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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您們的精彩 ～ 96 年度青年節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代表表揚 

土木三  李偉國 

    剛知道自己獲得「96 年大專優秀青年」成大
代表這個殊榮，還蠻高興的，覺得自己的一些努
力獲得肯定，但也開始省思，成大這麼多學生，
憑什麼我會站在這個舞台上，比起其他人，我還
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與改進。 

    活動當天，我帶著大包小包的行李趕赴現
場，看著和我同樣身為大專優秀青年的各校代
表，感覺每個人都好厲害，而最令人欽佩的，是
11 位青年獎章得主和 25 位社會優秀青年。青年
獎章的得主是由救國團和幾位重量級的大師組
成團隊，一起評選出來的，今年青年獎章得主的
其中一人，就是台灣之光王建民，其他還有像一
個 17 歲的武陵高中學生，致力推動社區服務，
社會關懷，他所成立的服務社團在桃園規模是最
龐大的。另一個文藻外語學院的學生跟我一樣 21
歲，但他就讀高中時就開始自行研發攜帶式伸縮
環保筷，分別獲得我國和日本專利證書。當然還
有救過數百條人命的消防員、包青天再世的檢察
官、雙目失明但還是努力向上，在生命中找到屬
於自己一片天空的教師，以及來自全國 25 個縣
市的社會優秀青年等。每個人的工作、生活環境
雖然都差異很大，但他們都有著共同的特質－遠
大的理想、奮鬥的精神，我看了真的很感動，希
望未來，我也可以跟他們一樣，展翅飛翔。 

 
與內政部次長合影留念 

    下午拜訪忠烈祠，這是我第一次去，真不敢
說自己是台北人，救國團的組長在車上跟我們說
了很多關於忠烈祠的歷史，原來去忠烈祠不是每
個人都可以拿香祭拜的，只有國家元首還有特定
幾個人有資格，因為那些烈士的努力，才有現在
的國家和我們，而我們現在的成果同樣會影響以
後的人，一定要好好加油。 

    晚上參加青年籌備委員會舉辦的晚會，因為
今年主題是全球青年世界之愛，活動安排不但豐
富多元，主辦單位還找了很多外國學生一起參與
演出，有擊鼓、魔術、熱舞、千手觀音等，上一
屆青年獎章得主、剛遠渡撒哈拉沙漠的世界超馬
冠軍－林義傑也以影片露臉，鼓勵青年堅守信
念、堅持到底，最後青籌會自製了一段影片，包
含青年獎章、社會及大專優秀青年、以及一群辛

苦的青籌會委員介紹，看了很有感觸，以前這種
影片都是自己做給別人看的，身為學員才會有這
種被照顧的特權，原來真心付出造成的感動，力
量是這麼的大！ 

     
大專優秀青年與中國青年救國團林主任炯堯合影留念 

  隔天一早拜會總統府，這也是我第一次去，
陳總統致詞時表示，要瞭解台灣的歷史，那就要
先瞭解台灣的年輕人做了什麼事情，17 年前的野
百合學運，促成了國會全面改選，這是我們台灣
民主進步的里程碑，隨後的社會運動、政治改
革，年輕人更在其中扮演著關鍵的力量。政黨輪
替後，在民主多元的社會，新一代的年輕人勇於
追求自己的理想腳步，從來沒有停下來過。陳總
統還說，其實，不只王建民，許多在國際上為台
灣爭光的年輕朋友們最近也都面臨考驗，像是日
前超馬好手林義傑挑戰北極圈 80 公里極地長跑
失敗、女網選手詹詠然也在迎戰世界排名第二的
莎拉波娃時敗下陣來，但有競爭就有失敗，挫折
絕對是難免的，能夠記取經驗與教訓，化為前進
的力量，才是挫折給予我們的最大意義。陳總統
還提到在韓國獲得世界棋王頭銜的周俊勛，他才
27 歲，但是在學棋的路上已經耕耘了 20 年，也
許因為半邊臉紫紅色胎記讓他的成長歷程充滿
挫折，學習下棋的過程更是充滿考驗，但是成功
永遠是屬於堅持到最後的人，只要有信心、不放
棄，永遠有機會實現夢想。 

青年節表揚大會的最後一個活動，是解構全
球人才競爭力～「創意、創新與創業」的座談會，
青籌會邀請四位經驗豐富的與談人來分享心得。 

1111 人力銀行王孝慈總經理說創意有兩個
重點：1.抽離自身角色。2.奇特的構想組合。創
業十個步驟：1.詳細思考。2.自我認識及心理建
設。3.創業動機為何。4.規劃目標市場。5.籌備
資金。6.伙伴選擇。7.完整行銷作法。8.訂定營
運目標。9.撰寫創業企劃書。10.風險評估及分
析。網路創業三點：1.掌握關鍵字搜尋。2.了解
顧客尋找途徑。3.了解網路商店資訊。最後他做
了一個結論：成功在「勤」，切忌「等」，擅用自
己每一項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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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家臍帶血銀行－訊聯生物科技蔡
政憲董事長說很多得到創業獎的青年最後悔的
事就是創業，但是平常大家耳熟能詳成功的案
例，往往都有著心酸的背景，老子說「千里之行，
始於足下」。麥可喬丹說 JUST DO IT，當你投入
的越多，所獲得的元素也會越多。而創業需要的
條件：1.堅持。2.廣闊的胸襟。3.建立信賴感，
不要為了資源扭曲自己。4.人是最重要的資源。
最後強調語言能力非常重要，它是通往另一個空
間的 KEY。 

知名作家、榮獲 30 雜誌選為創意達人李欣
頻老師提到創意是生活態度，把每天當做最後一
天。世界上只有兩個人－自己和更好的自己，當
你在 20 歲時，要把自己當成已經 30 歲的老手，
面對社會的一切；當你 30 歲時，要把自己當成
20 歲，不要被過去的經驗束縛，這樣才能持續創
新成長。最後她認為想比做更重要。希望讓自己
有多重身份，如果你是以不同角度看待事情，學

到的會更多，自己才能有跳躍式的成長。 

政大科管所李仁芳教授談創意：1.生活體驗
與敏銳的觀察是創造力之源。2.深度比規模重
要。3.文化資本跟金融資本一樣重要。4.做喜歡
的事「業精於嬉」，但要讓事情有價值。創造性
的人性特徵：複合性－例如對工作又投入又超
脫，有女性的溫柔又有男性的陽剛。最後，他說
成熟睿智的心靈在於能駕馭兩個看似矛盾的理
念，而怡然自在。 

    雖然這次青年節表揚活動只有短短兩天，卻
是我第一次見識到各地這麼多的優秀青年，他們
和我同年齡的時候，就已經做了這麼多有意義的
事，我們一直把國際觀、社會關懷放在嘴上，但
又有多少人肯動手去實踐呢？別人都做得到，我
相信我們成大的學生也同樣可以，只要有心，任
何事都不再是難事。最後要謝謝學校給我這麼好
的機會去學習成長，我一定會把這份感動回饋給
更多人。

 

看見您們的精彩 ～ 95 學年度南區 B 組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 

國樂社社長    魏宏儒

    這一切得來不易！ 

    很多其他南區國樂社的同學們認為成大再
次奪得第一名是理所當然的，但；「這一切真的
得來不易」。在嘉義民雄表演藝術中心的比賽排
序，成大是最後一隊，克服最後一隊上場心浮氣
躁的心情，直到演奏完結束那一刻，收著樂器
時，一位評審走來後台，親自對我們說：「你們！
演奏得不錯！」此時此刻的歡愉難以言喻。當得
知我們獲得第一名的時候，社長和團長緊握彼此
的手，說：「我們，做到了！做到了！」 

    故事在去年的夏季開始，新上任的社長與團
長，對未來充滿了迷惘，我們面對是比上一屆還   
要艱難的挑戰，人員不足怎麼去比賽？樂器不足
怎麼去比賽？能力不足怎麼去比賽？但這一切
過後，我們做到了！一路走來，眾人的努力克服
了這一切，也讓我們獲得勝利。 

 

    想起團長總是喜歡在團練的時候講冷笑
話，只要他說的笑話越冷就代表他壓力越大；胖
子指揮總是以減肥為目標，說上場比賽要穿上美

美的西裝，雖然獲得第一名了，但他的體態依舊。 

    一起付出的有太多的人了！當屆的各幹部
們！還有被我們稱為老鬼和死鬼的大四學長姐
與研究生，一起在團練室渡過的數百多個日子，
成果不會只是張獎狀而已，那裡面有我們的淚與
汗，此刻「當我們同在一起」過後，這樣的機會
不多了！大家會畢業、出社會，某年某日當我們
回憶這次的比賽，聽到比賽的曲子〈桃花開〉、〈沙
迪爾傳奇〉，會是微笑，那是成就。 

 

     這裡有太多可愛的人了！也總有許多奇怪
的、新鮮的事情發生著，我想在大學的生涯中，
我最忘不了的就是曾為「國樂社的一員」。 

     2007 年的優等第一，這不是句點，我們要
以特優第一名為目標邁進，現在我們最大的敵人
就是自己了！音樂會繼續演奏，多年以後，回憶
現在的感動。 

     剎那，永恆，在奏完最末音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