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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訊 荼餘飯後之五 

1991年 4月 

 

高瞻遠矚的智慧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每一個人都能脫口而出的銘立。如果這個因果

關係是對的，那麼，倒過來說，今天有這麼多重重憂患，實在是已經清清楚楚

地告訴我們：當年我們自己沒有遠膚的智慧才識；換句話說，就是目光如豆、

急功近利、欠缺長遠的規劃，才有今田之果。 

 

    再看看以後的事，我們為將來想了多少？做了多少？我們究竟有沒有高瞻

遠囑的能耐，作長程打算呢？面對今天的局面，看起來失望，想起來傷心；然

而，若不能當下承換擔這個事實，勵志藿起，把以後的規劃做好，那麼，豈不

是永遠要「使後人而復哀後人」嗎？ 

 

    今天的話題也許太嚴肅了些，對「茶餘飯後」而言，實在有妨礙消化之嫌。

然而，最近機緣湊巧，遇到些事都與此話題自自相關；所以，還是面對這個問

題，和大家談談吧。 

 

百年樹人 

 

    不久以前，遇到在彰化建校的大業工學院院長劉水深教授，就聊起該校興

建的情形。劉院長告訴我：出資興學的葉先生非常重視這件事，在財務上大力

的資助使他無後顧之憂；然而在事務上，卻要求甚嚴，使他感到創業維艱。譬

如說；校國的整體規劃費心費時，在時效上不易配合當前的需要（該校已招

生）；像興建一座給學生實習的工廠，葉先生堅持要找設計師仔細設計規劃之後

才可興建，可是另一方面學生卻迫不及待地需要一座車廠實習。因此，常使他

面對這種兩難的加面。 

 

    聽到這些，我心裡反而十分高興，為的是像葉先生這樣做事的人，放眼今

日實在不多了。能聽到一位，已彌足珍貴，豈不可喜？本來，校園的規劃和興

建是百年以上的大事，像今日的大學校園，那有一座及得上日本為台大所做的

規模？在國外，著名的校園那一所沒有百年以上歷史？校園的氣度，無形之中

陶冶青年學子繼往開來以天下為己任的氣質抱負，這是國家的命脈啊！ 

 

    然而，我們公立大學的規劃如何，大家心裡有數，我也不多說，只拿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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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事，作為這次討論的例子。校園的建築， 以二、三百年的使用壽命而設

計的，在國外不計其數；有機會一訪國外園者，當有感於此。不久以前，韓國

興建一所新大學，就是以二、三百年作為校舍設計的規格。但是，以國內政府

規定的會計規範而言，每坪的造價卻已把建築物的品質得死死的；如果無絲毫

施工的缺失。那麼，最多也只是能勉強蓋一座能用六十年的房子而已（照目前施

工規格）。然而事實上卻是：偷工減料，加上維護不周，能用三十年已經是難能

可貴。各位到大中小學校園裡看看那些老舊不堪使用的房子，再查查底細，不

難證明此事不虛。 

 

洞燭先機的智慧 

 

  目前，們的社會是唯利是圖的，談到錢似乎比較習慣，那麼就先不談其他

的影響，姑且就拿錢來算算吧。一梱房子若卅年要重建一次，那麼在三百年

裡，就要建十次！如果以三百年做一段落，算算錢，究竟是好好的蓋一次省錢

呢？還是蓋個十次省錢？如果再算上搬遷和施工帶來的不便和損失，得失之間

不是很明白了嗎？ 

 

    有個英文詞語對於這種短視是極佳的詮釋，那就是：PRUDENCE 。它有

二個解釋：其一是指週延謹慎地考慮未來事物的智慧，其二是節儉的警覺和美

德。這兩個涵意似乎關係不大事實上絕非如此，此二者實是有密切的因果關

係：人若有洞察先知的知慧，必然會警覺到須有節儉的美德，此二者實為一體

之兩面。 

 

    沒有遠慮，吃了大虧還矇矇然無所知；七百億美金外匯存底多嗎？昭上述

的虧法，只要房舍一項，在卅年中賠光了還不夠！所以，話轉回頭，大業工學

院有這麼高瞻遠矚的企業家興辦，是國家之幸，學子之福；我是深深期盼他能

夠給現在的主管們做個榜樣。 

 

    替劉院長兩難的局面擔心嗎？告訴你，他可是位管理長才喲，放心啦！事

情只要兵分兩路；一路儘快做好長遠的規劃和建設，一路來補這長期計劃和目

前需要之間的差距，儘量節省地渡過這個過渡時期，那麼不久之後，不就可以

高枕無憂了嗎？ 

 

    順便，告訴你一個活用 PRUDENCE 的偏方:若是要觀察一個人有沒有智

慧，只要看他是不是有節儉的美德就行了。用人、交友、擇婿切要記此。 

 

言歸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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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談的，是個引子；以下言歸正傳，且讓我們談談資訊界的事情。 

 

記得當年資策會在設計 CNS11643 時，為了統計常用字，曾來問過我：

是不是應該以當師大為教育部整理統計的常用字集 4808 字作基礎，再把國中用

字增列進去？這個構想我是非常贊成的；因為 4808 常用字中只包涵了國立編

譯館在民國四十六年所整理統計的國民小學常用字彙，當時沒有對國教科書加

以統計。標準字集可是百年大計，供全國各階層長久用的當然是越周延越好。

於是我建議他們，不僅要做國中各種教科書用字的統計，而且要做得仔細：檔

案要依年級、課程、每個課別，有系統的整理和保存。這麼做不只是便於事後

清查核對，而且這個檔案也可以做為以後發展電腦輔助教學、語文分析、建立

全文資炓庫電子課本等用途；實在是一舉數得。 

 

    當時，資策會表示要這麼做；而且事後發表了 5401 個字作為 CNS11643 

的常用字集。我以為他們是這麼做的。然而最近，想和資策會一位高階主管要

國中課本字集檔案時，才發現：當時怎麼做的，已查不出來了！檔案也找不到

了。 

 

  所以，現在要明白這 5401 個字，已回溯無門。要分亨這些原始資料，亦不

可得。要國中課文的資料，只有重打一遍。這實在不是推動資訊社會該有的態

度吧！做這件事的人，不只沒有「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的心態（請參照熱

訊上期茶餘飯後專欄）來分享資訊造福人群，而且真是超級自私：只把手上的事

應付了就好，別的事我那管得了那麼多！真真正正的是連一絲一毫的遠見都沒

有；而從整體著想，用造房子的例子來說，是不是就像只蓋工寮而不蓋大廈

呢？蓋完就拆，如此下次要用時只好再蓋；拆拆蓋蓋長此以往留下的究竟是什

麼？ 

 

招風大樹 

 

  說到這兒，暫時要作個題外的聲明﹖有些朋友向我說：「老謝，你是不是存

心要和資策會過不去？怎麼在專欄裡老拿資策會開刀？」我的答覆是真心話：怎

麼會呢？我擔任資策會的顧問也約有十年了，資策會沒面子，咱有什麼光彩？

之所以愛舉資策會的例子是由於：一則自己人嘛，以身作則來檢討推動資訊社

會的缺失，以策勵將來，不是很好嗎？二則資策會之諸大成就已經澤被蒼生，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必憚改之，豈不美上加美，功德無量？三來，資策會

諸公都是老朋友了，老謝為人如何？有啥子目的？應該信得過吧！最後，是別

的例子實在不好舉，舉出來才是真的讓別人過不下去；其實，開個玩笑，這年

頭，公家機構的一大用途就是挨罵，流行嘛！你說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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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像上面說的自掃門前雪的事，在社會上比比皆是，非獨資策會如

此。譬如，某計劃為了整理分析資料所需，於是建一檔案或資料庫。然而，在

設計此資料檔案時，決不去想日後可能的用途，只針對目前僅僅的需要和方便

而設。若是多加一丁點力氣，很方便地就能為以後做個預備的，但打死他都不

做，於是，弄得很多原本可以大家分諃的資料，一再重做。唉，這種情形該用

什麼言辭來罵呢？新愛的讀者，你自己動口吧！總而言之，這種功利的近視簡

直不是普通的笨（沒有高瞻遠矚的智慧）。其實，稍微往長遠想一想，吃虧的是

自己啊！ 

 

再者，目前有許多單位的文書，已經用電腦打字排印了。可是，相關的機

讀檔案（即機器可以閱讀形式的資料）卻不知保存備用。這也是暴殄天物；一旦

有了可用的電子全文檔案軟體，回頭再要建立資料庫時，就後悔莫及了。 

 

因果報應 

 

  這種缺乏高瞻遠矚智慧的報應，表現得取淋漓盡致的例子，恐怕就是在中

文交換碼這件事情上了。 

 

  建立標準，是為長遠之計，必須要有高瞻遠矚的做法。其理由有二：一是

若無遠慮，不久便會過時而不堪使用，那麼又勢必要改；若一個標準時常改，

例如一、二年就改一次，那麼怎麼叫工業界遵行呢？改一次碼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錢、多少人力、多少資源？多少溝通的努力？我想咱們的資訊業界是經驗

多矣！請問？吃得消嗎？ 

 

  第二個理由是，產品已經差不多有了，才去訂標準，豈不是自我煩惱嗎？

這樣做涉及多少已投資的利益衝突？如何擺得平？ 

 

    在國外，訂定的每一標準，那一個不是未雨綢繆？反觀國內，CNS11643初

訂之，即已無法涵蓋電信碼和圖書館需用之字。然而，負責人卻信誓旦旦公開

一再聲明 13051 個字絕對夠用的，不夠的話造幾個字也就夠了。可是不久之後,

像警政、水電、等等系統，那一個夠用？ 

 

    除了 CNS11643 以外，像 BIG-5 碼、公會碼....等等，都是為了解決當時

燃眉之急的問題而設計的；同樣缺少遠慮，也同樣犯了自掃門前雪的短視毛

病。所以，像 BIG-5 碼，雖然使用得最普遍，卻已經出現許多版本而各個不相

容，因而失去了標準的原意。在過去十年之間，中文碼給我們的教訓應該是受

夠了吧！如果還不能學到教訓而克服以往的毛病，那就真是「春天裡的●兒」夠

「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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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又醞釀著要設計新碼，我贊成，然而，必須要有下列的長遠規劃： 

第一、目標五年以後推出正式開始用。 

   這是為了下一代的產品而設，大家都沒開始設計，利益上無所衝突。這

樣做更可以用前瞻的技術引導未來產品的發展。標準的規格草案從設計

開始就應該隨時完全公開，一來集思廣益，二來達到技術溝通的目的。

最好二年內可以將標準訂好，而於年後全國全面正式採用。 

 

第二、為應付目前的需要，政府應該做的不是草草再訂個短視的短命碼，而是

提供各碼之間轉換的軟體工具，免費讓所有的使用人使用。 

第三、不可閉門造車，要和世界標準相容。 

資訊的分享已是全球性的。自外於世界標準是自尋死路，且違反國際化

的國策，也給自己的資訊工業加個絆腳石。 

第四、要特別注意品質，尤其是字集。 

在目前的 13051 字集中，有好幾千字是常常用不到的；然而卻又常常有

些要用的字不在 13051 字集中。雖然是那些字常用不到目前前還沒有具

體的字表，然而在使用的經驗上卻足夠證明的確有這種現象。這表示當

年選字集的事功夫不夠，做得太草率，應該重新做過。否則每個電腦北

負上千個無用的字，才真正是一種浪費。 

 

    總而言之，從現在起，要勵精圖治的話，是絕對需要有高瞻遠矚的智慧、

才識和膽識；不知惜物，不懂分享，就是不知惜福；也就是沒有高瞻遠矚的智

慧，也就會永遠沈淪在憂患重重的環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