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文亮教授專訪─帶著使命的教育實踐家】 

推開大門，映入眼簾的是層架的書籍及木質的桌椅，明亮的採光、寬敞的空

間，伴著外頭傳來此起彼落的蟬鳴聲，清幽、舒適的氛圍不言而喻，裡頭除了書

香，更有咖啡香，彷彿進入到微型圖書館，亦或是文青咖啡廳。張文亮教授帶著

爽朗的笑容，領著我們進入他精彩的斜槓人生。 

1989年暑假，已在美國工作的張文亮教授，受臺大的邀請回臺任教，然而，

當時的張教授雖以成為一名老師為夢想，但他認為這個夢已醒，但因著師母的鼓

勵：「成為一個老師應該是你的使命，回去了就會知道使命與夢想的差別」，便帶

著使命回臺任教，正式開啟張文亮教授對教育的使命感。即使於任教的過程中，

遇到了不少的「挑戰」，我們以為所謂的「挑戰」是打擊老師對教育與傳授知識

的信念，其實不然，那些「挑戰」是為政治目的、利益誘惑等，但這些都不是張

教授的使命，因此全都予以婉拒，張教授只願做個追求真理的科學家與教育家，

而學生是他最好的財富，而他則是學生的第二個爸爸，更是捍衛整著中華民國社

會良心的最後一道陣線。 

談及系上發展最大的轉變，張文亮教授認為王如意教授擔任系主任時期，開

始規定新聘教師必須擁有博士學位，這樣的堅持是對系上未來發展最大且最好的

轉捩點，一直影響至今。張教授很肯定地說道，王如意教授為生工系這半個世紀

以來最重要的一位老師之一。張教授回想在系上任教時，從農工轉型為生工初期，

生物及化學的比重加深，尤其是生物，因此「生態工程」便成為了系上的特色，

而張教授一進系上即開始教授生物課程，擔任了第一位開授「生態工程」的老師，

每年修課學生眾多且來自各系，並且開啟生工系學生對生物與化學專業知識的學

習路程。此外，張文亮教授也是第 1屆臺大生態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且擔任了 7

年，接了許多與生態工程有關的計畫。張教授始終抱持著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態度

執行研究計畫，堅守原則、保持超然，更以培養後進的老師為目的。 

張文亮教授談到生工系的未來，直言未來會是「斜槓時代」，時代改變很快，

鼓勵學生成為管理者，而管理者來自於某個領域的專家，但若只是一個領域的專



家，恐怕很快會被淘汰。在生工系就讀，看似讀了很多不同的東西，但只要認真

學習，將可能成為優點，因此，在生工系多元的專業訓練下，能夠培養出用多元

角度看事情的學生，很適合成為未來的「斜槓人才」。張文亮教授以自身經歷分

享，不論是在大學修過不少跨領域的專業，在臺大任教期間也在不同科系及通識

課程授課，張教授笑著與我們分享，他在美國的水文學老師曾跟他說：「你什麼

課都可以教，除了生孩子。因為對於任何專業，做學問的方法跟預備的態度都是

一樣的」，這就是張教授所秉持的信念以及什麼課都可以教的訣竅。 

「教育實踐家」是對張文亮教授最好的敬稱。張教授曾經因失去一對雙胞胎

而差點走上絕路，當時正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時，正巧與自己的學生相遇，頓時

領悟自己還有未完成的任務與使命，之後憑著師母的鼓勵從寫作中找回生命的意

義。張文亮教授除了是一名老師外，亦是屢獲教育部國家文學獎、金鼎獎等獎項

的文學作家，也曾獲得科技部吳大猷科普著作獎，更是國語日報專欄作家，這些

看似無關緊要，但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寫入教科書中，成為少數的活人教材，卻是

作為一名老師最具影響力的地方。身為一名教育者，最快樂、最具影響力的事就

是去做無法被評審出的事情，如此也比較不會汲汲營營地去追求名利，只願做個

快樂教學、快樂研究、快樂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快樂老師。 

張教授活潑與風趣的教學風格，是學生們對老師最深刻的印象。然而，造就

他獨特的教學風格源自於過去大學重考那一年的反思:「為什麼優秀的學生考不

上大學？」張教授笑稱自己是個問題學生，也曾經與老師起過衝突。在教學過程

當中，常在問題學生身上看到自己，體認到臺灣教育制度的醜陋，並鼓勵學生不

要被扭曲的教育制度給犧牲；張教授從不比較學生，而是透過「欣賞」去發掘學

生最獨特的好，學生找到自己的優點之後，便會很努力地往前跑，甚至讓人追也

追不上。受到系上金城教授的影響，張教授在外演講從不拿演講費，只要求演講

單位多照顧生工系的學生，若學生不適用，也一定要告訴他，這樣才會知道自己

訓練學生不足應如何做改進，而至今為止張教授只接到外面單位對生工系學生的

稱讚。最後，張文亮教授期許生工系學生能夠節省批判與抱怨的精力，多做有建

設性與正確的事，並珍惜擁有的機會，去幫助需要的人，更鼓勵學生走入偏鄉，



為偏鄉學子進一份力量，並從中創造自我價值。 

關上大門，張文亮教授的退休生活依然精彩且充實，帶著使命繼續當一名快

樂的老師，教導特殊學生，樂於走入偏鄉地區，扶助地方弱勢團體，傳遞個人專

業知識與分享生命經驗給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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