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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0日，我終於獲得台灣師大教育

學碩士學位。其實這本來是很平常的

事，因為目前幾乎碩博士滿街是，但對55歲的高齡者

來說，雖是喜悅，回想起求學之路卻格外的辛酸。

求學之路篳路藍縷

1959年，國小畢業後，我以原住民族身分，經宜

蘭縣政府考選保送宜蘭中學初中部。12歲的我，第一

次為了求學從南澳到宜蘭市。當時交通不便，沒有鐵

路；公車一天也只有一兩班車，故無法通車上下學，

因此原住民族的學生與金門寄讀生，都住在學生宿舍

裡。小小的年紀，父母未能在身旁督促功課，小聰明

的我，未能盡心讀書，只求Pass過關，以致英語，未

能打好基礎。很快地三年一過，面臨升學考試，想當

然爾，宜蘭中學高中部榜單中，看不到我的名字。

所幸當時政府為了培養原住民地區之國小師資，

從1959年起，在台灣南部的屏東師範學校，每年招收

一班「山地班」，從當時全國30個山地鄉，考選保送

45位原住民學生集中就讀。1962年，宜蘭縣有3個名

額，經考選結果，在眾多原民考生中，我居然是榜

首，就這樣進入一般生升學錄取比例只

有三十分之一的屏東師範學校，當起了

「師範生」。

或許是離家三年較為成長也較為懂

事，知道要認真學習，否則無法勝任國

小老師的工作，因此以品學兼優的成績

從師範學校，卻因為就讀師範三年期

間，沒有英語課程，英語程度未增反

退，成為日後求學之路的一顆石頭。

畢業後，男生依規定需在國小服務

三年，若不繼續升學就要服兵役，而我

當初只想盡心盡力當一位認真負責的國

小老師，因此三年來從未為準備大學聯

考，打算服完兵役後繼續回到國小任博士論文口試當天跟太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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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但當時家父極力強求身為長子的我參加大

學聯考不可違逆，便透過師範學校當時的保送

制度，以就讀師範時不錯的成績，向母校屏師

申請保送，結果我便以當年第11名的成績保送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系，當起「大學生」。

由於在學校任職的歷練後較為穩重成熟，

回鍋當學生知道認真進取，其他課程都能得心

應手，唯獨英文這門課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致命

傷。即使學校安排師保生就讀夜間英文特別

班，第一學期我還是因程度太差死當。甚至為

了英文，身心疲憊、精神錯亂，好在經過三年

的持續努力與同學的鼓勵，英文終於勉強過

關，也完成大學四年的課程，順利畢業。

充滿挫折的碩士之路

1972年，我分發到羅東高中服務，並兼任

輔導活動執行秘書，次年便回家鄉南澳國中擔

任訓導主任；1977年介聘到壯圍國中；1984年

再度回南澳擔任教務主任，1986年底考上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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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考後與口試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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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1989年2月開始擔任國中校長。除了認

真教職外，我一直未忘記要持續進修與成長，

但受英文程度之限制，對於參加一般研究所之

考試，認為這輩子已是無緣，只好申請就讀採

積分免試之暑期四十學分班，並於1984年完成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之進修。

1996年，在教育局游春生課長之相約與鼓

勵之下，姑且一試報考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

但未能錄取。英文作文答案卷整頁空白、一字

未寫，甚至想對閱卷老師寫句「I am sorry」，

都怕寫錯而不敢寫。不過後來才發現，國文與

英文總分門檻只差兩分。心想，既然都敢考

了，為何不回母校台灣師大報考？因此隔年就

試著報考四十學分班後保障七個名額之教育研

究所，卻被英語系畢業的朋友考生調侃「他英

文要贏我三十分」。放榜後，那位朋友考上

了，我還依然榜中無名，心想著只要有英文考

試，打死我也不考了。

1997年的年底，無意間又翻開了招生簡

章，豁然發現師大公訓系碩士班考試，總分

八百分，其中專業科目共六百分，國文、英文

各佔一百分。想想英文才佔八分之一，若加強

專業科目應還有一絲希望，因此投考的意願又

死灰復燃。於是改考公訓所，雖然再度落榜，

但卻激起我的信心，若利用一年來加強英文及

國文，專業科目再予以複習，應該錄取有望。

因此找上台北英文補習班名師戈保華先生，每

星期日宜蘭、台北往返補習英文，整整一年，

從未間斷。1999年，第四次報考碩士班，結果

國文、專業科目名列前矛，英文成績仍然慘

烈，但卻以第11名的成績錄取。離開師大27年

後，我又回來當研究所研究生。兩年半終於通

過論文學位考試，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雖然

過程很辛苦，但卻也讀出興趣來了。

2
0
0
3
年
，
57
歲
高
齡
的
我
又
毅
然
參
加
博

士
班
考
試
，
不
論
成
敗
，
我
心
坦
然
。
當
時
報

考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系
博
士
班
，
資
料
送
審

後
，
連
參
加
口
試
的

機
會
都
沒
有
，
因
此

非
常
地
心
灰
意
冷
，

想
回
家
鄉
過
著
國
中

校
長
退
休
的
日
子
。

畢業典禮後與指導老師王雅萍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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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民族學系博士班

2003年，57歲高齡的我又毅然參加博士班

考試，不論成敗，我心坦然。當時報考中正大

學社會福利系博士班，資料送審後，連參加口

試的機會都沒有，因此非常地心灰意冷，想回

家鄉過著國中校長退休的日子。

雖是享受著退休後自在的生活，但心掛念

著故鄉的發展與孩童們的教育，希望能夠回饋

故鄉，因此擔任了宜蘭縣原住民族事務發展委

員會之副主委、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以

及宜蘭縣童軍會的理事長等義務職務，並領導

一群原住民族菁英在宜蘭縣原住民族部落大

學，擔起部落文化復興重振的責任；也與關懷

品德教育與合作學習的童軍木章持有人，共同

為宜蘭縣的童軍教育活動而努力。

2008年家鄉的兩位國小主任及校長（羅姓

與胡姓），曾參與過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班入

學考，便來鼓勵我參加2009年的入學考，當時

幾乎所有博士班入學考，英文是必考，還好政

大民族系博士班的外文考科是英、日、德、

法、俄五種外文任選一種，我自己認為選擇日

文或許還有希望，便有了報考的念頭。當時僅

是想多學點有關原住民族的理論和實務，甚至

不讓內人知道又有想考試的念頭，默默地足足

準備一年，參加了2009年入學考，我第4名的

成績錄取了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般，離考上

碩士班已是10年前的事了。

從校長到博士的終生學習實例

考上博士班後，除原本在台北教育大學教

育學系兼任講師外，還要在到政治大學上課，

常常趕搭武塔、羅東、台北再到政大的往返班

車，過著上午去當講師，下午去當學生的四年

博士班生活。除了長途跋涉外，面對繁重的課

業以及義工職務，常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挑燈夜

戰，然而在專業成長的路上，總是有貴人相伴

與鼓勵並提供及時的協助；能在四年後，結合

理論與實務經驗完成《宜蘭縣原住民校長推展

泰雅民族教育之研究》博士論文撰寫。除了要

感謝上蒼外，更要感謝支持我、鼓勵我、協助

我的每一個人。尤其是指導教授王雅萍博士。

恩師創新的思維與嚴謹的論述，在論文的架構

及邏輯脈絡方面，給了我很多正確的啟迪與指

引，恩師為原住民族語言教育而努力，在公務

忙碌之際仍悉心指導與寬容，其治學的態度及

為人處事是我學習的典範。

在論文完成後也體認到自己在無垠學術之

路的渺小，期盼我的論文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教育能有所幫助。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又繼續

到國立宜蘭大學擔任兼任助理教授，傳授台灣

原住民族文化等課程，我的重心也逐漸轉移到

專班的學生身上，每學期為他們講授有關原住

民族的專業必修課程。回想起我博士之路一路

走來，有風也有雨，而我終生學習的實例，希

望能對原住民族的孩子有些許的鼓勵。

終身學習實例─我的求學心路歷程

Mbing Hayung
曹天瑞

泰雅族，南澳群塔比亞罕社末代

頭目「哈勇‧卡力茲」之第四代

後裔。1965年畢業於屏東師範學
校原住民專班。1986年考取台灣
省國中第十三期校長。於2002年
8月創立宜蘭縣原住民部落大

學，並於2013年6月10日籌設「泰雅族南湖大山學區」部
落學校。2009年入學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並於
2013年獲得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