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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林家 學長與陳欽棉學姐專訪 

沈靜宜 

  週末下午，匆匆進入喧嘩的速食店二樓，雖然和即將採訪的學長姐夫婦素

未謀面，但仍一眼就找到彼此。這不知道是緣份巧合，還是一種同屬中興人的

默契？眼前的學長及學姐，笑容親切可掬，雖然已從大學畢業近十年，但全身

仍充滿屬於年輕人的活力氣息兼且談吐輕鬆幽默，讓剛趕到的我也不禁笑逐顏

開。 

  林家霈學長與陳欽棉學姐乃是大學同班同學，但在當時兩人卻不是班對，

甚至學長還笑著說：「她那時候還覺得留長髮又戴耳環的我是壞學生，很討厭

我呢！」但是緣份就是這麼奇妙，畢業之後兩人投入不同的職場工作，但在一

場同學間的聚會中又逐漸熟稔起來，乃至開始交往，並且結婚。 

一事能狂便少年 
  家霈學長目前在八大電視公司擔任「大腳走天下」的編導，回憶起當初進

入電視圈的契機，學長說：「那時我們在大三修過一門『影視史學』，在這一年

的田調、自己編輯影片的過程中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就覺得以後從事相關的

工作也不錯。到了大四時，有天在宿舍看到當時衛視中文台的『臺灣探險隊』

這個節目，就覺得：哇！這工作太爽了吧！」學長率直的語氣惹得我們都笑了

起來。於是畢業後學長就開始向電視公司投履歷，無奈並非本科系出身，幾乎

沒有公司願意用他；後來有一家小型的傳播公司終於願意聘用，但是職位是最

基層的製作助理，而且薪水只有兩萬。學長苦笑著：「兩萬。可是我就是很想

進這行，只好牙一咬答應啦！」雖然如願地進入相關公司工作，但是很多事情

還是得從頭學起。製作助理雖然什麼事都要做，但是較有專業性的技術層面，

例如剪接，普通剪接師是不願意白白教人的。學長講到這裡，微微笑了起來：

「所以我就一直在旁邊偷看啊，常常看，有次剪接師累了想休息，我就自告奮

勇要幫他剪，他說好，就開始教我怎麼剪啦。後來，只要剪接師想休息，就會

叫我去幫忙剪，我的剪接技術就是這樣學來的。」 

  因為知道自己並非科班出身，所以特別努力，憑著一股想證明「我沒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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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霈系友 

較差」的衝勁，反而學得比別人多、比別人快。離開最初的傳播公司後，學長

又先後進入三立、八大等電視公司擔任節目企劃，最後一步步地升上編導這個

位置。由於學長所參與的團隊大多都是行腳節目的幕後製作，與他最初想進入

電視圈的契機十分吻合。這樣看起來似乎跟歷史沒有關聯，但是學長說：「因

為有歷史系的背景，所以我在規劃節目的內容走向上會比較著重在人文方面，

這是一些同性質的節目比較少的。而且對節目採訪的目的地背後的歷史背景我

能很迅速地掌握，這對行腳節目有很大的幫助。」 

  至於給有意進入這一行的學弟妹的建議，學長馬上大笑：「最好的建議就

是不要進來！」學長表示，其實這節目幕後製作非常累，尤其是行腳節目，如

果沒有一定程度的熱誠和狂熱，只憑一股興趣是做不來的。「我們這一行有一

個 369 法則，要嘛 3 天、6 天、9

天，要嘛 3 週、6 週、9 週，再不

然 3 個月、6 個月、9 個月。意思

是說大部份的人在這段期間內就

會受不了選擇退出，另求出路，如

果你熬過來，恭喜！表示你天生要

吃這行飯。」我想，藥專畢業後不

顧家人反對，毅然憑著喜愛歷史的

心考插大進入歷史系的學長，這種

熱血的特質在他身上是一展無遺

的，無怪乎他能在他的工作崗位上

堅守這麼多年而樂此不疲了。                  

筆陣獨掃千人軍 
  欽棉學姐在我們訪問學長的過程中，不時地從旁補充，學長的訪問告一段

落後，她很快地抓到要訪問的重點，開始侃侃而談有關於自己的經歷。雖然早

在電話約訪時就感受到學姐的細心與極強的處事邏輯，但聽聞學姐的學經歷

後，不禁為自己的「班門弄斧」捏把冷汗。 

  被學長戲稱是「歷史系註冊，新聞社畢業」的學姐說：「我大學的時候很

忙，不只唸歷史系，還輔修中文系，但平常主力都放在我參加的新聞社上，然

後也有在系學會幫忙編系上的刊物，真的很忙。」學姐在進入大學後，即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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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欽棉系友 

了新聞社，在社團期間表現亮眼，

做出來的新聞稿很受到社團學長

姐的賞識。學姐表示，不僅自己的

撰稿能力在這個時期被訓練出

來，連帶的比較技術面的事情─例

如排版、編輯、送印等等，也都是

在社團中學的，最後學姐還當到新

聞社的總編輯。這樣的經歷對於畢

業時要投入職場的學姐有很大的

助益，學姐分析到：「公司要用人

通常分兩種：一種希望你已經有工

作經驗，這樣會很快步入軌道，不必再費心教；另外一種反而希望你沒工作經

驗，因為這種很好教，可以塑造成公司想要的類型。而我剛好卡在這兩者之間，

有相關的編輯採訪經驗，技術面我也熟，但又沒有真正的工作經驗，所以我找

工作很快就被錄取了。」學姐畢業後進入一家編寫有關傢俱方面的雜誌社工

作，後來又進入《美食新聞》擔任記者，目前則是在人類文化出版社從事童書

系列的主編。講到這裡，學姐俏皮地說：「我們老闆偏愛歷史題材的童書，所

以以前唸的歷史就有幫助啦。我現在常常回去拜託歷史系的老師或學長姐來編

寫或校訂，自己在審稿的時候也比較有概念，不會弄錯。」想來學姐是幸運的，

有熱愛歷史的老闆及先生，歷史系真的是唸對了。 

  然而提到給學弟妹的建議，學姐難得嚴肅了起來：「要進這一行，我認為

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強文筆的訓練，增進文字的能力。如果連自己文章都寫不

好、錯字也挑不出來，是要怎麼去審別人的稿？現在很多記者或編輯這種最基

本的能力都太弱，這樣子很快就會被淘汰。」至於解決的辦法，學姐認為就是

要多閱讀，這大概是為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下的最好

註解吧。除此之外，學姐認為「活潑」及「有創意」也是一種較好的人格特質，

用以搭配自己的工作能力，使之得到完整的展現。學姐是這樣子解釋的：「我

的個性本來就是比較活潑，不會害怕接觸人群，這樣的人格特質在工作上是比

較有幫助的。不然大家學的都是一樣的東西，為什麼每個人表現出來都不一

樣？另外有創意的話才能幫助你想到很多不一樣的點子，在做企劃的時候會比

較突出，否則大家都一樣，就沒什麼好比的。」講到這裡，一旁的學長也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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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霈、陳欽棉夫婦合影 

附和，表示讚同。 

  不知不覺受到經典或先賢思

想的禁錮及僵化，是文學院學生很

容易犯的毛病。學長姐夫妻不但沒

有受到這樣的負面影響，反而堅持

自己的理想，再佐以歷史系背景的

優勢，各自在職場中闖出一片天

空，擁有屬於自己獨特的閃耀光

芒。訪問結束後學長姐雖然很謙虛

對於今天的訪問感到很惶恐，但是

我想學長姐真的是忒謙了。我曾聽

說過有關成功的定義是這麼說的：成功不是只限於賺了大錢或當上什麼大人

物，而是在於是否能夠踏實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並且完成實踐，無論是多麼微

小的事。所以，林家霈學長與陳欽棉學姐在我看來完全是成功人士的典型，是

很值得學習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