大。 

 

所以我一定幫劉老師補充，劉老師已寫了世間唯一的版本，已經完成很大的架

構。尤其今天這裡有一本邦雄的年表，也是劉老師從口述史分出來的。再三表示



感謝。 

 

而今天發言紀錄，我和劉老師的心情一樣，很珍惜和感謝，如果能用這些記錄，

將來經過劉老師的採用，說不定能再寫出很多懷念的文字故事。或者還有一些舊

的照片，也能豐富這本書。而邦雄的藏書，我們也決定全數捐給半線文教基金會

（按：已存放於員林市大仁南街 156號「台灣文化資料中心」），是我們最大的安

慰，而之後我的書也是要捐給半線。 

 

再來是棋社要辦邦雄盃的棋賽，我能幫忙提供棋賽的最高品質的賽具，如果要辦

比賽，有二十幾塊棋桌能借，我可以負責當橋樑，這以後搞不好能成為風氣。 

 

最後我要跟大家道謝，林木柳老師作為邦雄要好的朋友，他們差不多時間離開世

間，林木柳的女兒林芳儀博士，特別跟我說，她一定要幫邦雄做些什麼事情。所

以林芳儀博士很用心的把邦雄的兒子拿出來的照片編成了一個短片，非常用心，

而裡面短片的配樂為『念故鄉』，德佛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曲裡的主旋律，那是美

國黑人民歌。黑人在受盡壓迫的情況下，很想回家，他 going home 的意思，還

不只是搬回我的故鄉，而是世界紅塵當中，假使我們都過得很難過，那我們還有

個願望，願望我們還能夠回到天上的家。用這一首歌當配樂，也符合邦雄的意思，

每次邦雄讀中學回家，他都在教我們兄弟姊妹唱，我願再回我故鄉、念故鄉。大

概都是唱世界名曲，平常很少唱流行歌曲。 

 

我很感謝林芳儀博士很用心製作的短片。 

 

也再次感謝大家。」 

 

 

 

散會 

 

 

信函  楊玉君 

 

永懷師恩：紀念鄭邦雄老師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     

我 71年入員林高中的時，就知影學校有一位真心適的歷史教師叫做鄭邦

雄，聽講伊真有學問、上課閣足趣味，毋過伊無愛教查某班，所以我一直足欣羨

會當乎伊教著的班。若像對高二的熱天開始，阮即班的歷史有夠好運，竟然排乎

鄭老師教。聽著即个消息的彼當時，我有夠歡喜，感覺來這个學校讀冊有價值矣。



會使講我猶袂上過鄭老師的課，就已經是伊的「粉絲」矣。老師上課有影足趣味，

見擺若是拄著有歷史課的時，我攏精神特別好。有時仔上課講著好笑的代誌，阮

佇台下笑 kah強欲袂喘氣，老師的喙猶原合咧，干焦用目睭微微仔笑，伊智慧的

眼神足迷人。     

過兩冬，換阮妹妹楊文黛嘛乎老師教著，閣佮老師的外甥女張惠君仝班。彼

陣，阮兜蹛佇水廠後面。定定佇放學的時，看著老師騎オートバイ載張惠君返去

怹租厝的所在。     

佇教室內底，我受著老師足濟的啟發。若是欲叫我具體指出是佗一項，實在

嘛講袂出來，毋過，老師的學問佮對社會國家的關懷，表現佇伊的身教，真正是

會乎人感動、反省。老師毋但有學問，閣認真。我注意過伊定定佇下課抑是監考

的時，會提家已的冊出來看，絕對無浪費時間。佇彼个為著聯考讀冊的苦悶時代，

老師的博學乎阮感覺，有一个思想自由的境界，是用知識疊做的磚仔，愈疊愈懸

就會當到位的所在。     

高三欲拚聯考考大學的時，我照老師教的複習方法，買八開的製圖紙來畫格

仔，一個月用一張，佇頂面將高中三年的教材照順序排落去，才照頂面的進度來

複習。一個月將所有的教材複習一遍。就安呢，我順順仔讀冊，毋驚漏勾，嘛袂

過頭緊張。彼年的聯考，我的國文、英文、歷史分數攏算懸，捌聽英文老師趙玉

珠（伊的辦公室座位佇鄭老師的對面）講，聯考成績出來了後，伊提我的英文懸

分共鄭老師「展」，鄭老師微微仔笑，講「人阮的歷史嘛考了袂䆀啊」。這就是老

師教阮的疊知識磚仔个方法，彼真正是有威力的。     

畢業了，我離開員林繼續讀冊，等到我閣再佮老師聯絡著，已經是二十年後，

我開始教冊的時陣矣。因為感念老師，探聽著伊定定去佇棋社，有一工我就走去

揣伊。     

 

想袂到老師猶會記得我！伊會記得我是佮伊的導師班仝屆。彼陣伊蹛佇菜巿

仔底棋社的樓頂，伊的桌頂滿滿攏是冊佮菸屎。我足驚菸味，鼻久會頭痛，為著

欲佮老師開講，攏愛忍耐。其實老師點一支菸，欶（suh）較無兩、三喙就共菸

頭熄去，伊講伊只是慣習共菸夾佇指頭仔之間，看菸煙一直熗。彼陣，伊夾菸的

指頭仔已經扳袂直，伊的聲音嘛比起以早較細聲、較無氣力矣。毋過只要一提起

某一个埔心初中抑是員林高中的學生，老師的目睭就發光，歸仙人攏精神起來。

伊就會講彼个人是佗一年畢業、伊合誰誰誰仝班抑是仝屆。老師的頭殼內底若像

有幾十本畢業紀念冊仝款，一清二楚。有時仔伊會提筆，用伊已經無真扭掠的手，

一筆一筆沓沓仔共人名寫乎我看。     

有一年，是放春假的時去揣老師，講起我足愛吃潤餅。老師講伊細漢拄仔返

來台灣的時，怹阿公提潤餅欲乎伊吃，老師叫是潤餅皮是衛生紙作的，就搖頭講

彼：「臭い（くさい）」，毋吃。閣有一擺我聽老師講起另外一件伊細漢的時的代

誌，真有畫面，彼陣無錄音，毋過我有寫落來。     

我佇日本出生，五歲的時返來到台灣，蹛佇淡水附近。彼陣空襲警報若吼起



來，阮攏愛匿入去防空壕。阮媽媽𤆬兩个妹妹，沒時間管我。我就會烏白走。袂

記得毋知是我去防空壕的門口，抑是對潛望鏡內底看著的。彼陣美軍的 B‐29轟

炸機來炸台北。但是炸彈煞擲落去淡水河，拄好後壁的建築火燒厝，我看著炸彈

激出來的水去乎火映佮攏變作紅色的。     

有一暫仔，老師共喙鬚留佮長長，夯一支柺仔，親像一位隱居山中的老先覺，

彼陣伊的行動已經不便矣。閣來幾若年，我的研究教學足無閒，我真久無去看伊。

有一擺過年寄卡片乎伊，老師隨敲電話來約我見面。彼年是蔡英文第一擺出來競

選總統，老師講，蔡英文若是選著，伊就欲辦五十桌請逐家吃飯。彼擺，選舉的

結果乎人失望。今年，好佳哉，老師過身進前有看著蔡英文成做台灣的第一个女

總統。毋過，伊辦五十桌的心願已經無機會完成矣。     

老師過身遐爾仔突然，乎我足後悔最近幾冬無較捷去看伊。六月初三彼工參

加老師的追思會的時，因為我彼工有課所以遲到，而且已經有遐爾濟人登記發

言，時間嘛已經超過，所以我無起來講話。毋過，我佇台下，一直流目屎，想著

攏無半个查某學生來紀念老師，實在真遺憾。     

我真希望老師會當知影：會當乎你教過歷史是我的光榮，因為我是你的學生，我

教冊嘛絕對無乎你漏氣。我欲佮你仝款作一个會乎人尊敬、懷念的老師，這就是

我紀念你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