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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建生老師並沒有教過我，我在臺大經濟

系就讀時施老師也已經退休了；不過大

一的經濟學課程就是以施老師的《經濟學原

理》為教科書，當時聽系上師長提及這本書

是學習經濟學的起點，所以施老師可以算是

我經濟學的啟蒙，但當時我絕對沒有想到會

在中經院與施老師再次結緣。

施老師長期擔任中經院的顧問，與中經

院共同成長，在中經院當顧問的時間幾乎與

他在臺大經濟系任教的時間相當。施老師住

家就在中經院旁邊的臺大宿舍，每天早上都

會看到施老師來中經院，幾乎與院內同仁同

時上下班。一些年輕同仁幾乎不相信年近百

歲的人瑞，還每天準時來研究室報到；而中

經院的保全也會貼心的協助施老師過馬路，

此景令人永遠難忘。

施老師一直在中經院餐廳吃中飯，施老

師堅持自己盛飯夾菜，絕對不假他手。施老

師胃口不錯，對同仁都很客氣，也會與同仁

聊上幾句。同仁看到施老師能吃能談身體健

康，也都非常開心。

隨著施老師年齡的增長，餐廳老闆還很

貼心安排最近飯菜的桌子給施老師用餐。最

近幾年施老師行動較不方便，都是由外傭來

打飯，餐廳老闆還會指導外傭挑選施老師愛

吃的菜色，不少同仁也會問外傭施老師的健

康狀況。不過最近外傭未再出現，聽說是因

為施老師胃口不好，同仁們更是關心，想去

探望施老師，但由於施老師低調更不願意麻

煩人，同仁未能如願而無緣與施老師見面。

每年中經院的尾牙餐會都在院內舉辦，

尾牙固定的節目是一定會請施老師高歌一曲

「教我如何不想她」，施老師聲音嘹亮，中

氣十足，成為中經院尾牙最大的特色。

施老師的研究室在三樓，我在WTO中

心服務時研究室在施老師隔壁，有時經過他

研究室時會傳來老歌的音樂。施老師非常客

氣，遇到我會說他因為耳朵不太好，所以音

量要開得稍微大一點，還問我說會不會影響

到我，令人印象深刻。

 施老師在1992年在《經濟前瞻》發表

第一篇文章，到2016年99歲時發表第99篇

文章，算是《經濟前瞻》最多產的作者。

「99」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是施老師治學

的精神、謙虛的態度、來中經院的身影、在

餐廳用餐的情景，以及尾牙高歌的餘音，會

久久刻印在我們這些後輩心中。

緬懷施建生老師
劉大年／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