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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草，一點露」的公務員之路─ 
陸委會港澳處處長羅木坤系友專訪 

賴孝濂 

2009/2/12 攝於陸委會港澳處處長辦公室 

 

從樂天樸實的大學生，到精明幹練的公務員 
  眼中所見的是燦爛的笑容、寬闊的肩膀，握手時感覺到的厚實而有力手

掌，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大廳見到的是這樣一位親切的學長，絲毫不給人政府

官員所具備的嚴肅感。在港澳處長的辦公室裡，學長一邊手指著文學院院慶紀

念手冊裡的泛黃照片，一邊追溯著大學時代工讀的回憶，開始細細講述著大學

畢業以來的公務員經歷。 

  「名落孫山所以才來當公務員啦！」學長半開玩笑的談論著大學畢業前報

考研究所的經驗，「當時我報考台大歷史所算是眼高手低，所以沒有考上。一

方面研究所名額少，另一方面感覺當時校際也有較深的門戶之見，非該校的畢

業生不容易考上他們的研究所。當然，台中的讀書風氣和考試資訊都相對不

足，最重要的是根基淺努力不夠。」 

  「就像報考高普考的經驗一樣，研究所考試念對了書比較重要，畢竟考試

也不盡客觀啦！有時並非作答文筆好壞，而是寫的答案是否切題、中不中閱題

老師的法眼。不過，雖然當時我沒有考上歷史所，但同屆同學就有好幾位考上，

江天健（新竹師範學院）、許鼎彥（德明技術學院）、林正珍老師等等，顯然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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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實力問題。」 

  回憶起參加公務員考試的經驗，學長感觸良多。「那時候高考和普考是一

起考的。高考三天、普考兩天，連續五天、十六科不同領域的考題，走出考場

時頓時感覺天寬地濶。畢竟，那是近兩年摸索努力的全新嘗試，兩個月後雙榜

及格，畢其功於一役。」 

  公職資歷已經二十五年的羅木坤學長，在進入政府機關之前，嘗試過種種

不同選擇。最初在家人開設的家具店裡幫忙，也曾任職通霄鎮南和國中職員。

剛剛踏入社會的羅木坤學長，最初對新聞媒體工作有相當的興趣。在南和國中

任職期間曾有機緣和校內的老師攀談，深感記者工作和在大學時代所學多有相

似之處，因此曾經報考過中央社記者、中華日報記者等等。在競爭激烈的考試

之中，羅木坤亦曾脫穎而出；但考慮到工作的穩定性，最後仍選擇了公職人員

的工作。高考錄取之後，羅木坤學長最初任職於新聞局，從基層科員做起，十

二年的時間升上簡任職位。在當時這種升遷

速度，讓許多同事眼紅。對一個來自鄉下，

一無憑藉的平凡農家子弟，除了賣力工作換

來各級長官的器重與提攜，再也找不出其他

理由。後來因緣際會轉任衛生署公關主任，

六年前再轉任陸委會目前的職務，以迄於今。 

  「我認為我念歷史系所學得的能力都還

滿適合這些工作，」學長很有自信的這麼說，

「只是以前念的是過去的人類活動，現在做

的工作是和活在當下的人互動。在職務上我

也經常有機會和總統、院長等行政首長接

觸，工作是很有趣的。一方面學習行政事務，

一方面作新聞工作，念歷史系的人改行當公

務員倒是還滿合適的。」 

為官之道在於「誠」 
  對於公務員職務、擔任公家機關主管，羅木坤學長有一套自己的見解，而

且擁有強烈的信念。「總覺得自己畢業於歷史系，從事為大眾服務的公僕工作，

使命感會比較強烈。」 

2009/2/12 攝於陸委會港澳處處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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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唸書時念到《循吏傳》裡的官員，他們從事公職的生涯中都是立有

目標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登車

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一開頭，難免懷疑這樣說好像光講大道理、不

著邊際。經過職場歲月洗鍊才了解其實，有那樣的心願，才能達到那樣的境界。」

羅木坤學長的觀念是，公務員的核心責任是為民眾服務，必須完全打破端「鐵

飯碗」的錯誤認知，也不該只是照章辦事－－為辦公而辦公，而是需要有強烈

的使命感。」 

  「坦白說，當公務員才有機會做一些『對得起良心』的事情。我一直以為，

孫中山先生所說『要立志作大事，不要立志作大官』這句話並不太貼切。現實

是，當小公務員作不了有影響的事，必須要升任到某個程度的位階才有多些發

言機會。如果只是個基層課員，只要課長不同意，再好的意見也無法上達。」 

  「不過，即使如此，無論位階高低，始終要存著『作大事』的心念，機會

來了才有實現的可能。」 

  羅木坤學長看待公務員的環境，就像史家看待過去的政治變遷一樣，「公

務員的工作環境就是自古習稱的『官場』二字。自己念過歷史，熟知過去的一

些事例，對現實環境會比一般人更有感覺。歷史上政治勢力的結合或相互傾

軋，在這個時代仍然存在。念過歷史，再詳察這些變化，自認看得比較清楚，

也有機會站在比較超然客觀的角度，理解或同情。」說到這裡，學長半開玩笑

的笑道：「就像用顯微鏡觀察變形蟲一樣，看的很清楚！」對學長而言，以前

在學校所念到的種種歷史事件，在歷經了公務員的職場歷練後，腦海中的記憶

全鮮活了起來，變成了處事修身的最佳例證。即使難免有時也會捲進紛爭，但

是也可以隨時保持清明。 

  「簡單來說，公務員的工作必須『有所為而有所不為』。隨時保持『遇到

機會就可以服務人群』的念頭，以此為出發點的話心念就會比較堅定。」 

  談到這裡，學長啜了一口茶，減緩了語調，開始講述一件他在新聞局新聞

發布科長任內的往事。 

  「大概是發生在民國八十一、二年的事情。一名北一女陳姓女學生，在早

上上學途中發生意外。」根據學長的追憶，當時的情況約略如下：女學生在重

慶南路貴陽街口等紅綠燈準備過馬路，一輛由軍方單位租用的大型交通車在轉

彎的時候，因為駕駛視線死角以及後輪差的關係，輾傷了該名女學生，當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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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送醫，情況危急。 

  「發布科長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為行政院發布新聞。除了行政工作的基

礎能力之外，還要懂得撰寫新聞稿、了解媒體界生態，和媒體記者互動等等。

那時候新聞局官員的份內事之一還包括首長的『形象塑造』，除了把消息呈報

上去之外，也讓社會大眾知道首長隨時注意社會脈動，關心民間疾苦。」 

  「事發當天晚報就報導了這則車禍新聞，但篇幅很小，『北一女學生在等

候過馬路時，被軍方的交通車撞傷，送醫急救，生命垂危。女學生家境十分貧

困……』云云。我看這則新聞之後，心裡感到非常同情，於是便打電話詢問記

者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女學生的家境確實不佳。」 

  根據羅木坤學長的實地訪視，陳同學的父親是盲人，母親弱視，平時僅靠

著母親領著父親外出替人按摩維生，家裡還有一個妹妹。事發後陳同學的家人

表示，高中三年級的她，第一志願是考台灣師範大學，希望將來能當老師負擔

家計，不幸遇到這起意外，家人哀戚不已。 

  「了解情況之後，就寫了一個簽呈，向長官報告此事，表示應該以行政院

長的名義前去關心，並喚起社會注意。「當時的局長馬上指示發布新聞稿，強

調院長對此事十分關切，要求有關部會要協同妥善處理。新聞稿發布之後，國

防部管事的人急忙來電表示對此事不知情，還說為何發布新聞稿前不事先照

會？我說：『你們的車子壓到人怎能不知情？壓到西瓜都有聲響，壓到人不可

能毫無感覺。』」 

  「對方又說：『車輛是向民間單位租來的，並非軍方車輛，和國防部並無

關係。』我馬上回應說：『車輛固然是向民間租用，但上面搭載的是貴單位的

人員，如今發生這樣的事故，難道車上的人員都不必向上級反應作處理嗎？』」 

  「電話那端的國防部人員聽我這麼說，才勉強表示國防部也有疏失。於是

緊急連絡相關人員去受害者家中探視，也送了一筆還算豐厚的慰問金。隔天院

長關心車禍喪生女同學的新聞報導出來以後，馬上就引起各界善心人士捐款協

助。事後我也曾向北一女的老師詢問狀況，據說當時湧入了將近兩千萬元的善

款，家屬的生計或許可以得到改善吧！」 

  雖然只是小小的動作，意外發生之後將事件向上級呈報，並且對外發布新

聞表示首長的關切，「雖說有點『假傳聖旨』，但其實並不造成任何損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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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2 攝於陸委會港澳處處長辦公室 

面受害者家屬因此獲得各界協助，另一方面也為上級長官塑造了良好形象。台

灣社會裡多的是願意關心他人、有能力幫助人的善心人士，而當時的我也正好

在其位，才有機會借力使力幫助別人。」說到這裡，學長的眼中閃爍的光芒，

好似慶幸自己能藉機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若要問念歷史系對我有何幫助或啟發，我認為在其位謀其政的信念很重

要。」 

  「這些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並不太重要。只是，我認為公務員就等於

服務業，如果對於這群給付我們薪水的百姓我都不圖回報的話，那國家養了這

麼多公務員又有何意義呢？」 

「浪漫純真」的年代，苦中有樂的大學生活 
「以前的台中真的比較單純，休閒娛樂活動並不太多。」 

  儘管民國六十年代的台中物質生活條件及休閒活動和現在天差地遠，但對

羅木坤學長而言，樂天而單純的大學生活就是最美好的回憶。從他結實健壯的

身材來看，不難想像當年羅木坤是個運動健將。除了熱愛一萬公尺長跑，也參

與全國歷史系史學盃運動賽和足球隊比賽，

校內外的運動賽事都難不倒他。對當時的學

長而言，騎腳踏車出遊從中興校園騎車上東

海大學是司空見慣的事，最難忘的經驗是曾

經和同學結伴騎車環島。雖然實際路程只走

了三分之二，但從台中出發，途經中橫公路、

東海岸線公路、南迴公路，再由西海岸北上

回台中，三十年前就有如此長途跋涉的腳踏

車之旅，並不多見。學長說：「還好當時是冬

天，不然早就受不了啦！」 

  除此之外，羅木坤學長亦曾參加仁愛

社。當時仁愛社的活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前往台中育幼院陪伴院童。學長表示，當時

的社團活動每週有兩個晚上會去指導院童功

課，算是相當難忘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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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令現在的中興學生最難以想像的，要屬羅木坤學長當年的勞動的工讀經

驗。「我們這些在學校工讀的學生，多半都會把學校的工作看作是自己的家事，

賣力的不得了；一起工讀的同學多半是家境比較不好的，彼此相濡以沫感情都

很好。」 

  當時的中興校園相當空曠，由勞作指導組（現勞作助學輔導室）領軍打造

校園，一草一木都是當年工讀生的心血付出，學長就曾經參與「南園」鋪設打

造，也曾經擔任過中興湖的挖掘和維護管理工作。學長笑著說：「當時要申請

工讀也不容易。工讀金每小時 20 元，雖然不算多，定時定量做可也是一筆固

定收入。雖然大學生有家教的機會，不過當時家教的機會並不太多，會請家教

的家庭少，而且擔任家教的學生功課要很好，理工學院的學生是比較有機會

的。」 

  談到中興湖的維護工作，學長的語氣頓時興奮了起來。「還記得我當時和

江乾益主任（現任中文系主任）一起打工，江老師負責的是管理中興湖的工作，

包括安全維護、照顧花草，還有就是要負責養魚。」 

  養魚？聽學長侃侃而談，但這對現在的校內工讀生而言是絕對無法想像的

經驗。「中興湖裡的魚很多喔！有草魚、鰱魚、青魚、鯉魚等，而養魚的工作

之一就是要餵草魚吃草。那時候男生宿舍後面的河邊長滿了「象草」，草魚就

專吃這種草。我和江主任一組，江老師手腳俐落，而我則是一萬公尺的長跑選

手，我們約好由江老師負責磨刀割草，我負責推車搬運，一次割十到二十車的

草去餵魚。」 

  「江老師磨刀功夫一流，割草的動作又快，常常我才運完一趟回來，江老

師又割好了一車，我只好加緊腳步快去快回，兩個人都累的滿頭大汗。那樣的

生活苦中也有樂啦，現在想起真是另一番趣味。」除了中興湖的維護工作之外，

學長也表示工讀工作中另有同學負責看管文學院，當然，最輕鬆的工作就是在

圖書館打工。 

  「以前當工讀生時，暑假就待在學校工作。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下工後回

到宿舍，空氣中瀰漫的是剛從花圃摘來的晚香玉、夜來香的香氛，一邊聞著花

香一邊啜飲著茶，暗香浮動月黃昏，身體雖然疲累，但有花香茶香相伴，單純

素樸的滿足感，雖南面王不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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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草，一點露」，學習心態最重要 
  「很多人都誤以為念歷史系的學生將來畢業後就會坐困愁城，其實不然！」

羅木坤學長談論起給歷史系學生的一些建議，首先強調的就是學習的態度。 

「我的同學們畢業後在各行各業的發展都相當不錯，並不是念歷史系將來的出

路就一定很少。」 

  「要讓學弟妹們了解的是，先把自己的基礎實力打好，有機會就培養語文

能力等，多去學習其他的技能。年輕人要有熱誠和衝勁，機會是相當多的，要

是誤以為念歷史系就不能做別的事情，其實是很可惜的。」對學長而言，他認

為年輕人最大的本錢就是學習能力，各種領域的技能都值得去挑戰，絕不要畫

地自限，要懂得多元性的思考，嘗試各種可能性。 

  「最重要的就是讓人知道你肯付出、肯學習，是個可造就的人才，」學長

再度強調，「無論哪一個行業，入門都是最困難的，跨入該領域之後的種種學

習和經驗，那又是日後的事情，端看個人的造化。想具備種種才能才出社會，

或是一步登天，這是不可能的事。」 

  「進大學就像拿到一張空白的儲值卡，要不斷充實，持續加值。這張卡會

伴你一輩子，卡值越高千山萬水不足畏。流水年華易逝，四年過後，握在手上

的，千萬不要還是當初那張空白卡！」 

  走出羅木坤學長的辦公室，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台北街頭車水馬龍依

舊，我內心的想法卻已變得大不相同。以往總是相信念歷史系就應該朝著教育

或學術的路前進，別無選擇；如今聽了學長一番話，頓時感覺歷史系學生的出

路開闊了起來。爾後，偶然在報章媒體上看見學長代表陸委會港澳處接受記者

詢問，想起學長和藹而堅定的眼神，我相信他仍把握機會，隨時為人群服務。

如同學長勉勵學弟妹們的話所說：「年輕人要有的是熱誠和衝勁，機會是相當

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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