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哈佛商學院院院長 
 

駐舊金山辦事處教育組 
 

來自孟買的尼廷·諾瑞亞（Nitin Nohria）是哈佛大學商學院歷

史上第一位亞裔院長，這篇報導中訪問了他對於全球化、文化差異、

商業倫理教學，以及為何銀行（bank）不一定是由四個字母組成的單

字。 

問：有幾個美國主要的大學決定在中亞和東亞地區開設分校，哈

佛大學商學院是否有相似的計畫呢？ 

答：哈佛商學院認為設立規模完整的海外分校，並不見得是促進

教學全球化最有效的方式—當然這項論點是否合理，還待時間檢驗。

曾經有許多人試圖說服我們，哈佛可以在海外提供一樣高品質的教

育，但我們認為，複製一作校園的硬體設施並不困難，但是軟體的發

展需要很長的時間。 

問：哈佛商學院怎麼在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跟上世界的脈動呢？ 

答：我們的目標是要「以最小的物理足跡創造最大的知識足跡」。

哈佛設立了七個海外研究中心，香港是全球第一個，其中有一個在加

州矽谷，因為美國東岸與西岸的差距有時不亞於國家之間的距離。今

年一月我們在伊斯坦堡創立了一個很小的國際研究中心，選擇這個地

點的原因是，這個城市可以說是東西方的交界處，可以作為聯繫中

東、東歐、前蘇聯的關口。我們每年進行的個案研究高達 250 至 300

個，其中超過一半是國際研究，題材來自中國、印度、巴西、非洲國

家。 

問：2010 年你接任這個職務時，曾說要把所有的學生送出國，

這個計畫實行的如何？ 

答：兩年前我們引進了「田野方法」教學，我們的 900 位一年級

學生被要求必須出國旅行，當時有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新規定非常瘋

狂、不合邏輯。在波士頓的校園內，學生們以十週的時間設計一個商

業理念，然後帶著他們發展出來的概念去進行為期一週的實習。很快

地，他們會發現理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多數的學生認為

這項實習是他們在哈佛學到最有影響力的課程之一。 

問：你何時確認自己真正想從事的領域呢？ 

答：我到麻省理工念博士班，一開始的領域是金融，選擇的理由

是因為這領域似乎和我大學所學的工程較為接近。但是我認識了其他



 

由工程轉入金融領域的同學，他們對數學的專精是我無法望其項背

的！然後我開始學習社會學、心理學、行為學，這些我過去不曾接觸

的領域。如果我在 16 歲時就告訴我父母我要學社會學，我想我父親

應該會說：什麼？你打算以後當個遊民嗎？ 

我非常珍惜美國教育體制崇尚自由的藝術，麻省理工是一個以工

程文明的學校，但卻也擁有一個很棒的人文學系。我認為過度去強調

表現與測試成果，會壓抑真正的創造力和智慧的發展。 

問：21 歲初來美國時，是否有經歷文化差異的衝擊呢？ 

答：我的文化衝擊是：我覺得我是從孟買這個大城市來到了一個

小村莊，波士頓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小城，你甚至無法在晚上 10 點

以後外出用餐。我必須每個月至少去紐約一趟，來感受自己又來到城

市。我必須學會怎麼去組合一個三明治：櫃檯小姐問我：要什麼麵包？

我不知道。在印度，我們只有一種麵包。當我覺得我終於完成選擇了，

小姐又問：哪種乳酪？哪種醬料？當然，最難適應的部份是美式的教

育系統。我稱呼我的老師「先生」，而他告訴我：「叫我丹」，我花了

一個月才終於可以開口喊他名字。此外，我可以自由地表達意見，不

需要自己先審查一番，我可以指出別人的錯誤。這些是我在印度不曾

體會過的自由，和對心智能力平等看待的文化。我第一堂課的老師是

一位諾貝爾獎得主，我以為我必須對他鞠躬磕頭，但實際上他就是一

堂很普通的課。 

問：你應聘時的領域是「倫理學」--這並不是現代商業領域常見

的學科？你開課嗎？ 

答：我認為好的商業經營者應該是受人尊重的，過去美國小鎮的

銀行家通常市鎮上最受人尊重的人物，但現在，銀行不過就是一個四

個字母組成的單字。 

我們要求學生修「領導與合作的責任」課程，讓學生知道，如果

一家公司出售 100%蘋果汁，但實際上內裝的是香料水，那這公司的

老闆可能會被送進監獄。課程的目的是提醒學生去注意自己的道德操

守，以免聰明反被聰明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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