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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音  
君是東海人，當知東海事---《東海校園建築步道》讀後有感 

特藏組  謝鶯興 

「君自故鄉來，當知故鄉事。來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一首大家

耳熟能詳的詩句 (唐‧王維<雜詩>)。也是身處東海已屆二十年頭的人，經常

會被問到的問題：你從東海來，應知東海事。趨駕前來時，景物依舊否？

由於當初留校服務者，最高曾有六、七人之多，在剛畢業的前十年間，同

學們經常三五成群的回校探訪師長；也幾乎年年都在學校辦同學會，藉以

回味大學生活的種種。每次見面，大家所關心的話題，除了各人的事業與

家庭外，往往都圍繞在學校的變化，以及師長們的更替。人始終不能留住

自己想要的部份，對於東海的人事與景物，也都有轉變的太快，仍然無法

忘懷學生時期的情景，不能適應時代轉變的感嘆。要如何地抓住你我共同

擁有的回憶，也成為彼此關心的焦點。 

當初我們曾編製《畫說東海生活--東海漫畫選》(民國 89 年暑假 )，是彙

聚早期畢業紀念冊中的插圖，並商請中研所幾位校友(也正在攻讀博士學位 )

以在校者的角度，就那些插圖中的景物重新加以詮釋。鐘明彥、董恕明與

李皇誼三人分別提出或可將這些素材重新組合，透過類似「東海遊覽圖」

或「大富翁」的編排模式，將東海的著名景點逐一介紹，希望：未到過者

可以「按圖索驥」的「指」遊東海，揭開東海神秘面紗，建構他們對東海

的第一印象；老東海們可以「據點逐夢」的「神」回東海，使在校生活的

點點滴滴如泉湧而出，能串起你我之間共同的回憶。可惜的是他們三位都

在忙著各自的學業與論文，尚無暇顧及於此，以致事未能果行。 

孰知我們從未透露的小小願望，二年後(91 年 5 月 )，相當幸運地，因

張志遠與東海大學校園解說員社資深社員們的共同努力，和貓頭鷹出版社

合作的《東海校園建築步道》順利出版問世，從該書所呈現的內容裡，看

到人同此心，心同此理的共通點：「身為東海人，當知東海事」的念頭---如

何將東海最好的一面，透過一條軸線，貫串起東海的各個景點，使其有系

統地呈現在眾人面前，讀者可以毫無拘束地，隨時隨地的依圖導覽，享受

「紙」遊東海的樂趣。我們雖曾有心栽花，可惜花尚未開；而校園解說員

社的勤於任事，如今柳已成蔭，想要揭開東海原始面貌者，可以此書為入

門磚，翱遊於其中，此一作為，可說是造福世人，不論他是東海人，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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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人。 

《東海校園建築步道》是以約農路為軸線，起始於校門口，橫亙左右

兩側的宿舍與教學區、教堂與學生作息活動區，落腳於康敦樓 (校長公館 )，

選擇了十六個景點，著重於建築主體與其歷史背景，所建構出來的校園畫

面，透過「步道導覽圖」，頗能具體而微的呈現其編纂的用心。 

大概很少人有我這種可以利用工讀的機會，在四年之中幾幾乎走遍了

全校的教學區、行政區與宿舍區。當時雖處在洞天福地，卻「只緣身在此

山中」，僅是矇矇矓矓地注意到：廣大舒適的草坪，春天裡男生宿舍的杜鵑

花與視聽大樓羊蹄甲盛開的景色---「數大就是美」，夏季約農路、大學路兩

側的鳳凰花與相思樹花開的美景，深秋銘賢堂楓香樹的轉紅，寒風颯颯中

運動場黃沙四起的酷冬，以及濃霧時節，文理大道矇矓的燈色。渾然遺忘

了以人為主體的校園，和景物共存的建築，以及歷來師長為打造東海所曾

經付出的心血。 

原先對於每逢週會、舞會或畢業典禮都是人車擁塞的校門口，總有為

什麼不蓋大一點？周遭的空間為什麼不留多一些？以方便人車進出的疑

惑，早先竟然是個沒有門的校門，當然就沒有所謂的擁不擁擠的問題。 

昔日滾滾「南」流水的約農河，帶來多少東海人的理想，孰知原是日

本人用來溉灌大肚山蔗田的溝圳---大社支線，也難怪初進東海之際，現今

種滿牧草的牧場，本是一片廣大的甘蔗田，而蔗田中仍依稀可見到台糖小

火車鐵道的軌跡；鳳凰木夾道成行，具有綠色隧道之冬暖夏涼效果的約農

路，原來是在民國 62 年加以命名的，是用來紀念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對東

海的開創及貢獻。 

曾經作為全校舉辦大型活動(如耶誕舞會、畢業典禮、校長宴請畢業生

等 )使用，上下兩層樓的碩大體育館，曾在其一隅來回走動，以協助背誦英

文的地點，也因工讀的緣故，經常穿梭其間，對於它何以隱藏在大片的濕

地松林，建築主體為什麼深陷地面，總覺得體育館下層的採光與通風不甚

理想，誰知這是建築師刻意的利用地勢，將地基下挖，並透過植栽與斜屋

頂等手法使它在視覺上變小。 

至於人人稱羨的文理大道與路思義教堂，由於平日人群的來來往往，未

曾留意到它們竟然是不在同一軸線的動線上---東海人往來於教學、宿舍、郵

局及信箱間的樞紐，分別代表著無限延伸的意象及上帝與人最接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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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人與建築、宗教與心靈寄託的橋梁。而路思義教堂、畢律斯鐘樓與銘

賢堂的背後，又隱藏著少為人知的傳教士們奉獻、服務的熱忱和精神呢？ 

讀罷是書，不禁掩卷喟嘆，若有所悟的識得「盧山」真面目，方知二

十年來活動於其中的東海校園，個人所認識的僅僅侷促於一隅，真的可以

用「坐井窺天」這句話來形容，略知其皮毛而已矣。(按，此文部份已刊登

於 91 年 6 月 15 日《東海大學校訊》第 48 期 ) 

 
夏天談食補 

志工  賴曉萱 

端就時節進補的風氣來看，食補的觀念早就融入民眾的生活之中。但

仔細觀察之後發現，有些觀念仍然是似是而非，不正確的。我希望將我所

知道的概念，用淺顯易懂的文字表達出來。因為只要掌握到幾個大原則，

並確實理解食補的基本觀念，應該就不會有太離譜的差錯。  

所謂的「牽一髮而動全身」，應該是對人體各系統所下的最佳註解。人

體能夠正常的運作，是靠著各種系統互相配合的結果。因此只要其中一個

系統出了毛病，其它的系統必定會受到影響。這種各系統互相協調、配合

的機制就是中醫所說的五行相生相剋的道理。 

擁有良好的消化系統，是獲得健康長壽身體的基本條件。這是因為人

體必需靠消化系統所提供的養份才能夠運作。萬一消化系統沒辦法好好地

消化、吸收食物中的營養，人體中各種系統的運作功能都會下降。如果免

疫系統的功能下降，人沒有足夠的免疫力，就容易生病。AIDS(後天免疫不全

症候群)的患者就是這種情形。若是排泄系統的功能下降，人體的廢物不能及

時排出，就會產生毒素來毒害身體的細胞，也就產生老化的現象。我們看古

書中對長壽的奇人都有「色如孺子，鬚髮如漆」的共通點，原因即在此。 

普通人的消化系統功能都差不多，但要如何擁有良好的消化系統？只

要在飲食習慣上注意：1.不吃冰冷的食物；2.飲食定時、定量；3.避免食用

刺激性強的食物；4.少吃屬性寒涼的食物。做到這四點，消化系統就能比一

般人來得好了。 

這其中又以不吃冰冷的食物最重要，也最為大家所忽視。大家都知道，

人是恆溫動物，一但有冰冷的食物進入胃裡，胃的溫度會立刻下降，胃壁

的血管也會跟著收縮。這時，我們的身體就得用更多的熱能把胃的溫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