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中那座黃金屋 

臺大附設醫院教學部 蕭卓倫住院醫師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這

是國中小學時期，寫作文時常用到的一句陳腔濫調，記得老師們也

總是用這句話來鞭策學生們認真學習。一路讀書讀到大學畢業，目

前出社會剛滿一年，體認到讀書沒辦法帶來黃金屋般的財富，不過

至少在工作的選擇以及競爭力上，讀書會帶來優勢，也就是說拿到

黃金屋的入場券機率較大。千鍾粟的話，國考的確是很多人努力的

目標，不過真正的大官，讀書之外，可能還要結合選舉、派系…才

能上位。顏如玉的話，異性緣可能和讀書的關係又更遠了。不過撇

開薪資、升遷…，學生時期大家追求的獎學金制度，似乎正是一個

「書中自有黃金屋」的例證。 

 

從小到大，領過不少獎學金，最早有印象要追溯到國小時期，

當時媽媽的公家機關募集了一批資金，成立了一筆獎學金。印象深

刻當時的頒獎儀式，辦在大禮堂，並請來表演團體，非常大的陣

仗，後來因為經費短缺，才慢慢簡化。另外有一次，國小的導師是

數學導師，她自信滿滿的說這次的期中考試她出得很難，並且發下



豪語說誰能拿到滿分她就請吃牛排，後來我便得到了獎勵，只是學

校旁的牛排店倒閉所以變成了圖書禮券。國小另一名導師主修國

文，提倡的是作文學習。古文、散文都要求我們背頌，一字不差背

頌完後，就可以集章，一定的章數便可兌換獎品，獎品並不是金

錢，而是各式書籍，對國小生而言，100元紙紗兩節下課就花完，

但是書本卻能讓我享受好幾天的沉浸閱讀，因此我反而更喜歡收到

書本。此外，安親班、美語補習班也都有段考一百分，頒發一百元

的活動。印象深刻的是，學校附近的早餐店，還會有憑滿分考卷送

食物的活動。 

 

國中時期，開始進入大補習時代，補習班希望有好看的榜單幫

助他們招生，所以也繼續採用獎學金的鼓勵政策。段考、模擬考，

只要全校排名前三名，或是達到 PR99，也會頒發獎學金。這時的金

額，也隨著年紀上升消費力上升，上漲到了四位數字。因為剛好就

讀的不是傳統升學名校，競爭力不大，拿到校排前三名比起明星學

校相對容易，所以常常得獎。同時補習班的同學是隔壁明星學校的

學生，同一次北區聯合模擬考的成績比我高，但是校排名次反而進

不了前三名，他就常常覺得不公平。現在想想，原來人生那麼早就

開始體悟到，寧為雞首，不為牛後是怎麼樣的心境了。 



高中以後，補習還是同樣的政策，滿分、前三名獎勵。不過這

時，同儕影響開始慢慢取代了家庭。高中生常常好友相糾一起去補

習班，可能哪家老師教學厲害、哪家收集比較多段考考古題、哪家

女學生比較好看…就一起去報名。所以補習班也引進了直銷系統，

介紹同學來報名，或是糾團一起報名都會獲得獎金。偶爾為了吸引

學生前去試聽課程，還會發放幾百元的車馬費，不過通常也不會有

白吃的午餐，常常涉世未生的高中生，招生員一番口舌下，可能就

倒付車馬費好幾倍的錢來報名劃位。印象深刻補「O毅英文」，指

考 90分以上，補習班老闆用支票給了我一萬元，不只是第一次見識

到支票這種金融產品，也是第一次拿到五位數的金額。另外一家英

文補習班，每年大考之後，還會邀請成績優異的學生，開桌於大飯

店，席開數百桌之多。 

 

建國中學的校風自由，像是社團課程自由安排、午休時間不強

迫大家待教室、午餐時間開放校外用餐…很多規定都很像大學生一

般自由。建中的獎學金也是如此，學校只會頒發教育局獎學金兩千

元給班上學期成績第一名的同學，其他人就要自行申請校內獎學

金。因為建中校友多、來自各界的捐款也多，建中校內其實有很多

獎學金資源，但是申請的人卻三三兩兩，一方面大家剛從國中時期

升上高中，對於資源的尋找和利用較為被動；另一方面，大家忙於



社團、遊戲、聯誼、球類活動…等，以各種方式揮灑青春，申請流

程要準備文件、寫文章、老師推薦信，很多人嫌麻煩就起不了頭。

因此，高中的我成績不算頂尖，但還是每學期都可以申請到校內獎

學金，也從那時開始，知道人生中很多資源，肯花心力去爭取的

話，就算條件不是頂尖，還是可以勝過眾人的。 

 

    就在進入大學的這個人生十字路口，因為人生規劃的改變，踟

躕了一年的時間，在高中同學們紛紛踏上大學校園的時間，進入不

一樣的校園-重考班。重考班一次課程就是半年的時間，一次就要綁

定報名全部科別的課程，也因此學費非常之可觀，動輒六位數字的

規模。所以不乏有人是先出社會、當兵數年，存夠積蓄後，才有前

來報名圓夢的資格。不過，重考班也非常需要榜單以供廣告，所以

每年都會公佈一個分數標準，只要達標的學生，就可以提供免學費

的優惠。非常幸運，高中三年結束後，留下的指考成績剛好達標，

得以不費成本的進入重考班，最後進入了理想中的大學校系。這樣

以成績來決定學費的制度，多少會引人詬病，就像當年該重考班的

競爭對手就曾如此說到，每年開出的亮眼榜單，大多數是受免學費

制度吸引過來的少數考生。補習班不是慈善事業，六位數字學費得

以免除，中間的金額成本，就是交由中間以下程度的學生來支付，

還專門發明一個詞「水電費學生」來稱乎這個現象。就算我身為既



得利益者，聽起來也不無道理。又是一次，在出社會前，就體會到

資本主義的殘酷。 

 

    大學進入了號稱資源最多、規模最大的全台第一首府，原本覺

得這樣的學校，一定會有更多樣的獎學金可供申請，沒想到事實並

非如此。單純成績優秀即可申請的獎金變得非常稀少，通常只有各

系的書卷獎得主才領得到。成績條件寬鬆的獎學金，通常都是限定

清寒、弱勢家庭、重大變故學生，才有資格申請的救助性質獎學

金。更多的是諸如專案獎金、研究獎金、工讀生計劃等資源，需要

大學生完成不論是勞力產出、創意結晶、完成課程等方式的付出，

才能換取相對應的獎金報酬。各項獎金名額，也總是不乏競爭者。

大學生們或自願或強迫地，開始學習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已經不是

以前中學，單純地好好完成課業考試就能換取獎學金的那個年代

了。 

 

    細數自己大學時期拿到的獎學金，有些部份其實已經和工資混

淆不清。最先接觸的是校際的交換計劃，本身沒有提供金錢補助，

自行購買來回的機票後，友校提供幾週期間，短期交換宿舍以及生

活費補助。之後接觸到學校附設動物醫院提供的打工計劃，教授申

請到一份研究經費提供給狗舍的實驗犬，雖然名為實驗犬但這些狗



狗們並非是實驗對像，僅做為獸醫、動物系學生實習課互動用，平

常時間他們都住在狗舍裡，後來這筆經費就發送給照顧狗狗的我們

這些學生。再下一個階段，申請到了學校的收發室工讀，處理文書

工作完後，剩下的時數可以唸書。也因為這份工作，接觸到了負責

電子報、徵文比賽的主辦人員，受她鼓勵後開始投稿，也賺取了不

少稿費和獎金。 

 

    大學畢業後，獎學金這個詞正式消失在自己的人生之中，或許

下次再見到它，可能就是等到撰寫論文、申請研究經費的時候了

吧，不過到時候的錢，已經再也沒有過去那種獎學金給我的感覺

了。成長的過程，感謝獎學金的一路相伴。曾經，它提供的是一份

用功唸書的誘因；之後，申請的過程之中，我學習到積極爭取資源

的態度；最後，更是超脫了原本的分數、排名，讓我學習到將專精

領域上的付出，轉換為有形酬勞。 

 

    每一份獎學金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大多數是老師獎勵學生

的一個念頭；有的隱含了台灣的補習文化；有些則是像高中時期的

「五十嵐力與李坤賢先生友誼紀念獎學金」和「黃國鎰同學獎助學

金」，一個是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大時代故事，另一個則是一樁令人

遺憾的命案…；抑或一次國家、學校贊助的交換學習…感謝這些成



立獎學金的人們，願意捐助金錢愛心，我在受領金錢的同時，也獲

得好多寶貴的人生故事。期許自己，未來也有能力提供資源給下一

代的學生，把金錢、故事、恩情，一同傳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