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江學海—李文傳教授 

 
李文傳教授求學於逢甲大學的經濟系，畢業之後繼續就讀逢甲大學經濟系研究

所。研究所畢業之後決定出國深造，在美國羅格斯大學主修經濟，並且得到了

博士學位。2006 年曾獲得優良教師獎以及 2007 年獲得台中市特殊優良教師。對

我們來說他就是個熱血心腸的人，像大家長一樣的照顧我們，總是替我們著

想。 

一位認真的教授，為何選擇就讀經濟系？李文傳教授幽默的回答：因為大學聯

考按照分數填志願，後來選到了經濟系，原來教授也跟我們一樣。平常健談的

教授，講課妙語連珠，想不到是一個內向的男人，他說：「我不能把我個性秀

給大家看，上課怎麼能夠不講話。」「我就是這個個性，我不管去哪裡就是一

樣的個性，不可以！」的確，面對不同的人，都要用不同的態度去面對了，更

何況是工作？無論做什麼職業，就要適應那個職業的個性。然而內向的人為什

麼選擇當一個教授呢？李文傳教授回答：「我本身是內向的個性，所以我根本

沒想到未來會怎麼想。」 

原來一切都是因緣際會之下的結果，在教授大二的時候他的老婆從外校轉學進

來，有許多大學一年級的必修課程的學分都還未得到，有任何的課業問題都向

當時成績普通的李文傳教授詢問，所以文傳教授決定陪著她一起旁聽，將大學



一年級的課程又學習了一遍，幫助她一起完成一年級的必修，也因此將一年級

的基礎課程打穩。而接下來的大學成績也突飛猛進，在那麼好的成績下，也還

沒有對未來任何的職涯規畫，所以就決定繼續升學，一路念到了博士學位。 

我們詢問了教授在求學的路程中是否有遇到困難，他覺得在台灣念書其實都還

好，在國外讀書才是真正最困難的地方，在美國時因語言不通，就算英文在台

灣學得再好，在美國也還是不夠用，導致每次上課都聽不懂。所以一切就只能

自己來，在台灣念書基本上是老師帶著念書，在國外則是紮紮實實的自己念

書，只能自己更加倍努力的、花更多的心思與時間來讀書，這五年在美國念書

時真的是很痛苦，但也是收穫最多的。 

教授花了好幾年的時間都在讀經濟，甚至連職業都是經濟學教授，幾乎有半輩

子都在和經濟相處在一起，教授真的那麼愛經濟嗎？經濟帶給他的有甚麼？教

授說：「其實我也沒有嘗試過其他的，所以無從比較。」因為一路走來就是學

經濟，發現自己跟經濟很投緣，就一直念了下去。他說經濟不是「背多分」，

是需要靠理解的，並不是背一背就可以得很多分的，經濟學是屬於理科，重邏

輯的思考，經濟學也是要靠許多數學去推論，自己也屬於理解型的，不適合當

「背多分」，所以學經濟很適應。也鼓勵學生學經濟要去用理解的，不要去死

背經濟。 

身為經濟的教授最快樂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如果在經濟

的領域深入學習，然後有所成就，當老師的就很開心了。但若是不適合的話也

不用強迫自己留下，勉勵學生不要因為不喜歡而離開，要因為喜歡而過去。教

授問了我們一句話：「是因誤會而結合？還是因誤會而分開？」誤會的意思是

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要去理解，理解就不會不知道了。要知道那個是自己喜歡

的才過去，所以可以因誤會而離開，若是因誤會而結合就麻煩了。如果提到轉

系考，教授說：「最佳的轉系時期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因為這個時候，我

們學的東西都跟別人一模一樣，最重要的是先了解那個科系是在做什麼的，而

且確定你想不想要。 

當教授之前，有沒有其他想從事的工作？當我們問起這個問題，教授也很坦然

的說，那時候他完全沒有規劃，所以他也不知道，也沒有到其他地方工作過，

所以他一頭就栽進來了。當了老師這麼久，他也曾經想過，如果現不在當老

師，他現在能做些什麼？他笑笑的說：「說不定我現在是台電總經理。」他之



後講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人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不要畫地自限。我們常

聽到一句話，我不行、我不會。但是哪有學不會的事，只要我們認真學，一定

可以。我們也問了教授，對於現在的生活還滿意嗎？教授說：「沒有什麼不滿

意的，我這個人比較隨遇而安。」別人常常問他，最近過得好嗎？他回答：

「平安就是福。」 

讀經濟未來的出路在哪裡？通常就是教書或研究。教書和研究是兩個不一樣的

路，教書是與人互動的、做研究就是自己埋頭苦幹，一個負責培育人才，另一

個就是研究出更多有關經濟學的論文，兩者的貢獻都是大家看得到的。選擇哪

一條路，就看你自己的個人特質適合哪一個。 

「經濟學的天空」是李文傳教授一直很想開的一堂通識課，讓大家一起來聊聊

經濟學，畢竟經濟學是一個貼近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門學問，輕鬆的一起進入經

濟學的世界。這世界都是經濟學的概念，例如今天要不要上課，假如不去上課

有點名或突然小考的話，導致沒點到名或小考得零分，這叫做付出成本。那如

果去了呢？聽老師講課，則得到效益。比較兩者之間，就可以得到結論是否要

去上課。或者是以手機為例，對教授來說手機只是一個方便連絡的工具，並不

使用網路等其他用途，何必花個一萬、兩萬買一個智慧型手機，這對教授來說

CP 值太低了。這些都是經濟學的概念。 

逢甲大學在全國大學排名裡並不是很前面，以往大家都覺得國立大學比較好，

但是近幾年來逢甲大學有在慢慢進步，甚至逐漸超越了暨南大學和東華大學，

因為那兩所比較偏僻，很多人考上了暨南，他們不要，選擇了逢甲。然而逢甲

大學的經濟系跟其他學校相比有什麼特色？逢甲大學經濟系早期有碩士班和博

士班，有一個完整的學制，所以李文傳教授經常鼓勵同學可以好好念， 一路念

到畢業。另外一點是國立大學人多，通常教授管不到學生，私立大學就不一樣

了，通常教授跟學生就有比較多交流。他覺得這點在逢甲大學還算是不錯的。 

 大學畢業進入職場，經濟系什麼都學，學得很廣但學得不精，但是有些知識在

學校不會學到，在以後的工作中會學習到以前從沒學過的知識，以後找工作也

會有比較多的類型可以選擇。目前台灣的經濟景氣沒有算很好，經濟成長率才

2 點多，這是大部分已開發國家，像是美國。但這 2 趴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

無法算是已開發國家。而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的速度就像飛機的起飛，上升

速度很快，但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會再往上升，就是停滯了。 



學經濟學主要還是要靠邏輯的思考，像是數學就很重邏輯性，就可以藉由加強

數學來提升自己的經濟能力。偶爾也會看雜誌，但因為平常都要上課，變得沒

什麼空閒時間在看，所以很少會去閱讀，只要有興趣的雜誌都可以值得去看。

商學院學的領域主要是以經濟為主，經濟比較屬於基礎科學，商學院的其他

系，也都會學到經濟學，也因為沒有到很專精，常常會被忽略掉，教授就常常

跟學生說：「在基礎上多加強 ，基礎好就不用怕。」如果是專精某個領域基礎

卻不穩的話那也不好，所以勸學生把基礎的理論學好。 

台灣在培養經濟人才這方面沒有做得很好，其中也有很多原因。外國的話，一

個班級裡的學生人很少，管理上也比較方便，也比較能直接進行師生之間的溝

通及互動。像台灣的大學，有些課一個班級裡會有 80 幾個，甚至會超過 100

個，老師一次面對這麼多學生，這樣根本無法有效地進行溝通，有可能你認識

老師，但老師不知道你，除非是有些令老師印象很深刻的。不過國立大學是可

以解決培養人才這方面的問題的，但如果台灣的人才都由國立大學來培養的話

也不太行，私立的也要盡一些努力去解決這問題。 

教授平常的興趣，之前喜歡看電影，有什麼電影就去看，看過的電影多到不計

其數，有時候進到戲院看了一段時間才發現這部已經看過了，但因為是喜歡的

還是會繼續看完。教授對命本身也是不太相信，但是是因為好奇別人是透過什

麼方式來知道自己的才開始接觸算命，也剛好有這個機會，想說來學學看，但

算出來的結果也只當作參考。最後我們問了教授：「你覺得你現在這樣子算成

功嗎?」，教授想了一下，回答：「成功的要件有些可能沒有達到，但失敗的要

件都沒有，至少不算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