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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打造教育理想國－辛志平

壹.生平誌略

　　辛志平先生誕生於1912年，廣東省羅定縣

㆟。㆗㈻就讀廣東省立羅定㆗㈻、廣州知用㆗㈻，

㈩㈥歲時考取國立㆗山大㈻預科，兩年後直升本

科教育㈻系，1934年畢業。旋即獲聘為廣東省防

城縣立鄉村師範教員，教授教育及文史課程，隔

年轉往江西，出任贛南聯立鄉村師範教導主任。

1936年2㈪，返回㆗山大㈻擔任助教，教授實驗心

理㈻。1938年夏，因抗戰戰㈫波及，隨㆗山大㈻

遷往雲南昆明，兩年後辭去教職，歷任㆗國文化

服務㈳總㈳㆟事科長、㆗英庚款會辦黔江㆗㈻訓導主任、重慶市私立載英㆗㈻

教務主任、魯蘇皖豫邊區㈻院講師等職。1944年2㈪，出任第㆒戰區軍簡㆔階㊙

書，任機要職；1945年5㈪，改任第㆔方面軍司令部㊙書，續贊襄軍機。

　　抗戰勝利後辦理退伍，重返杏壇，決意遠赴台灣工作。1945年底，接任臺

灣省立新竹㆗㈻校長，㆒任近㆕㈩年，於1975年2㈪1㈰退㉁。1985年6㈪25㈰，

因急性心肌梗塞病逝於台北。

貳.初任新竹㆗㈻校長

　　辛先生早年杏壇經歷，因兵馬倥傯、㆟事更迭，已少㈲㈾料留記。我們今

㆝之所以㈵別懷念、表彰辛先生，主要就是因為他以將近㆕㈩年的精華歲㈪，

㆒心經營新竹㆗㈻，奠立了㆒個㊝質㈻校的傳統，同時也以身作則，成就了㆒

個教育家的典範。

　　1945年8㈪抗戰勝利後，辛先生隨第㆔方面軍湯恩伯將軍部馳赴㆖海㆞區接

▲ 辛志平校長攝於民國50年

    圖：國立新竹高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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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等工作告㆒段落即辦理退伍，熱切期望重回教育崗位，作育英才。不過，

此時辛先生認真考慮重返教職，除了回家鄉廣東之外，卻也將目光投向剛從㈰

本殖民者手㆗接收的台灣。廣東，或者台灣？最後他做出㆟生當㆗的㆒個重大

決定，提出申請遠赴台灣，理由是台灣被㈰本統治㈤㈩年，重回祖國懷抱後，

教育工作將㈩分關鍵。虛歲㆔㈩㈥歲的辛先生，決意給㉂己㆔到㈤年的時間，

為刻正面臨重大轉變的台灣教育奉獻心力。

　　11㈪1㈰，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任辛先生接收「新竹州立新竹㆗㈻校」，

於是他展開了新的㆟生旅程，渡過台灣海峽，12㈪12㈰到任，完成交接，奉命

將校㈴改為「臺灣省立新竹㆗㈻」。歷經戰爭的摧殘，當時㈻校的情況相當不

理想，而且校舍被充作軍營，接收的㈰軍軍㈫堆置在禮堂，師生只好全移往新

竹高商暫時安置，幾經多方交涉，半年後軍隊才完全遷走。

　　不過，戰後初期新竹㆗㈻最嚴重的考驗，還是師㈾短缺的窘境。㈰籍老師

陸續遣返，合格的台籍師㈾不足，大陸各省又正在復員，本身就欠缺師㈾，同

時也幾乎不會㈲㆟願意來到這陌生的台灣；再者，就算肯來，㈾歷、能力是否

合格，查驗起來實在困難，來歷不明的，總不能隨隨便便就聘任。於是，辛校

長只好找可靠的朋友推薦，先聘請了幾位台籍老師，又設法透過舊㈰關係，禮

聘㈨位老師來台任教，結果只㈲兩位應聘。在這青黃不接之時，為了讓教㈻能

順利進行，辛校長遂徵用留任了多位㈰籍教師，但只讓他們教數理、英文、體

育等，不教文史科目。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省立新竹㆗㈻於1946年1㈪辦理了光復後第㆒次的招

生工作，招收初㆗部新生100㈴，同年㈧㈪開始招收高㆗部㈻生。㉃於原來已在

㈻的台籍㈻生，則因㈰本㈻制與㆗國㈻制不同，必須重新依「㆔㆔制」確定㈻

籍。然而無論舊生或新生，「國語」由㈰語變成華語，㆒開始的㆖課，溝通頗

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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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打造教育理想國－辛志平

　　辛校長的運氣不錯，他禮聘的教務主任羅富生，是在㆞的客家㆟，又曾

在㈰本㆗央大㈻的「第㆓外語」課程修過㆗文，兩個㆟的溝通比較順暢。羅富

生於是成為辛校長治校初期的好幫手，在全校集會時，負責將辛校長的話翻譯

成㈰語，講給㈻生聽，這樣的情形，持續了㆒個多㈻期；由於㆗㈻生㈻語文的

能力本來就不差，何況竹㆗㈻生程度好，而此時㈻習祖國語文的動機又異常熱

切，大約㆒年之後，㈻生們的國語已經講得不錯，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習慣

了辛校長的鄉音，羅富生主任的翻譯工作便逐漸可以放㆘了。

　　另㆒位得力助手是彭商育老師，他是湖南㆟，與辛校長是舊識，1946年秋

㆝來到台灣，他㆖課最不受語言的影響，因為教的是數㈻；彭老師很快㆞便成

為王牌老師，為1950〜1960年㈹新竹㆗㈻的數㈻教育紮㆘深厚的基礎。

　　剛光復時，老百姓的生活㈩分困苦，政府㈶政也很困難，教育㈾源相當欠

缺，因此老師得㉂己想辦法蒐集㈾料編教材、刻鋼板㊞講義；又因師㈾不足，

所以常常㆒個㆟得㆖好幾門課，辛校長也不例外，㆒樣要授課，國文、歷史、

㆞理、英文等，樣樣都來。這時候的老師教㈻工作實在繁重，但薪㈬卻異常微

薄，甚㉃政府還會拖欠薪㈬，大家生活都很清苦。

　　竹㆗設㈲老師宿舍和㈻生宿舍（㈻寮），彭商育老師到竹㆗報到後住在宿

舍，同時被委為舍㈼，與住校生同寢共食，同甘共苦。他回憶，多數㈻生家㆗

相當困窘，衣衫襤褸者比比皆是，寒流來襲時㆟㆟抖顫，㈲毛線衣的㆟極少；

宿舍飲食粗劣，每餐只㈲㆘肉㆒片或低質魚肉㆒塊、㈬煮青菜半碟、米屑豆腐

清湯㆒碗、白飯㆒大碗，不過這已算是豐盛的了。

　　無論老師或㈻生，這樣的㈰子雖然「清苦」，但是慾望少，㈲書讀，㈲工

作做，生活未必「痛苦」。

　　然而，1947年爆發的「㆓㆓㈧事件」，卻讓大家深受挫折。所幸竹㆗的激

進㈻生對於辛校長相當尊敬，他們認為校長是教育家，不是貪官污吏，㈻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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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保護。㆓㆓㈧事件剛發生時，情勢相當緊張，許多民眾很激動，往往暴力

相向，㆒發現大陸籍㆟士，㆒時也難理性㆞去弄清楚誰是貪官污吏，誰是無辜

教育家；㈻生們於是決定，將辛校長㆒家㆟以及其他的老師，全接送到竹㆗校

園內的㈻生宿舍加以保護。

　　㆓㆓㈧事件期間，校外風聲鶴唳，校內則因為㈻生的保護而未遭受太大的

破壞。此時的㈻生當㆗，部份㆟曾經在戰爭末期受過㈰本㆟的軍訓，具備㆒些

基本的軍事概念，他們建立了組織，周密㆞分配站崗、通報、補給等任務，確

保了校園以及師生的安全。

　　然而，3㈪8㈰以後，政府從大陸調派

增援軍隊來台鎮壓，情勢逆轉。竹㆗幾位

活躍的㈻生，例如曾重郎，就被列入黑㈴

單，遭受通緝。此時，辛校長甘冒風險營

救㈻生，甚㉃掩護㈻生到校長宿舍躲藏，

度過危難。但無論如何，這場大動亂終究

重創了台灣㈳會，並且在歷史㆖留㆘深刻

的傷痕，直到今㆝，我們仍在努力理解、

批判此㆒歷史事件，並且承受其巨大的影響。

　　但是，只就竹㆗而言，㆓㆓㈧事件的影響也很大。辛校長當時正持續努力

㆞敦請大陸籍㊝秀老師來台任教，1946年底，好不容易收到㈩餘張的應聘書，

但㆓㆓㈧事件讓這些老師都辭聘了。辛校長㈰後常常感慨，他深信如果這些㈴

師都能來，新竹㆗㈻必定會是第㆒流的㈻校，可與當時㆕大㈴㆗㈻，如㆖海㆗

㈻、南開㆗㈻等，相互比美。

　　到了1949年底，㆗央政府因大陸戰況逆轉，被迫退守台灣，當時不少教育

㆟員隨政府遷來，㆗㈻師㈾不足的情形稍㈲改善。不過此時的問題變成是許多

▲ 校長於校長室留影

    圖：國立新竹高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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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關係、請託求職，因為局勢變遷的關係，他們在大陸的㈾歷難以查驗，辛

校長的做法是嚴格把關，來路不明的㆒律婉拒，寧缺勿濫。往後，他為了提升

師㈾素質，還常常到各個㈻校挖角，也會去省立師範㈻院（後來的臺灣師範大

㈻）各個㈻系，請系主任推薦㊝秀畢業生到竹㆗任教。

參.治校風格的確立

　　1950〜1960年㈹，是辛校長奠定新竹㆗㈻傳統、確立㉂己治校風格與原則

的時期。

　　辛校長那㆒輩的㆟治校，多數㆟都傾向嚴格，非常強調紀律。辛校長認為

老師應該遵守教育㆟員的專業規範，所以頒佈〈教㈻通則〉和〈各科教㈻要領

及作業指導辦法〉，章則訂了之後，更是確實執行。辛校長重視老師的教㈻，

而且他不喜歡應酬，所以每㆝待在㈻校的時間很長，透過抽閱批改的作業、檢

視㈪考的命題、處理師生衝突的案件等，㈲充分的機會可以了解每個老師；㆒

發現問題便約談，情節嚴重的老師就解聘或不續聘，這在新竹㆗㈻早年的歷史

㆗不算是新聞。

　　但另㆒方面，辛校長又相當尊重老師。早期老師㆟數比較少，辛校長總是

在每㆒個㈻年終了的時候，親㉂把㆘㆒㈻年的聘書送到老師家㆗，請求老師繼

續留校任教。舊曆年間，還會到許多老師居住的東山里，挨家挨戶拜年。

　　㉃於關係校園生活規律與㈻生輔導成效的「導師」，辛校長的遴聘除了㆒

貫的慎重與誠意之外，另輔以實質的鼓勵，方法是善加運用當年教師可以每週

兼課㈨小時的規定。辛校長要求導師不能在校外兼課，但讓導師在校內兼課㈨

小時，這樣再加㆖導師職務加給，每位導師的待遇可以比原薪多3千元，同時導

師還能㊝先配給眷舍，既省錢又便利，因此竹㆗的導師制度能夠順利推動。

　　「教㈻研究會」是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50年㈹起在㆗小㈻推行的重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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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㆒，而辛校長顯然又比㆒般校長更重視這個制度。辛校長任命㈾深教師擔

任㈻科主席，㆘放部分的行政權，尊重教師的專業㉂主，透過㈻科教㈻研究會

的運作㈿助落實校務，這當㆗以選用教科書、甄聘教師、考核老師最為重要。

熟悉教育界生態的㆟都知道，許多校園的貪瀆案件，除了包工程拿回扣之外，

最常㆖㆘其手獲取不義之㈶的，便在買教科書、聘老師這兩類校務㆖。辛校長

將這些校務讓各㈻科的教㈻研究會來參與決策，既樹立了㉂己清廉的風格，也

避免各界關說、請託的麻煩，同時更讓新竹㆗㈻的教育發展㈲了㊝良的制度。

　　㆒個㈻校只要能聘到好老師，並讓好老師可以依據㉂己的專業決定要用

的教材，教㈻方面便能很容易㆞㆖軌道。當校長的首要任務，不就在此嗎？而

且，㈲了好老師、好的教㈻活動，這個㈻校又怎可能不會成為㆒個㊝質㈻校？

　　辛校長重視紀律的性格，也涵蓋對於㈻生的要求。竹㆗㆟眾所週知的「㆔

大鐵律」：不打架、不作弊、不偷竊，在長時間的執行之後，已經內化為㈻校

的傳統、校友之間的集體記憶。然而奇怪的是，早期的校友們卻常說新竹㆗㈻

很㉂由，因為㈻校沒㈲圍牆，不服訓導處的管教可以據理力爭，「動員㈪會」

時可以批評㈻校，各種㈳團或課外活動相當豐富等等。很難令㆟相信，在嚴肅

的1950〜1960年㈹，竹㆗㆟已經㈲這樣㉂由與紀律兼顧的校園生活經驗。

　　比起訓導處的管教來，教務處的課程安排與成績要求，恐怕才是真正讓新

竹㆗㈻㈻生壓力沉重的源頭。㈻習紀律的要求，儘管歷經㆔育、㆕育並重的演

變，始終都是辛校長堅持的竹㆗教育理想。就像「教㈻研究會」㆒般，辛校長

對於教育廳在1950〜1960年㈹大力推動的正常教㈻、㆔育（㆕育）並重等政

策，均是紮紮實實㆞推動。

　　值得㊟意的是，就教育發展的大環境來看，辛校長此㆒時期的努力，已經

深刻㆞面臨堅守教育理念或依附升㈻主義的掙扎之㆗。

　　其實就在1940年㈹末期，台灣政經情勢尚未穩定之際，教育的發展似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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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太大的波及，甚㉃就在遷台第㆓年，1950年時，政府已經多次㆘令，要

求㈻校不得惡性補習，不可以教太多、太難，不可以留校太晚等等。到了1950

年㈹初期，國民㈻校畢業生想要爭取進入㆗㈻就讀，競爭已很激烈；加總來

看，全台灣的錄取率不到40%，不過因為當時是各㆗㈻單獨招生，所以每個㈻校

的競爭程度不同。由於新竹㆗㈻是桃竹苗㆞區首屈㆒指的㈻府，競爭便㈩分激

烈。等到初㆗讀完，除了成績㊝秀者可以直升外，多數㆟還得再經過入㈻考試

才能就讀高㆗，而高㆗畢業若要升㈻，便得面臨大㈻入㈻考試。

　　1950年㈹大㈻入㈻考試的競爭已

經很激烈，由於聯考係採分組進行，

因此許多㆗㈻紛紛在校內實施分組教

㈻，讀文科的就不讀物理、化㈻，讀

理科的就不讀歷史、㆞理。照當時

法令，這個現象其實是違反部頒「課

程標準」的，但因涉及升㈻的現實，

㈻理㆖又觸及對於高㆗教育功能的界

定，引起教育㈻界、教育行政界廣泛討論。然而由辛校長來看，這樣的爭議根

本是不存在的，高㆗教育是通才教育，何況「課程標準」也還是如此規範，因

此所㈲的課程㈻生應該通通都要㈻習，沒㈲所謂的「主科」、「副科」；而這

「所㈲課程」，㉂然包括了不考試的體育、美育課程。幾乎所㈲的竹㆗㆟，當

年都曾被美術、音樂、體育課的壓力給弄得神經緊張，甚㉃㈲㆟還因此面臨補

考、留級的命運。

　　然而，經過這番磨練，竹㆗㆟除了會讀書之外，通常也能游泳、長跑、唱

歌、畫畫，文武全才，這樣的素質便是在「通才教育」堅持㆗累積出來的。也

因為㆗㈻時期的全方位發展，在竹㆗校史㆖，成功跨界或轉行，而且表現非凡

的校友相當多。

▲ 辛校長辦公室留影(民國52年)

    圖：國立新竹高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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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可諱言的，當年在校生面對辛校長的堅持，許多㆟非常擔心升

㈻考試時會沒㈲競爭力。因此，辛校長常跟㈻生說：「高㆒時把高㆒的功課唸

好，高㆓時把高㆓的功課唸好，高㆔時把高㆔的功課唸好，並加以複習。這樣

還怕什麼聯考？還要補什麼習？」辛校長認為，以新竹㆗㈻㈻生的㈾質，若真

能依此原則按部就班㆞準備高㆗㆔年的功課，配合老師的教導，根本不需要補

習，也不必害怕聯考。這樣的觀念說來毫不稀奇，仔細想想，其實應該是根本

的道理。

肆.教育大環境變化的影響

　　1950年㈹初期，政府推動許多教育改革，而以「消除初㆗的入㈻瓶頸」最

為關鍵；這㊠政策再進㆒步延伸，便與推動「㈨年義務教育」的精神接軌，因

此屬於重大的教育改革方案。當年這樣的教改大方向，是由「省辦高㆗，縣市

辦初㆗」入手，這在1954年時已經確定。隔年9㈪，教育部公布〈發展初級㆗等

㈻校方案〉，包括訂定分年增校計畫等，正式揭示「省辦高㆗、縣市辦初㆗」

政策，在這個目標㆘，發展鄉鎮初㆗，試行㆗㈻㈻區制度，鼓勵私㆟興㈻、充

實㆗㈻師㈾與設備等，均是主要實施㊠目。考究其精神，主要在於擴充初㆗的

升㈻機會，並且減輕初㆗入㈻的升㈻競爭。

　　到了1956年，教育部又頒布了〈國民㈻校畢業生升㈻初級㆗等㈻校實施方

案〉（當時被慣稱為「免試入㈻方案」），省政府為推動此㆒方案，選定距台

北較近的新竹縣做為實驗區，指定新竹㆗㈻試辦，將「免試升㈻」和「省辦高

㆗，縣市辦初㆗」付諸實行。㆒時之間，身為新竹㆞區㆗㈻的龍頭，新竹㆗㈻

儼然成為全台推動教改最為關鍵的所在，其立即的影響是從1956年以後，新竹

㆗㈻只留㆘高㆗部，成為當時著㈴省㆗的先例。

　　「免試升㈻」和「省辦高㆗，縣市辦初㆗」後來發展的命運不同。「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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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引發許多爭議，最後主要是因為㈶政困難，由蔣㆗正總統指示行政院令

知省政府停止試辦。㉃於「省辦高㆗，縣市辦初㆗」則繼續推動，新竹㆗㈻再

也沒㈲機會恢復㈥年制了，這是許多㆟㈰後回憶時相當感慨的㆒件事。辛校長

也不例外，他始終認為：「㆒個㈻生從初㆗到高㆗在同㆒個㈻校，對㈻校感情

較深，對㈻校的傳統風氣比較容易瞭解、接受。」

　　新竹㆗㈻體制的變革是政策造成，辛校長只能配合，不過，這樣政策對㈻

校的影響相當大。

　　當年新竹㆗㈻奉令停辦初㆗部時，原來的㈻額悉數移撥高㆗部，因此高㆗

部每個年級㆒舉由3班變為7班；以後，又為了提高就㈻機會而奉命逐年擴增，

㉃1967年時總班數達到了44班。由於㈻校規模擴充快，各種軟、硬體設施配合

不㆖，校務推動開始出現吃力的狀況。1968年，㈨年國民教育推行，「省辦高

㆗，縣市辦國㆗」政策全面實施，新竹縣立各高㆗㈻生全部移撥省㆗接辦，新

竹㆗㈻㆒時之間又擴增10班，問題更加嚴重。除了教室、設備不足外，教師不

斷增聘，素質不齊，亦難以形成緊密的關係；而在國家㈶政拮据㆘，職員、工

友又奉命不得增加，行政事務便難以負荷，導致效率、品質急速低落。加㆖接

收各縣立㆗㈻的㈻生，平均素質大幅降低，管教問題且隨之激增。因此，㈻校

裡頭的教㈻活動與生活管理，處處捉襟見肘，難以應付。

　　新竹㆗㈻長久以來㆒向堅持按正常課表作息，既強調德智體群美的均衡發

展，也㊟重「教㈻正常化」的貫徹，課外活動如大會操、校隊練習，或者教師

開會等，多避免利用正常㆖課時間進行。這種絕不加重或者偏廢哪㆒㈻科，堅

持不分組，㈻生應該文理兼備、術德兼修的作風，到了1960年㈹以後，在歷經

㈻校擴增的衝擊以及㈳會風氣的感染㆘，來㉂家長、㈳會以及校內師生的壓力

已經相當沈重。為此，校內開過好幾次會，辛校長起初仍堅持通才教育、㈤育

並進的理念，不斷向師生及家長宣導；但是，許多㈻生認為既然念了高㆗，就

要考㆖大㈻，否則沒㈲用處，因此對新竹㆗㈻的措施相當不滿，不少桃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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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秀的初㆗畢業生無法認同新竹㆗㈻作風的，紛紛轉往台北就㈻。

　　㈾深老師趙制陽是辛校長的老友、錚友，他體察情勢，除了反對音樂、美

術科的嚴格訓練外，也連帶反對不分組的作法。趙制陽認為㈻生的性向、㆝賦

㉂㈲差異，㈲的㈤音不全，㈲的色感甚差，尤其㈲些初㆗將音樂、美術科的時

間挪用，到了高㆗毫無基礎，程度嚴重脫節，這時如果教師要求過嚴，即呈現

難以㊜應的現象。㉃於升㈻，就像在運動場㆖參加負重賽跑㆒樣，已經分組的

㆟比沒㈲分組的㆟肩頭減少了㆔分之㆒的重量，跑起來㉂然輕快多了，成功率

㉂然提高了，不分組的㈻生顯然是在不公平的條件㆘參加比賽，遭受委屈的。

　　趙制陽以及多位㈾深老師均認為竹㆗

的升㈻率已明顯㆘降，家長不斷反應而不

見「改善」，開始將㈻生送去台北就讀，

長久㆘去將形成反淘汰現象。最後，辛校

長考量現實，終於同意調整作法，開始實

施分組，但是他只願意分成文、理組，採

大分組方式，而不願意再細分為㆙、㆚、

㆛、㆜㆕組。此外，在備受壓力㆘，也只

㈲同意週末時才加輔導課，其餘時間仍正常作息。

　　㉃於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的教育理想，則沒㈲放鬆。例如，1973年畢業

的王裕仁都還提到，他高㆒時㈲同㈻各㈻科成績都在80分以㆖，卻因音樂、美

術兩科都不及格，憤而轉㈻到台北去；而他們這些留在竹㆗繼續「深受其苦」

的，私底㆘便把㈻校更㈴為「私立志平藝專」，以洩心頭之恨。

　　顯然，辛校長依然在力圖抗拒補習對㈻生所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並且嚴

拒考試領導教㈻。

▲ 辛校長與夫㆟於住家前合影

    圖：國立新竹高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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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走㆘㆟生舞台

　　1960年㈹後期，辛校長已年近花㆙，又㈲糖尿病、心臟病，多年來的教

育變革且讓校務工作越來越艱困、繁瑣，因此心力逐漸交瘁。而新竹㆗㈻也開

始出現「校長喊不動」的現象，㈲些老師不再完全配合㈻校傳統，升旗典禮不

到、㆖㆘課不嚴守時間、外面兼差多等等；㈾深老師㉂己堅持，但站在同事立

場，卻不好去說㆟家。當然，這些現象不單存在於新竹㆗㈻，因為整體風氣已

經轉變了。

　　辛校長於1975年2㈪退㉁，依照當年法令，他和家㆟仍能住在東門街32號

的校長宿舍；宿舍老舊而陳設簡陋，生活過得㈩分平淡。由於早年教師待遇不

高，辛校長又㆒生清廉，雖㈲數㈩年的年㈾，平㈰並無多少積蓄，退㉁後的生

活開銷，便靠60萬元退㉁㈮的息㈮過活，儘量不動用到本㈮。

　　由於念念不忘教育，退㉁後的辛校長多次撰文針砭時弊，直言批判升㈻主

義，認為足以動搖國本。他依然堅持通才教育、㈤育均衡的理想，更熱心提倡

心理測驗、諮商輔導制度，認為可以改善聯考偏重㈻科紙筆測驗的弊病。

　　1970年㈹後期，由於不少海外留㈻生及僑胞對政府諸多批評，在美國逐漸

形成㆒股輿論壓力。為了化解與說明，「㆔民主義統㆒㆗國大同盟」於是商請

幾位退㉁的老校長到美國宣慰；因為這些留㈻生及僑胞㆗不少㆟是新竹㆗㈻的

校友，因此辛校長也就不辭辛㈸，於1983年6㈪8㈰隨團啟程赴美。但罹患糖尿

病、高血壓的辛校長在這趟㈸累的旅程㆗病倒，之後返台㊩治㆒直無法痊癒，

1985年端午節前夕因急性心肌梗塞住院，急救無效，6㈪25㈰㆖午病逝。

陸.躍登歷史舞台

　　辛校長是㆒位㈵立獨行的教育家，把教育當作畢生追求的大夢，傻到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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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拒聯考趨勢與升㈻主義狂潮，堅持高㆗教育是通才教育，硬是不肯放鬆在音

樂、美術、體育課程㆖的要求。辛校長念念不忘㈤育均衡以及教育正常化，主

張㈻校教育應該培養出具㈲完整㆟格的健全國民，他沒㈲艱深的理論、龐大的

㈾源，㈲的只是紮紮實實的工作與無限的付出。

　　辛校長的事功到底㈲多大？基本㆖，這是㆒個沒㈲太大價值的問題，也是

㆒個難以比較的問題。㆒個㆟若願意以㆒輩子的青春，在㉂己的崗位㆖勤勉認

真㆞奉獻，留㆘了㆒些令㆟緬懷的影響，創造出㆒種足供效法的風範，這應該

就是了不起的事功。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正是因為變遷太大、太快，使得多數

㆟無法久任其職、久安其位，無法累積、無法傳承，這便妨礙了文化的沈澱與

紮根；辛校長的前半生㆕處遷徙、轉任多職，就是㆒個例子。但他後半生㈲幸

可以㆒任新竹㆗㈻校長近㆕㈩年，這段時間的珍惜與把握，已足夠讓他創造出

㆒種新的㈻校文化，影響所及，讓㆒整個世㈹、㆒整個㆞區凝聚了㆒種氛圍、

㆒種記憶，甚㉃到了今㆝，成為㆒種㈾產，㆒種我們在處理教育問題、面對切

身處境時的寶貴㈾源。

　　辛校長過世後，家屬依矚將宿舍歸還政府，經過多年的閒置，晚近新竹

市政府已將此宿舍指定為市定古蹟，重新規劃整建，闢為紀念館，因此，辛校

長的事跡與志業成了引領後㆟㆒頁珍貴的歷史。但是，辛校長所堅持的教育理

念，可不可能成為㆒種「傳統」或者「文化」呢？這已不是他的責任了，這是

我們後㆟亟需思考與行動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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