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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教授獲頒名譽博士風采紀盛
☉文 /資管系 許志義教授

高希均教授今年榮獲母校於畢業典禮上

頒授名譽博士，並發表專題演講，場面盛大

隆重。我有幸躬逢其盛，受命於典禮上表述

高教授生平事略，深感光榮。復遵「興大校

友」社長，本校林俊良副校長之囑，將當時

畢業典禮上介紹高教授生平事略之內容撰寫

成文，以饗本刊讀者，爰紀其盛如后。

做為一位經濟學研究者，我是高希均教

授的忠實粉絲，自學生時代就喜愛閱讀高教

授的文章。而有緣認識高教授是 1984 年，當
時高教授應邀到夏威夷東西中心 (East West 
Center) 發表專題演講，我正好在夏威夷大學
攻讀博士學位。對於心儀的偶像，自然把握

機緣邀幾位當時留學好友，追星在後，那是

我初次見到仰慕已久的高教授。

由於高教授是 47 年級畢業於母校農經
系，我是 67 年級同系畢業的小學弟，他高我
整整 20 屆，因此我可以當眾稱他一聲「大學
長」，讓我倍覺沾光不少。在大家自我介紹

之後，高教授的親和力與談笑風生，一下子

就拉近了距離，讓人如沐春風。高教授不但

邀請我們一群留學生到中國餐館打牙祭，後

來還到我租屋處與家人聚晤。隔日又同遊珍

珠港二次大戰歷史遺跡，憑弔沈埋於港灣海

底的艦艇，依稀記得高教授嚴肅凝望良久亞

力桑那號紀念碑，上頭列示逾千殉職的海軍

▲中興大學校長李德財（左）頒發名譽博士學位給高希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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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兵名錄，感觸甚深。我想或許是他早年經

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國共內戰，深切體會

戰爭的無情與殘酷，因此嚮往和平，尤其是

海峽兩岸永久和平。這就印證高教授曾說過

的：「我學的專業是經濟，最重視的是教育，

而最嚮往的是和平。」這對於我們未曾經歷

戰爭洗禮的新世代，可能還體會不到他的心

境。

我學成歸國後，與高教授偶有往來，多

半是邀請他作精彩的專題演講，同時也參與

高教授「遠見雜誌」一些學術與公益活動，

並互相寄贈新書。只不過，高教授贈送的新

書超過我奉贈的何止數十倍！其實這輩子我

受贈書籍最多的人，就屬高教授。我每次到

「遠見」93 巷人文空間，總會感受到四面八
方迎來的書香氣息。我從高教授「人文空間」

帶回來他贈予的書籍，加上他寄贈的書刊，

已經擺滿整整一個大書櫃！這些書的內容，

包括諾貝爾獎重量級學者的大部頭著作，以

及各種新潮流、新趨勢、財經、人文、社會

等書刊，真是包羅萬象，早已經成為我個人

成長的「知識糧倉」！

事實上，高教授最為人稱道的，他是一

位持續倡導、推動及傳播進步觀念的先行者。

他不但以身作則，與時俱進，持續讀書、教

書、撰書，迄今論著逾 50 餘種。而且先後創
辦「天下雜誌」、「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30 多年來，積極推廣「讀一流書、做一流
人、建一流社會」終身學習觀念，貢獻卓著。

他所創辦的「天下文化」，已經出版了超過

2900 種書籍。由於高教授本人與他創辦的刊
物曾獲得無數獎項，備受各界肯定，早已成

▲高希均教授與出席貴賓、師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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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前輿論界的一股清流，真正發揮了媒體

第四權之正面力量。

 
高教授他主張每個人都應該是終身閱讀

者。2009 年天下文化出版高教授「閱讀救自
己」這本書，蒐集了七十餘篇短文，他謙虛

地加上一個附標題：「50 年學習的腳印」。
同時在首頁寫著：「獻給苦難的時代，苦讀

的一代。救了自己，也救了社會」。他在序

言中進一步指出，當代提升競爭力的最大關

鍵在於：「要有持久的能力比對手學習的更

快、更徹底。企業是如此，政府部門也是如

此，個人更是如此。這就是閱讀救自己的根

本。」「我要告訴年輕一代：在所有的選擇中，

閱讀最重要。」可見高教授諄諄告誡，不斷

提倡閱讀，傳播進步觀念，希望建立一個「富

而好學」的社會。

高教授最令我敬佩的是，在那顛沛流離

的時代，他雖然與當年的許多社會菁英一樣，

選擇「人才外流」的出國之路。但是，他當

時就積極主張「知識內流」，建議政府充分

利用海外高階人力資源的先進知識，回饋台

灣，補強當時台灣最迫切需要的現代化知識、

技術、制度。而他自己也身體力行，25 歲在
美國留學深造期間，即以短短三個月的暑假，

完成十萬言之「經濟發展導論」，提出當時

台灣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建議政府加速社

會基礎建設、引進外資、鼓勵私有企業發展、

積極規劃自然資源運用、訂定長期發展計劃

等，具有宏觀遠見的策略。

1970 年他又出版第二本專書「人力與經
濟發展」，提出人力規劃與教育支出之政策

建議。也就是這個時候，他主張「人才外流」

趨勢中，政府應該導引「知識內流」。這些

建議對於台灣早期經濟發展，均產生深遠的

正向影響。

隨後 20 年，他繼續出版 40 餘種書籍，
積極主張每個人要自求多福、決策錯誤比貪

污更可怕、「台灣優勢」比「台灣優先」重

要、倡導「學習型台灣」才能歷久不衰、強

調軟實力比硬實力對台灣更重要、啟「開放」

門、破台灣「悶」，持續推播各種進步觀念。

尤其他勇於「向有權力的人說真話」，總能

在關鍵時刻，提出真知灼見。對於台灣經濟

社會每一階段的轉型、突破及發展，均產生

決定性的影響力。

就我所知的高教授，他一向不抽煙、不

喝酒，多年來定時晨泳，保持健康，全力投

入志業，奉獻社會。尤其自 1998 年從美國威
州大學退休後，更加投入「遠見．天下文化

事業群」，並先後擔任行政院、經濟部顧問

等榮譽無給職，推動政府公共事務相關課題。

2002 年更榮獲行政院金鼎獎特別貢獻獎。自
2005 年起，每年舉辦「遠見雜誌 CSR 企業
社會責任獎」，宣揚國內具有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各領域傑
出者，迄今十年有成。我個人有幸參與此一

公益活動，看到遠見雜誌同仁們的認真努力

與投入付出，深為感動。

很多人辦雜誌，不久就關門倒閉。所以

有道是：若要整一個人，就請他去辦雜誌。

然而，高教授辦雜誌，恰好相反！他不但雜

誌辦得有聲有色，而且一本又接一本，除了

1981 年發起創辦「天下雜誌」，1986 年創
辦《遠見》。近十年來，又陸續創辦「30 雜
誌」、「哈佛商業評論」、「未來少年」、「未

來出版」，2014 年更創辦了「未來兒童」，
全面涵蓋各不同年齡層的讀者，可見高教

授對各世代知識傳播之使命感。他要透過媒

體倡導新觀念，成為台灣以及整個華人社會

中「前進的動力」。他強調「遠見．天下文

化事業群」的核心價值是：MBA，也就是
M(Magazines)、B(Books)、A(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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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之故，高教授不斷邀請諾貝爾獎得

主與世界級大師來台演講，讓台灣與國際接

軌。同時，從 2003 年起，高教授更是每年舉
辦大規模的「全球華人領袖遠見高峰會」論

壇，今年已進入第十二屆，深入探討當代華

人經濟發展策略，此種全方位媒體之影響力

與企業家精神，在華人世界可是無人能出其

右！

高教授書生報國的熱切，關懷社會的心

志，在他的書中表露無遺，尤其對於年輕朋

友們的期許，確實是母校學弟妹們的學習典

範。我們閱讀高教授的文章，發現他總能用

精準的文字，表達獨到的見解，尤其能夠把

艱深難懂的經濟學理，深入淺出地加以剖析。

正如中研院于宗先院士所言：「高教授筆鋒

不僅常帶感情，而且也富理性。本來，經濟

術語是無感情而重理性的，但高教授卻賦予

它趣味，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前台灣大

學孫震校長更讚譽：「高教授是經濟知識普

及化的一位大功臣。」

同時，高教授也是最具風采魅力的演講

者，我聆聽過高教授的演講超過十餘次，包

括本校管理學院多年來邀請高教授擔任上海

EMBA 課程的講座教授，每次都全場聽眾回
應熱烈！

在與高教授相處的過程中，我覺得高教

授是一位感恩、重情義，而且不斷回饋母校

的學者。對於他畢業的三所母校 ( 台北商業
大學、中興大學、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以
及教過書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高教授都設

置了優秀學生獎學金，以及獎勵母校教授們

傑出教學與研究的基金。同時，也在中國大

陸南京家鄉設立了獎學金，紀念他的父親。

尤其值得一提的，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核電
災變事件，高教授這位在南京出生的人，竟

然不計血海深仇，捐贈了非常高額的一筆款

項救濟日本人。這種以德報怨的胸懷，實令

人敬佩！

三年前，高教授夫婦曾捐贈他們在美國

長年定居的住宅給威斯康辛大學，薛伯度校

長說：「這是一位東方教授及他夫人的慷慨，

也是學校近年來得到最貴重的禮物。」三年

後的今天，他又捐贈了大筆款項以及他讀

過的各種書籍 ( 包括他多年珍藏的典籍 ) 給
我們母校。母校也有一間高希均教授的「知

識經濟研究室」，開放供全校師生使用，地

點位於新落成的「國際農業研究中心大樓」

三樓，研究室的陳設係由姚仁祿大師，於名

譽博士頒授典禮當天親臨設計，自是𣎴同凡

響。

幾個月前，我收到高教授寄來的新書，

很驚訝地發現，裡面夾著一張 30 年前的照
片。那是高教授夫婦與我們在夏威夷 1984 年
的合影留念，高教授親筆寫了幾個字：「那

時我們的年輕！」我看了半晌，恍如飛越時

光隧道，真是萬分感動！從這兒可看出高教

授是一位多麼念舊且愛護後輩的長者。同樣

地，在今年畢業典禮「名譽博士特刊」中，

高教授也與我們分享了許多珍貴的照片，其

中縈繞著高教授對於雙親的追思、對於母校

師長的感念、以及對於母校學弟妹們的期許。

高教授的風采與學識，真是我們後輩晚生的

典範，值得學習，更令人欽佩！

▲高希均教授夫婦與作者夫婦於 1984年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