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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期 亞洲大學 教師增能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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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102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各學系碩、博士班報名踴躍，以心理 學系研究所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最夯，該系組只錄取兩名，迄今已吸引20位

大學應屆畢業生報名，其中，有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台北教育大學等知名大學的畢業生搶先報名，競爭激烈。　

　　據統計，本校心理系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諮商心理組，不論是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每年都有8倍以上的報考人數，報考競逐2至4個名額，競爭激烈，今

年臨床心理組甄試入學報考學生中，更有台大等名校學生報考，可見亞洲大學心理系研究所的學術已建立口碑。

　　心理系張利中主任說，國人對精神醫療、臨床心理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如憂鬱、自殺、網路成癮症等文明病普遍，心理師的必要性逐漸顯現，除了擔任臨

床心理師，還可投入醫療相關體系，如醫院或精神科專科、衛生行政單位 、戒護所或監獄、各級學校輔導中心或啟智學校， 有

些國立大學要求由心理系背景老師來擔任導師。

　　民國90年「心理師法」通過後，心理系畢業生繼續進修碩士學位的比例大幅提高，張利中主任指出，因為有志於臨

床心理師工作者，一定要取得碩士學位後，才有資格報考臨床心理師執照，據統計，目前有半數以上的心理系畢業生會

選擇繼續進修；而考選部審定本校心理系是培養臨床心理師合格機構，讓該所臨床心理學組成為熱門系所之一。

　　「對多數心理系來說，考取心理師執照仍是理想的出路！」張利中主任指出，過去在醫院擔任心理師薪水約3到4 萬

元，「心理師法」通過後，取得執照的新鮮人，月薪從5到6萬元起跳，如果是有能力獨當一面的心理師，每小時的臨床

諮商費用高達2,500元到3,000，月薪平均8萬元，如果獨立開業，收入更豐。 

　　為迎接安藤忠雄藝術館主體工程完成，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於11月23日蒞臨本校演講，他希望這棟藝術館不僅是台灣的寶貝，還是全世界的寶貝；勉勵年

輕的學生走出台灣看世界，培養自己獨立思考，並妥善做好時間管理，做好份內的事，「沒有辦法按照時間完成的事情，品質也一定不好！」

　　安藤忠雄大師說，是蔡創辦人請他為亞洲大學設計一棟藝術館，要完成一棟建築物，除了業主的熱情，創造力也很重要，這兩樣特質在蔡創辦人身上看到。

亞大藝術館施工近2年，如今終於看到這棟主體建築，看到的第一個感覺，三角形的建築的確是很難蓋的建築，「我致上最深的謝意！」

　　「我沒有受過專業的建築教育，所以我常去歐洲旅行，找到自己到底要做什麼！」安藤大師鼓勵年輕人應該出去世界各國旅行，再回到台灣，為了幫亞洲大

學設計這棟建築來到台灣，知道亞大收藏不少法國雕塑家羅丹的作品，羅丹也是一位用生命在創作的藝術家，他相信很少學校有這麼多的羅丹收藏。所謂的藝術

，應是在歷史上有所成就的，所以我們要如何創造歷史也是很重要的。

　　安藤大師強調，為亞洲大學設計的藝術館，他認為從三角形可以延伸很多可能性，非常期待未來從三角形出發，不單從台中、台灣，有更多的學生走出去。

他和蔡創辦人和參與這棟建築的人們，期待這是一個開始培育出更多年輕人從這裡走向世界。

　　亞洲大學安藤忠雄藝術館採用清水模工法，安藤大師答說：清水混凝土便宜，且可以塑造成各個形狀，加上他個人的喜愛；清水模不論在哪裡都可以使用，

他想做的是：「誰都會蓋，但誰都蓋不出來的建築」。

　　「請問安藤大師對建築有熱誠的人，有何建議，未來的路該如何走?」安藤大師答說；他沒有接受過大學建築的專業教育，他鼓勵年輕學生，要找到學習的對

象，就像國際建築大師柯比意就是他的學習對象，他幾乎每天都讀他─不論是一棟建築或是一本書。同時趁年輕時，到處去旅行，多看看歐美的建築，將來蓋一

棟比安藤忠雄更好的建築。

　　安藤大師強調，三角形的概念，就是一種對抗的感覺，他能回報亞洲大學，就是設計這棟好的建築，他認為大家

都必須學會享受文化，所謂的大學，就是孕育文化的起點，所以蔡創辦人要蓋亞大藝術館的精神，就讓他很感動。

　　蔡長海創辦人是個安藤迷，他說，安藤大師不僅是建築家，還是一位藝術家與教育家，他希望演講能為大家帶

來美學的新創意。這座藝術館不是僅屬於亞洲大學的藝術館，而是一座屬於台中市、台灣甚至是全世界的藝術館。

藝術館的完工對亞洲大學來說才是個開始，他希望亞大藝術館能拋磚引玉，帶領台灣在國際藝術界發光發亮。

　　蔡進發校長說，亞洲大學藝術館為安藤忠雄在全世界大學內的第一個作品，同時也是安藤在台灣的第一個作品

，如此完美的作品，需要一位有遠見的業主如蔡創辦人，以及一位偉大的建築師，如安藤大師。他期望大家能進入

藝術館親自體會安藤忠雄建築的質樸與簡潔，另外他希望亞洲大學藝術館未來可以作為社區、國內藝術家、文創的

基地和國際接軌的平台。

　　第十九屆「東元獎」11月3日在台北頒獎，本校健康學院林俊義院長是得獎人之一。林俊義院長長年投入農業科技研究，從水果月曆、台梗九號、彩色白木耳

、益全香米到超級蓬萊米，從設施園藝、穴盤育苗、有機農業到生質能源，林院長都是重要的幕後推手。林俊義院長的受獎實至名歸，為校爭光。

　　林院長說，能夠獲得第十九屆「東元獎」，他覺得很榮幸，感謝亞洲大學蔡長海創辦人、蔡進發校長等人的支持，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儀器設備，讓他專

心投入農業研究，未來仍將在生質能源、白木耳、食藥用菇類栽培及蓬萊米的培育上更加精進鑽研，期能對台灣的農業有所貢獻，繼續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

　　東元獎「生物/醫工/農業科技類」得主林俊義院長於農業公務單位任職長達33年，被譽為「政府和農民之間最能溝通的橋樑」，歷年經手業務影響的農業產

值累積粗估高達千億元。由於對台灣農業有卓越貢獻，他當選過世界十大傑出青年、得過行政院優秀農業人員獎，名列國史館口述歷史計畫指定專訪的台灣戰後

「出類拔萃人物」。

　　現在到處可見的水果月曆，是林俊義院長於1983年擔任台灣省農林廳特產科科長的構思，創下水果行銷小兵立大功的風潮；後來任職「種苗改良繁殖場」場

長，將高粱種子的發芽率從原本的兩、三成提高到八成以上，並引進改良「穴盤育苗」法，讓種苗培育可自動填入營養機質、自動播種和澆水，大幅提高種苗的

健康成長率。

　　林俊義院長在「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任內，把育成將近10年，但一直未受重視的稻米品種，正式命名為「台梗九號」並大力推廣，如今已是全國種植面

積最高的優良稻米品種；在台灣省農業試驗所所長任內，將農試所原本每年平均只育成一到兩個新品種的效率，提高到每年育成三、四個新品種，例如知名的益

全香米、杏鮑菇、翠玉荔枝，都是在他任內積極鼓勵同仁研發成功的。

　　美國普渡大學植物及植物病理系博士的林俊義院長，從農試所退休後，受聘到本校健康學院擔任院長，成立「食藥用菇

類研究中心」，主導研發白木耳、牛樟菇等產品，除了已可用太空包量產白木耳，甚至用栽培瓶生產出白木耳菇體（子實

體），有不錯的績效，還研發完成全球唯一白木耳自動化環控栽培系統，栽培無毒白木耳，並利用獨特配方培育出彩色的

白木耳，豔麗好看，並具抗氧化能力。

　　林俊義院長亦領導培育出單位產量居世界之冠的超級蓬萊米「亞洲168號」，每公頃10噸的稻產量不但比台灣目前最高

產的品種「台南11號」高約50%，米質也比台灣最優品種「台梗九號」更佳，秋季栽培只需86天就可收成，比一般水稻節省

兩週時間，而且種苗能抗稻熱病可減少農藥使用，是全球缺糧國家的一大福音，已有聯合國人員前來洽詢技轉給貧困國家。

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林俊義獲頒「東元獎」！

亞大心理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績效佳

國際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在亞洲大學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