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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垣鐸  

 

 
【說明】 

1965 年，政府為因應經建需求，培養技術人才，開放五專申請。辛文炳先生響應私人興學

育才政策，與臺灣碩望吳三連先生暨台南政經彥達侯雨利、吳修齊、吳尊賢、吳俊傑、張麗堂

諸位先生，集資興學，向教育部申請創辦五年制「台南工商專科學校」，幾經波折，備極艱辛。

1968 年改以二年制實用技藝專科學校，再向教育部申辦。1969 年 11 月 22 日，教育部終於核定

「私立南臺工業實用技藝專科學校」准予立案招生。同年 12 月 15 日本校舉行第一屆學生開學

典禮，並定是日為校慶日。辛文炳先生在董事會推舉下，榮膺學校首任校長，吳三連先生則榮

膺首任董事長。 

1988 年 12 月 29 日吳先生因高齡蒙主寵召，董事長懸缺。1989 年辛先生辭去當了 20 年的

校長，接任本校第二任董事長。二位先輩在南臺任內，奉「良心教育」為南針，本「奉獻付出

」精神，涓滴歸公，一介不取，所有經費用於學校，全部愛心付與學生，殷盼南臺有朝一日能

蛻變成第一流的學府。因此在創校時，即與董事們約定「絕不可存有私心，絕不可干涉校務，

更不可以校斂財，誤人子弟」。從此，「無私奉獻」成為本校的核心價值與和諧安定的基石。 

1999 年 3 月 20 日辛先生因高齡仙逝後，本人奉治喪委員會暨董事會秘書聶澎齡老師指派，

撰寫先生事略，提供給總統府頒發先生褒揚令之參考。撰寫期間，感謝通識中心陳能治、葉瓊

霞老師，以及聶澎齡老師協助，惠賜詳細資料與寶貴意見，始得成篇。 

2017 年恰逢辛董事長逝世 18 周年，本人在南臺任教亦已 38 年，也告屆齡退休了。緬懷二

位創校先輩道德人格與辦學風範，更是由衷景仰。於是興起將此篇事略轉投 106 年 7 月份南臺

通識電子報的念頭，期勉有幸與我中心同仁及全校師生結緣，領會落實弘揚辛董事長與吳董事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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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二位德望創校辦學理念。同時，也為自己 38 年的南臺教學生涯畫下一個圓。 

又基於個資法，事略原文有關辛董事長子女媳婦內外孫部分，只以……帶過，特別留白從

缺，表示對當事者的一種尊重與禮貌。文字部分與原始紙本亦稍有出入。 

 

辛文炳先生，公元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誕生在臺南市開山路馬公廟附近。自幼聰

慧過人，稟性溫厚。九歲就讀台南第三公學校（今台南進學國小），後考取台南州立第

二中學（今台南一中）；一九三○年負笈東瀛，卒業於明治大學法學部。 

留學日本期間，奠立了先生人文、法政、財經方面厚實的學養，開拓了先生宏觀

的國際視野，並且涵育了先生「負責任」、「守法治」、「肯奉獻」、「願犧牲」、「講情義」

、「重教育」的人生觀。一九三六年，日本國發生「二二六事件」，軍人干政，時局動

亂。先生學成，奉  尊翁西淮公指示返臺，先後任職於台南州廳勸業課、台灣輕鐵株

式會社總務。終戰後，擔任興南客運副董事長、台南貨運董事長，展現先生企業經營

的長才。 

一九五○年，政府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先生因家世名望以及經營事業所累積的

豐沛人脈，高票當選台南市議會第一屆議員，接著又被推舉為副議長，開始了先生的

從政生涯；後來又連任三屆議員暨議長。一九六○年在府城鄉親的擁戴下，當選台南

市第四屆市長；卸任後，榮聘為台灣省政府顧問。一九七二年、七五年，在國民黨懇

切的徵召下，兩度當選台灣省第四選區（雲嘉南地區）增額立法委員。 

從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就任台南市議會第一屆議員，到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

卸任增額立法委員為止；這一段從政期間，先生勤於問政、崇法務實；本著「誠信」、

「良心」、「負責」、「奉獻」的理念，清廉自持、忠事盡職、唯才是用。 

議長任內，先生深入基層，察訪民瘼，監督市政、居間協調。舉凡財政、經濟、

民政、建設、教育、文化、保安、自治、救災、濟貧等事，無不全力以赴，謀思解決

的辦法，以富裕民生，造福地方。 

執掌市政，則標舉「建設第一、教育為先」的施政原則，著手擘劃藍圖，經之營

之，知人善任，充份信賴與授權。其重要建設計有： 

（一）興建永樂市場、拓寬民權路，解決「賊仔市」的治安問題，使得市容煥然

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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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造鹽水溪堤防、喜樹防波堤，根除水患，保障附近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 

（三）重修赤崁樓、安平古堡、延平郡王祠等古蹟，弘揚古都盛譽，打造都市的

風格和特色。 

（四）建築台南學苑，租予救國團，提供青年學生活動的寬敞空間。 

（五）建造南定橋，橫跨二層行溪，暢通高雄縣與台南市民的往來孔道。 

（六）拆除中山公園違建，重彰公權力，提昇住民休閒遊憩的品質。 

（七）興建國民住宅，平價售予居民，解決百姓住的問題。 

因此，終其任內，政通人和，治績斐然，騰譽全臺。 

立委任期，先生更是勤於出席院會、各委員會，質詢遍及國防、政治、財經、文

教、交通、醫療等項。舉凡能健全國家體制、增進全民利益、繁榮社會建設、促進教

育進步者，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讜論錚錚，風骨懾人。因而贏得「專業立委」的

稱譽。 

一九七四年，正值臺灣加工業蓬勃發展的時期，太陽眼鏡加工也萌芽待發。但是

製造太陽眼鏡的主要原料──彩色平板玻璃，完全仰賴進口，受制於人，缺少國際市

場的競爭能力。先生認為只有掌握這種原料，才能自主引導加工，突破發展瓶頸，提

高台灣的經濟地位。於是苦思對策，幾經奔波洽商，終於和日本聯邦硝子工業株式會

社簽訂技術合作，因此，和親友籌組台灣聯邦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彩色平板

玻璃的生產。這項舉動，不但滿足國內業界原料需求，同時也大大增強國際市場的競

爭能力。 

先生熱心公益，獎助體育，對社會服務更是盡心盡力。一九五四年起，先後擔任

台南扶輪社創社社員、社長，台南文廟管理委員會委員，軍人之友社台南分社理事長

，台南市橄欖球協會理事長，台灣省橄欖球協會會長，台南市第六信用合作社理事主

席。或者發揮扶輪精神，服務社會；或者維護古蹟，關注文風教化；或者修建眷舍，

安定軍人生活；或者捐款資助，推展運動風氣；或者弘揚合作宗旨，活絡地方金融。

更讓人感動佩服的是，先生自一九五四年擔任台南救濟院（今私立台南仁愛之家）董

事、董事長、名譽董事長以來，一直秉持「行善惟誠、助人最樂」的信念，將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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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立委任內的薪水全額轉送給台南仁愛之家使用。這種照顧孤苦老弱貧病的善心

，在在彰顯了先生「老老幼幼」的菩薩心腸。 

先生平生弘宣治化，樂於樹人，視教育為人生最有意義的志業；每年看著一群群

的學生畢業出去為社會服務，就覺得很歡喜滿足。先生一再對人說：「我對教育的興趣

大於對政治的興趣。」 

早在議長任內，先生與六信合作社社員籌創台南市私立六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幾經奔波，終於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奉教育部核准備案。先生榮任首屆校長，後來復轉

任董事、董事長等職務。市長任內，先生配合政府「普及國民教育、提高國民升學率

」的政策，先後增設大光、新興、博愛、和順等四所國小；創辦南寧、金城、忠孝等

三所初中；爭取省立高雄高級水產職業學校在台南設立分部（今省立台南高級海事職

業學校）；並協助崑山中學、德光女中、聖功女中、慈幼高工等四所私立學校之立案招

生。 

增額立委任期，為增進台灣南部地區居民之保健醫療品質，提振醫學研究風氣，

先生曾經三次提案質詢，要求教育部核准成功大學籌設醫學院。雖礙於當時的教育政

策，而未竟全功。但一九八一年八月，教育部終於核准成大設立醫學院，兌現了先生

的提案。先生眼光的長遠，對醫學的前瞻性，真是令人欽服。 

一九六五年，政府為培養技術人才，因應經建需求，開放五專申請。先生響應私

人興學，與吳三連、侯雨利、吳修齊、吳尊賢、吳俊傑、張麗堂等政經碩彥籌創南臺

工業專科學校，備極艱辛；一九六九年終於奉准招生，先生榮膺首任校長。在經費極

度困難、設備缺乏、師資難求、校地荒蕪的窘境下，先生一本拓荒精神，訓勉全體師

生，共體時艱，和衷共濟，認真辦學。終於克服重重難關，使得校務蒸蒸日上。因辦

學績優，屢次榮獲教育部增班增科鼓勵。 

先生主持南臺校務凡二十年，奉「良心教育」為南針，從未支領薪俸，所有經費

用於學校，一切愛心付與學生，殷盼南臺有朝一日能蛻變成第一流的學府。先生要求

學校老師，要秉持愛心、耐心去教導學生，關心學生，使學生從老師的身教言教中，

學習一技之長，從而建立完整的人格。因此，不輕易記過開除學生。先生認為： 

學生有什麼過失，就要記過，記三支大過，開除學生，對學校是很容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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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倒成了社會問題；把學生教好，才是解決社會問題，才算盡了老師的責

任。 

這種「慈悲為懷」、「與人為善」的仁厚睿智，真的令人非常感佩。 

一九八九年，先生轉任董事長迄今，每天九時許準時到校，風雨無阻，不分寒暑

。一九九四、九五年間，正值學校努力爭取改制技術學院關鍵時期，但學校總樓板面

積顯然不符教育部的改制標準和規定。先生了解這種情形後，肯定支持張信雄校長辦

學的績效，表示願意為促成學校改制成功盡一分心力。於是，以個人及子女名義，捐

款新台幣柒仟萬元整，興建「師生活動中心」——文炳館。在總計二仟七佰多坪的大

樓內，先生沒有預留自己專屬的空間，完全奉獻給全校師生使用。這種無私無我的精

神，實在令人肅然起敬。而活動中心的適時興建，也是學校改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 

先生自日本學成返臺兩年後，於一九三八年五月，與府城殷商  翁木公令媛翁梅

氏結縭，伉儷情深一甲子，恩愛六十年。育有子女五人，內外孫十三人。先生幼承庭

訓，相當重視家庭生活，以為孝道問題要從家庭早餐開始，父母要為孩子準備早餐，

家庭才會有愛。又認為家庭教育要從日常生活做起，不需要一直用說的，而要做模範

給孩子看，特別是不自私不自利，凡事要想想別人的立場。夫人慧賢和淑，自奉儉約

，持家有道，禮佛甚誠。子孫在先生與夫人的身教下，個個誠信正直、孝悌友恭、勤

學精進、滿門俊秀。正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  

 

先生淡泊名利，沒有政治野心。在政壇中，他始終秉抱「不忮不求」的清靈，不

喝酒應酬、不結黨營私、不擅周旋交際、不屑自我包裝宣揚。凡事敬天命、講人情、

存義理、守道德，謙沖自牧、急流勇退。這種風骨，幾人能夠？府城人士感佩先生「

為而不有， 功成而不居」的高風亮節，都尊稱先生為「台南市大家長」。先生誠可受

之無愧也。 

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辦第一屆民選總統。先生認同  李總統登輝先生「台灣利益

優先」的論點，慨任  李總統台南市競選總幹事，全力輔選。其後，蒙  總統敦聘為

總統府國策顧問，備著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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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身體清臞，罹患心臟宿疾，裝有心律調節器，但精神矍鑠，目光炯炯。加上

生活規律，作息正常，夫人子女照顧妥善，老而彌覺其康健。惟年事已高，晚近，無

論參加親人聚宴，或者接受外界訪談，常常說道： 

我這一生在事業上，受到一些貴人幫助，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福氣的人，能

遇到這一些貴人，而且能活到八十多歲，真的是很有福氣。我常常覺得「天公

疼憨人」，像我這個「憨人」就有天公在疼愛；當時也沒想到參與政治，從議員

、議長、市長、立法委員，一路都很順利。在家庭上，孩子的成長也很順利，

沒有出任何差錯，所以我交代孩子在我的墓碑刻「世間最幸福的人睡在這裡」

就好。 

今年一月十一日，先生到台大醫院作定期檢查，豈料狀況突發，經醫師群悉心會

診，時好時壞；二月八日急送加護病房，三月二十日凌晨因心肺衰竭，壽終台大醫院

。春秋八十有九歲。 

回思先生這一生，智悲獨具，樂善好施，大節挺挺，清望隆隆，集教育家、慈善

家、政治家、企業家於一身，為台灣樹立了一個時代的典型。所以，消失的只是先生

有形的軀體，至於先生的仁風義舉、俠骨善心，固將永遠烙印在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

，光耀護守著府城、台灣──這一片他至愛的家園。 

 

                                 辛文炳先生治喪委員會  謹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