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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豆花店。到這裡之前，我幾乎已經認識照片裡所有的人，因為嚴長壽在幾天貼身採訪的時間裡，總是提到他
們。

原本老闆的豆花就好吃，但是店裡的環境還可以更好，於是嚴長壽找來工班和設計師，和老闆商量之後升級豆花店的
規模。

施工的團隊都是在地原住民，嚴長壽的公益平台引介機會讓他們施工，同時找來厲害的設計師作圖，工班的能力加強
，機會增多，讓更多年輕人有工作機會加入團隊。

工頭的太太在他們輔導下學會了經營民宿，最近也打算開民宿。

吃著豆花時，嚴長壽跟老闆說，接下來我會找高餐大的教授來跟你討論，豆花本身可不可以採用有機黃豆，這樣可以
讓你的豆花更好。

從下飛機到台東認識嚴長壽開始，他見到的每個人，他都能說出一段故事。「我們都需要好故事感動人，於是大家也
願意跟著一起做。」他列舉的名字和故事太多，我幾乎記不得。

======================

採訪嚴長壽時，台灣剛好發生激烈的學運。

我問他的意見，他的一段話不但給了答案，也對他這些年做的事情下了註解：

「太多人在公共媒體上講道理 講問題 但是沒有人捲起袖子來做事情」

「 所以我最後的決定就是 在我的人生的黃昏年華 其實是黃金啦 現在不必再花時間去關心公司
關心子女和家人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講 積累了一輩子的經驗跟閱歷 我就覺得就到偏鄉 捲起袖子來 做一點事情」

======================

台灣好像陷入了一個風涼話的時代。
若事不關己，說風涼話的專業越來越精進。
但也只有風涼話。

發現了一個問題，批評蜂湧而至，建言雖有但極少，可是被要求做事的都只是「政府」這兩個字。反正不是自己做，
風涼話的聲量過高。

於是在見到他做的事情時，總能感動不已。

他謙虛的說，他創立的公益平台，就是結合許許多多的公益團體，他自己的部份只是平台，「不好意思啦，我只是出
一張老臉找老朋友一起來加入」，這樣的謙虛實在過謙。

他在台東幾乎進行了一場從小到大，從教育到實務的革命。
他的朋友笑著說，他不在台東，就在往台東的路上。

======================

我們看了偏鄉青年返鄉：一個在地原住民被他拉在身邊幾年，見過大大小小的場合，然後送到知名餐廳學手藝，回到
台東以後在基金會學習財務，現在，開了間小小的民宿。「你不能偷懶喔～我每天都要看你的財務報表，買什麼、賣
什麼都要記下來～」「你要學會經營」「你是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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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說，「給一根釣竿取代給一條魚」的思維已經落伍了，你要「教他釣魚，而且可以的話，要把魚群趕過去」。
偏鄉需要的不是急難救助的一筆筆錢，而是在僻壤踏踏實實的生活下去。「他們想學會的不是要面對挑戰，而是怎麼
面對挑戰」。

我們看見豆花店的產業升級，也看見在地婦女經營民宿：嚴長壽請企業家捐地，請來管理大師、藝術家和建築師，沒
有五星級的硬體，但有五星級的精神。這個民宿隨時都有當地的高職生成批成批的來實習，聽課。「他們不是不願意
，他們只是還沒學會」，我想起很多「路過式」的善心在台灣無數的災難後蜻蜓點水般的行經偏鄉，卻沒看過有人直
接住了下來。

「你知道嗎？」「那個村子，已經有越來越多沒有工作的婦女有了在地的工作機會，那是她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嚴
長壽說。

====================

嚴長壽開車幾乎沒有停的，帶我們到好多學校。中小學有均一，高職有公東高工、育人中學和成功水產，幾乎包下了
大學前的教育。

他在公東高工指著被視為放牛班的「就職班」學生說，「只要他們肯學，這些高中生畢業後已經有工作了。」嚴長壽
在台灣、大陸和美國，拜託企業主提供職缺和贊助，他許下的願景就是，將會有一批批優秀的孩子成為新血。「他們
的分數佔最高的就是品德，這個要求我絕不妥協。」

我們在均一中小學巧遇了一群人，都是台北市明星高中的「前校長」。有北一女、有成功高中、有中正高中，他們有
好多退休老師輪流，負責老師教學之餘，住宿時的課後輔導，「品德教育就是生活教育，我們可以跟他們住在一起，
身教言教。」

「那我覺得 我們國家享受這麼多待遇 國家待我們不薄啦 所以我就應該回饋給這個社會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趁我現在還可以做一點事的時候」

前北一女校長陳富貴說。

「因為我待的都是升學學校 北一 中山 景美嘛 對 都是升學學校 但是總裁理念呢 他不是說他不重視升學
但是他愛惜的是 一些沒有辦法跟上這些明星學校的孩子 還有他的潛能開發的空間 這是讓我感動的」

=======================

商業周刊創辦人金維純曾說，像他這樣的四年級，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大陸崛起，遇到了兩次經濟奇蹟，但卻像是辦
了一場盛大的派對，退休之後留下杯盤狼藉，所以要對台灣說聲對不起。他說，他要為台灣繼續作些事。

在台東，這些退休的嬰兒潮世代並沒有退休。他們捲起衣袖。

正當我好奇這位總裁怎麼整合這一切資源時，嚴長壽拿著手機的群組用手滑著給我看，從青年返鄉、藝術扎根、社會
資源整合、觀光產業輔導的各面相，都在手機裡的一組組群組中。

小學、中學、各職校都有Project manager，民宿、豆花店也有；這些PM每天在各群組裡上傳即時照片和計畫進度，
讓所有相關人員知道每天發生的事，同時，也讓贊助者知道，這些費用確實用在對的事情上。

我們走到育仁中學時，嚴長壽指著一個高三女生說，她考上技術學院了，她很棒。我問你怎麼知道？他笑著說，我每
天都很關心她們啊。總裁揮起手上的手機。

=======================

「一個大船要轉身是困難的。」嚴長壽形容政府。

「我們從偏鄉 集合這麼多原來就很有背景經驗的老師 來到這個地方其實我們是試著 先做探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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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政府還沒有做出的反應，嚴長壽多年來批評、出書，身教言教的發揮影響力，八八風災之後，總裁轉身，來到了
台東。他仍在說，但做得更多。

我幾乎看見了這個人幾十年不變，摯愛這座島嶼的心。

「我在做美國運通的時候，台灣退出聯合國。所以我那時候的關懷是，台灣要讓世界看得到，所以後來我做的觀光相
關的事情，做旅館做旅行，其實我都離不開這個主題。」他回憶經營亞都飯店時的心情。

如今，嚴長壽做的事情一樣。
所以一樣讓人感動。

歡迎轉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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