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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八年級生陸續地擠進職場之際，耳邊有關二十二K的薪資爭議更是此起彼

落，網路世代的職業技能也同時開始被眾人放大檢視──是「草莓族」、「媽

寶」？還是能對自己人生負責，開創屬於自己新局的新新人類？我想，箇中定

律亙古不變：一切操之在己！

前一陣子赴美國開會，巧遇一位女計程司機，短短幾十分鐘車程的閒聊，卻

教我印象深刻，直到會議結束，這個勵志故事都還在腦海裡盤旋！

那天，出了華府的杜勒斯（Dulles） 機場，依往例坐上了計程車，難得地，

竟然發現司機是一位中年女性，從她的口音判斷應該也是外國人，經過交談，

得知她來自衣索匹亞，顯然是一位難民，輾轉來到美國，並且得到政治庇護。

有趣的是，當她獲悉我的醫學背景時，高興地對我說，她的女兒今年即將從

醫學院畢業，欣慰、驕傲之情溢於言表。她說，當年來到美國，女兒已唸國一，

開始時，英文自然非常不好，在學校也需要很多輔導，幸好小孩學得很快，不

到兩年光景，已是一口流利英文。由於家裡的經濟狀況不佳，住家附近環境也

極度不理想，不乏吸毒、販毒者，所以女兒放學後，多數時間就到她打工的衣

索匹亞餐廳做功課。

輾轉好幾年過去了，女兒到了高中，已養成獨立自主的個性，有一天突然告

訴媽媽：她想進大學！「我非常驚訝，因為我與丈夫兩邊的家庭，根本沒有人

念過大學。這位女司機的先生是在衣索匹亞的內戰中喪生，家計就由她一肩挑

起，當她聽女兒說出志向後，心情是既猶疑，又支持，猶疑的是學費，支持的

是女兒的上進心。

慶幸的是，女兒的課業成績一直不錯，獲得大學四年的全額獎學金，但是在

大學畢業前，女兒再一次讓她驚訝不已，說想繼續升學，而且目標是醫學院。

她在驚訝之餘，完全不知所措，因為她完全幫不上女兒的忙。

女兒自己一手張羅，如願進入醫學院就讀。醫學院的競爭相當激烈，不易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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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於是申請了助學貸款。在醫學院的求學過程，亦如每位醫學生一般的忙

碌，即便如此，偶而還會利用課餘空檔去餐廳幫忙，賺一些零用錢，另外也到處

兼差，為的是要早日還清助學貸款――「真是個非常有計畫的女生！」我不禁在

心裡讚歎著。

在醫學院畢業前，女兒再次告訴母親想當外科醫生。當我下車找錢時，這位

中年婦女司機轉頭問我對女外科醫生的看法。

現在全球的醫學生中，女生人數已經約占半數了，女外科醫師更是比比皆是，

何況有很多科別更期待女性來做，像乳癌外科、婦產科等。「你想想看，如果

一位婦女因尿道不舒服，究意是女泌尿科醫師、或是男醫師看診會讓她覺得更

自在？所以，泌尿科的女性醫師也愈來愈多了。」我告訴這位衣索匹亞裔的女

司機，要她完全不用擔心。

這對衣索匹亞移民母女的故事，既讓我敬佩，也聯想到另一個發生在我們校

園的故事，同樣是――堅定目標，永往直前。

事實上，回臺灣任職大學校長後，當校內師生生日時，都會收到我的電子賀

卡，自然也有些人會回覆。前年送出去之後，竟收到一位女學生的回覆：「謝謝，

明年我就要畢業了。」我接著又再送了一封 email（電子郵件），謝謝她支持

學校，並且問她：「What ś next ？（接下來呢？）」然而，她這次沒再回覆。

數月後，我意外地收到她的 email，信中說去年看到我問的 what ś next 時，

頓時傻在那裡，驚覺一年之後自己要畢業了，竟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是

什麼。於是，她將我寄去的電子賀卡貼在書桌前，不斷地捫心自問，經過一年

的考慮，她決定去當飛行員。她說，她已報名飛行員訓練課程，也已經通過了

第一關的測試。

為了這一步，她考慮了很久，也斟酌了許多不同的可能性：運動、護理專業、

飛行等，她有許多嗜好，但對飛行的熱情尤其強烈，於是著手開始上網蒐集飛

行訓練課程資訊。雙親剛開始也很遲疑，最後決定給予支持。後來她來看我，

「妳真是幸運兒啊！」我真心地祝福她：「不用考慮太多，只要全力以赴就好。」

相較於西方年輕人的獨立自主，或許東方新生代普遍晚熟，但在我們的周遭，

應該不全是「媽寶」或毫無目標的年輕人吧？應該也不乏為追求夢想全力以赴

的新人類吧？

身為家長，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能做的，唯有多給下一代自我摸索的機會，

以及創造一個塑造他們追求自我與引領自我成長的環境，就像我在美國華府碰

到那位移民女司機想當外科醫師的女兒，還是我們學校那位找到自己當飛行員

目標的畢業生，至少養成下一代成為「對內有自信，對外有援助，對未來有目

標、憧憬」。（整理 / 趙慧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