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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萬里

   老杜從小對戲劇便極度喜愛，且經常偷偷跑

去看戲，然由於父親思想觀念的保守，以致不

能如願以償就讀戲劇系。但此一從小即根植於

內心深處的興趣，非但未因此而稍減，反而在

日後從事教育工作時，得以重新實現，不僅將

喜好展露無遺，而且還嘉惠眾多學子。



197我「知道」杜泰生應該在三十多年前吧，那時剛成立

「棗陽同鄉會」不久，每年團拜我會幫顏叔作「臨時工」，

看過老杜陪著他的父母參加團拜。我打小就從先父口中聽過

他父親的名字－杜鼎。先父只要說起杜鼎將軍就肅然起敬，

豎起大拇指，說起杜將軍的種種，我都記在心頭。

但一直到杜鼎將軍過世，我也忙著自己的事業，團拜

都幾乎不去了，所以我跟老杜並不「認識」，連話都沒說過。

直到民國一 0 一年，我跟美雪回棗陽探親，這才「正式」

認識這位看起來不老的老杜。三年前，我當了理事之一，而

老杜榮當理事長，我們也就有了接觸，讓我真正了解的杜家

之子。

我一 直「提醒」他，要他將自己的種種「事蹟」寫下來。

他問我：「為甚麼？」

我說：「棗陽歷任理事長都要寫，留作見證！」

他說：「我只是個平凡的老師，沒啥豐功偉業！」

我說：「平凡正是您的特殊地方！」

這樣拖到今天，他終於給了一些「資料」對我說：「你

就依這些寫我吧！」

我把資料看了一遍，乖乖隆地咚，我們老杜還真有料

哩！

下面就是老杜，不，杜理

事長的「平凡但豐富的人生」。

我以第三者口氣撰寫，免得讓

他覺得「自己捧自己」。

杜泰生理事長，民國三十

年六月十七日生於江西泰和，

取名泰生。

他是長子，下有三弟一妹。

三十八年底，一家人在母親跟

一位媽媽娘家叔叔等帶領下，

歷經千辛萬苦來台，定居台中。

戲劇泰斗 杏壇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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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其父在十萬大山與共黨作生

死戰，當時老杜父親跟他們母子

完全失聯，生活當然清苦。後來

父親脫險抵台團聚，生活雖有改

善，但還是「捉襟見肘」，幸有

一位從他兩歲時即來杜家的王副

官照顧與周轉（這些生活瑣事在

此不談），讓他們兄弟青少年過

得還算安定無慮。

在離家北上念大學之前這段

日子裡（應是民 39 到 49 年這十

年），老杜他倒很像個「長子」，

對弟弟滿兇的，凡事都要聽他的。

唯獨對妹妹很好，幫她梳辮子，帶她去看電影……。但由青

春期開始，他的個性有了轉變，他變得憂鬱、自我、自卑，

又帶著濃濃的鬱傷感，喜歡幻想做夢、愛上藝術電影，對以

升學為主軸的東西沒有興趣。所以聯考成績不佳，他本以

「政大新聞」及「國立藝專」為前二個志願，但考的成績只

能讓他進入東吳法律（雖然可上藝專，但因志願填得較後而

未能如願）。

讓他發瘋的法律課程終於在五年後解脫了（東吳法律

因念英美法而要念五年），面臨的是「工作」。他的好友很

多都留學去了，但他卻在台北私立中興中學當低薪的「教書

匠」。那時教員薪水很低，一般大學生（除了師範生）多不

願就任。但我們的老杜卻甘之如飴，把學生帶得很好。這時

好友一直從美來信，要他到同學就讀的密蘇里大學申請入

學，說只要「托福」通過，那邊的一切他都能替老杜辦好。

這時老杜居然有些心動，報名補托福了…。但人算不如天

算，平時就不太好的胃來了個「急性胃出血」，一入院就被

列入「病危名單」。經當時為榮總腸胃科主任的羅光瑞前理

事長急救，治療半個月後，再經由外科主任開刀治療，老杜

方撿回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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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教延至九年，老杜有機會到台北市立內湖國中擔任數學

教員，因他非本科畢業，故到政大及師大接受教師檢定及數

學專業訓練，取得正式數學教師證。民國六十七年，他請調

到跟他買的居屋較近的台北市信義區永吉國中。在這些教書

生涯中，他像一個園丁，認真、確實、熱情、愉快地帶出數

以千計的學生，因為他大多帶的都是所謂「升學班」，所以

很多學生都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在社會上都有很好的成就。

這段「流水帳」其實老杜不很在意，他在意的甚麼呢？這就

要進入老杜最值得大家欽佩跟讚許的「話劇」領域了。

前面說過，老杜喜愛藝術與戲劇（包括電影），所以

在他教書生涯中，都是兼任導師，他都以以一顆永遠不老的

心，除教授數學課程外，並在聯課活動中，首創話劇社，指

導孩子在表演藝術上，獲得另類的成就與滿足。老杜人看起

來很「文青」，滿有藝術家的氣息，平時不怎麼樣，但一接

觸到舞台劇，他馬上變成另一個人，表現多才多藝，集編、

導、演於一身，其所創作之作品真可謂「多產」，且得獎無

數，實在是當今國中教育界之奇葩。

老杜寫給學生最多的勉勵語「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這八個字，他認為每個人一生都在現實生活舞台上，扮演著

自已。但是，又有誰能像杜老師這般，將每齣戲都演得如此

精采而動人呢？

戲劇泰斗 杏壇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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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說：「我從小對戲劇便極度喜愛，且經常偷偷跑

去看戲，然由於父親思想觀念的保守，以致不能如願以償就

讀戲劇系。但此一從小即根植於內心深處的興趣，非但未因

此而稍減，反而在日後從事教育工作時，得以重新實現，不

僅將我的喜好展露無遺，而且還嘉恵眾多學子。」

永吉國中聯課活動（即現在的社團課）首開話劇組，

是全台北市各國中當中唯一僅有的。這不但建立起校園文化

特色，更重要的乃是其將話劇藝術在學校教育，甚至社會上

發揮了莫大的功能。

初期，老杜只是指導自己擔任導師之班級學生，利用

課餘時間排練短劇，至期末再粉墨登場，表演給其他班級同

學欣賞。久而久之，大家在這種藝術美學的薰陶下，一個個

對戲劇產了極大興趣。老杜遂義不容辭的開創了話劇社，親

自義務編、導，甚至必要時還要軋上一角，帶動了校園文化

藝術風氣，使得全校師生均主動投入，也使得該社團的團員

達到爆滿的程度。

老杜深信，學戲的孩子一如學音樂、學美術的孩子一

樣，絕對不會變壞，因為經由戲劇中的忠、孝、節、義、因、

果、善、惡的情節，孩子有

了正確的是非觀、道德觀及

價值觀 , 甚至建立一個健全的

人生觀，對其一生言行舉止，

所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能，絕

不亞於其他課程。因此，不論

學科成績好壞，只要他來到話

劇社，杜老師一定不遺餘力的

教導他如何演戲，激發他的表

演天份，開發他的戲劇潛能，

且不論其將來是否成為戲劇

界的一員，只要他不忘在國

中生涯中，曾有過一段如此

的表演經驗即可。



201套句杜老師所說的話：「我組話劇社並不是要孩子將

來以此做為跳板，去從事戲劇工作；而是說，在他的人生階

段中，給他一個新的，永遠值得懷念的記憶。」像他這種「只

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寬宏胸襟，在今日功利氣氛充斥的社

會中，試問能有幾人？

自民國六十年，老杜寫出第一本舞台劇本《華夏兒女》
之後，至今陸陸續續編寫舞台劇及其他短劇劇本不計其數，

並先後獲得中國家庭協會最佳編劇獎及教育部電視劇佳作

獎。且在他的指導下，由各國中、五專及社會劇團公演，獲

得無數熱烈的迴響。由其導演的舞台劇，更是不勝枚舉，多

齣舞台劇並在教育部主辦之劇展中得獎。此外，由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出版，戲劇前輩吳若與賈亦棣教授所著《中國
話劇史》一書中，亦將杜泰生之名列於其中 ( 見該書三七六

頁 )，可見老杜對台灣之戲劇運動，有著深切的努力與貢獻。

除了戲劇之外，杜老師對其所教授的學科數學，亦是

用盡心力。大家都知道數學向來是多數學生所懼怕的科目，

甚至視為畏途的也大有人在。老杜杜老師教學，一定先解除

他們的恐懼心理，告知基本觀念的重要，及基本題型的不斷

演練，使學生由淺入深，由易入難，循序漸進，以達豁然開

朗之境界，這種循循善誘的教法，若非極有愛心，耐心之人，

恐難為之。

四十五年教學生涯中（他由 55 年進中興中學，到 95

年退休做滿 40 年，65 歲「被迫」退休），老杜年年均擔任

導師，這份職務，是許

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然而他卻欣然接受。對

於無學習意願之學生，

每每多方鼓勵，從不對

其放棄；至於表現良好

之學生，老杜亦不會對

其視為當然，同樣的給

予獎勵；對清寒學生，

戲劇泰斗 杏壇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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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時給予資助，使其能專心向學，

對於頑劣之學生，更是特具愛心，使

那些頑石，在老杜春風化雨之下，無

不個個點頭。

話劇是一種直接面對觀眾的藝術

表演，對觀眾有直接的，深刻的視、

聽覺印象，舞台劇也是一種高度藝術，

對於美化人生，及吾人心靈精神層面，

亦有其獨具之影響力。老杜三十餘年

來，默默為話劇獻出一份力量，培養

了不少演員 ( 如：李國修 )，更使學生

和社會大眾，對話劇產生了濃厚興趣，從而美化心靈境界，

使人格達到昇華，真是功不可沒。故其能榮獲八十六年度的

「師鐸獎」，並當選藝術教育類的特殊優良教師，真是實至

名歸。

最後，我對老杜在 65 歲退休（民國 95 年）後，依然

接受學校的聘請，到學校任教數學輔導教學跟社團的話劇社

的指導老師，並以多餘教室成立「小劇場」，讓話劇社的學

生每學期發表他們的「成果演出」，記得我跟顏叔曾經到永

吉欣賞過他們熱烈的演出，令人感動。

前年 ( 民國 105 年 ) 11 月，永吉國中建校 40 周年，老

杜將校長、老師、學生「一網打盡」，同台演出大型舞台劇

《麻辣家族》，我們看到七十多歲的老杜，集編、導、演一

身，讓師生 30 多人演出了令人難忘

的舞台劇。在掌聲中徐徐落幕後，老

杜帶領全體演員謝幕的那一刻，我想

老杜一定感到欣慰跟驕傲！

「我要做到做不動的時候，才

會放棄舞台劇！」自稱是杜氏比亞的

杜泰生這麼說。

我看到老杜炯炯有神的雙眼，流

露出無限的自信與滿足，很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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