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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昭：「很多人都問我什麼叫成功？我認為從頭到尾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 

積極進取、熱心服務的樂觀青年 

民國 66年，25歲的鍾潛昭已經服完兵役，那時的他白天在國中擔任數學

老師，晚上則在補習班兼差，對於一位甫踏入社會不久的新鮮人來說，鍾潛昭像

是一個剛充飽電的電池，帶著他滿蓄的電量，為自己的人生開始衝刺； 

民國六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年輕又充滿活力的潛昭也像當時

的台灣，對於未來同樣充滿著無限發展潛力；28歲時透過青輔會的穿針引線參

加技術人員任用考試，成為當時台灣省公路局專業技術公職人員；此外，由於曾

經擔任青少年教師的緣故，潛昭特別關注青少年的輔導需求，又因為上班工作時

間相當具有彈性，潛昭乃報名張老師『青少年輔導中心』擔任志工，以高中職畢

業、大約 20歲左右的青少年為主要服務目標，提供甫進入社會的青年在就業、

人際關係、情緒困擾、兩性交往等方面的相關輔導與協助；雖然當時的潛昭自己

本身尚未結婚，但是因為對於婚姻、兩性交往的議題相當感興趣，因此積極參與

配合『張老師』透過舉辦各類活動的方式，協助青少年學習如何改善人際關係、

教導青少年學習兩性相處的方法……，雖然名之為”助人”的服務工作，對潛昭來

說卻是他以透過幫助別人的方式來幫助自己成長的歷程，潛昭藉由協助他人的機

會，以他人為鏡，反思自我、檢討自我，經由不斷的調整與學習，讓潛昭在兩性

相處和親職教育方面的知識頗有心得；因此，除了在『張老師』擔任青少年輔導



志工之外，潛昭進一步接受當時社教館招聘為第一屆『幸福家庭輔導中心榮譽輔

導員』(也就是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志工的前身)，從這時候開始，他將自己

的服務對象從青少年擴大範圍到一般市民，服務內容從青少年輔導擴展到家庭教

育。 

善於規劃時間，同時取得海外碩、博士學位 

 

 

 

 

 

『學習』不僅是潛昭的生活樂趣，更是潛昭工作之餘的另一個生活重心；

除了透過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在服務中學習之外，潛昭還是個相當好學的學生；

他在 30歲時報考就讀中興大學統計學系，相當善於規劃、安排時間的潛昭，一

邊工作一邊讀書之餘還能抽出時間參與『張老師』的服務工作；嗣後，又因為成

為社教館的幸福家庭輔導員，確實感受到家庭教育對社會大眾的重要性，於是在

取得中興大學統計學系學位後再度報考國立空中大學繼續進修；潛昭表示，取得

學位固然重要，但繼續進修最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充實自己在輔導與促進兩性關

係議題上的專業能力；當時發現空大有人文學系，這是比較接近家庭教育相關的

科系，其中還有家庭婚姻諮商的課程，於是決定報考空大，潛昭說：「自己可以

同時兼具理論與實務的進修，實務就是回答人家的技巧、如何協談心中的疑慮、

用理性的指導、客觀的分析、用同理心支持對方，以前沒有學的東西，我們利用

這個機會去學。」他認為：「很多學工程的人要去報考人文科系或學人文的人要

去考工程科系都是相當困難的。」報考空大對潛昭而言確實也是一種挑戰，但是

他卻樂在其中，覺得沒有甚麼是做不到的事，他說「就是有興趣嘛！」不斷求知、

求新、求變，完全沒有猶豫，想到什麼就去做，青年潛昭對待生命有一種無所畏

懼、勇往直前的魄力。 

民國七十年代臺灣與國際經貿往來頻繁，社會風氣開放，民國 79年美國

Concordia University在潛昭 38歲那年來台招生，潛昭除了平日透過遠距教學

(distance teaching)的方式進修外，每年暑假亦利用公餘赴美進修，幾乎在同一個

←擁有美國 Concordia University MBA 碩士學

位及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 博士學位的潛

昭，為故鄉四川江津打開世界之窗的重要推

手。上排左四：鍾潛昭。照片提供/鍾潛昭 



時間，從民國 82年開始，潛昭還同時攻讀美國西太平洋大學(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社會教育哲學博士班，最後在民國 84年同時順利取得 Concordian 

University MBA學位與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的博士學位。 

年僅 43歲的潛昭利用公餘取得兩個學士學位和碩士以及博士學位，以工程

專長進行跨領域學習，包括統計、商業管理、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哲學，豐富而

多元的知識內涵，建構出潛昭多采多姿的生命樣貌，同時也隨著潛昭的熱心奉獻

影響了他身邊的許多人。 

促進兩岸交流，功在民間 

因民國七十年代後期臺灣兩岸政

策開放，潛昭乃於民國 79年隨四川江

津同鄉會首度赴內地探親，嗣後因擔任

同鄉會理事長，得進一步負責兩岸同鄉

的各項交流事宜，包括台灣親友返鄉探

親/尋親、貿易、投資、旅遊……等事宜； 

因為父親的關係，潛昭參加四川

江津同鄉會，從會員到理事、常務理事、

理事長，做人做事一向秉持著服務學習的態度的他，認為參與會務也是一種學習， 

別人不想做、做不來的事他都願意承擔；當時的他一邊上班，一邊修讀碩士及博

士學位，還要一邊兼顧同鄉會的會務，處理兩岸事務對他而言更是個全新的任務，

可能也就是因為「新鮮」，反而點燃潛昭旺盛的企圖心，他邊做邊學習，用開放

的心去觀察、體驗，並且慢慢累積經驗與知識，因此，對兩岸之間的諸多現象自

然培養出他獨到看法，再加上擁有博士學位所具備的學識涵養，潛昭很快地就受

到內地學術機構的青睞，除了接受四川省『成都市成人職業專科學校』聘任為教

授外，更陸續擔任北京大學、廣西大學、蘇州大學……等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專門教授兩岸相關議題的通識課程，其中包括交通、治安、環保、經濟、旅遊、……

甚至家庭、婚姻等議題。 

為了上課，必須規劃課程、準備教材，

潛昭利用公餘時間逼著自己去研究、學習，

他說：「我不得不要去好好的去學，你從學

之間才能夠去指導人家，才能夠有題材……。」

四川成都市成人職業專科學校教授聘書。照片提供/鍾潛昭 



為此，潛昭培養出勤跑圖書館的好習慣，即使到現在，只要沒有任務，他每天總

還是會花四到六小時泡在圖書館裡，閱讀五、六份報紙、加上好幾本期刊和各類

書籍，不過，即便如此，潛昭還是說

「親身經歷」才是最好的學習，他認

為面對目前的中國大陸，必須跟上他

瞬息萬變的發展腳步，不然轉眼間就

會讓人感受到今非昔比的陌生感與疏

離感，因此，即使已經退休多年，往

返兩岸已經超過一百五十次的潛昭，

目前每年還是會前往內地幾次，他說：

因為「溫故才能知新」。 

 

在往返兩岸的期間還有一件讓潛昭感到相當欣悅的成就，那就是充當兩岸

的紅娘志工。由於往來頻繁，潛昭受到許多有擇偶需求的親友請託，於是他便很

自然地就把多年來在『張老師』擔任志工時舉辦兩性交流活動的經驗，運用到安

排兩岸兩性婚姻交流的事務上，於是潛昭「紅娘」的美名不僅在熟識的親友間逕

相傳誦，也在兩岸同鄉間被廣泛的期待與需求著；這些年下來，透過熱心的潛昭

穿針引線共結連理的兩岸親友也有三十對左右，因為看到親友婚姻圓滿，潛昭一

談起這段無心插柳卻成蔭的經驗，總會開心的說，這樣的事「讓我越做越起勁。」 

 

 

 

 

 

 

 

 

潛昭每天花 4~6 小時泡在圖書館。照片提供/鍾潛昭 

「學習」不僅是生活樂趣更是潛昭的生活重心。照片提供/鍾潛昭 



其實，潛昭不僅扮演兩岸紅娘，還進一步協助超過五十對以上臺灣親友創

造了他們生命中的第二春。他說臺灣親友的婚姻需求與兩岸婚友需求不太一樣，

台灣婚友大多屬於年紀較長、喪偶或再婚者居多，因為中年以後生活模式更趨規

律且單純，影響兩性人際交往越趨僵化而封閉，因為生活圈子小，不容易認識到

新的朋友，因此就需要潛昭的幫助，透過潛昭的安排，原本不相識的高年級曠男

怨女，不僅可以擴大交友圈，也可以增加許多生活上的交流，更可以為自己的中

老年生活找到能夠互相扶持的終生伴侶。 

維繫婚姻的祕訣：謹言慎行、面對面溝通 

因為長期擔任「月老」的角色，讓人不免好奇，潛昭到底是如何經營自己

的婚姻呢？ 

年輕時的潛昭雖然扮演著青少年的情感與交友顧問，但是自己卻是屬於晚

婚一族，一直到 36歲才完成終身大事，他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就是沒

有甚麼特別要怎麼樣或不要怎麼樣，一切就是順其自然。」因為生活本來就安排

的相當充實，工作、求學再加上志工服務，潛昭幾乎無暇思考自己的婚姻大事，

也湊巧那位可以收服他的心的女性還沒有出現，於是，潛昭自己的婚姻被無端的

忽略著。 

36歲那年，被潛昭描述為可以「抓得住」他的心的女性終於出現了。潛昭

的另一半也是透過親友介紹認識，兩人見面之前雙方對於對方的客觀背景資訊早

已有了初步的認識，談及從相識到進入婚姻的過程，潛昭那塊屬於理工的思維活

躍了起來，他說：「我不記得我有談過”戀愛”……。」同事介紹認識後，兩人相

處的機會大多是在一群人一起行動的團體活動中，很少有兩人獨處的機會，潛昭

說：「沒有電影、沒有咖啡、沒有喝茶」迄今完全不記得當年兩人是否曾經獨處

過，或獨處時曾經做過些什麼事？或許這就是潛昭所說的『沒有談過戀愛』吧；

結婚的契機來自於某日另一半告訴潛昭說：「你就是我要的對象。」衝著這句話，

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結婚一事的潛昭覺得自己好像應該認真一點了，「因為第一

次有人跟我講嘛，……人家都這樣講了，當然就要認真一點……。」於是兩人便開

始了這段已經超過三十年的婚姻生活； 

走過三十多年的婚姻，就像經營自己的事業，潛昭也很認真經營自己的婚

姻，三十多年來有沒有發生過任何衝突？他說：「講到衝突，哪一個人不會有意見……。」

夫妻兩人因為生活習慣不同，總是會有許多意見不同的時候，衝突也是在所難免的，所



以他說不論夫妻倆的感情有多好、多親密，夫妻之間

的相處還是應該要「謹言慎行」，不要說錯話，不講

不該講的話，也不要當『竊聽器』--不聽不該聽的話；

除此之外，他更進一步建議，夫妻說話最好是面對面

看著對方，因為看著對方時才可以看到對方的表情，

也讓對方看到自己的表情，這樣一來，既可以輕聲細

語溝通，也不會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幾句話輕描淡寫

的帶過，細細品味之後才發現，原來真要落實在生活

實踐之中，其實也沒那麼容易。 

 

 

助人，即使一件小事，都能讓人感到快樂 

由於科技發達，3C產品早已成為現代生活的標準配備，其中又以手機為最，

除了打電話、儲存通訊資料的功能之外，還有更多讓生活更便利、更有趣的功能，

因此現代人對手機難免產生高度依賴；看到社會上常有因過度沈溺於手機或電腦

等科技產品的負面狀況，潛昭常常自嘲他因爲太忙，所以沒有時間去「玩那些東

西」；不過，雖然如此，他倒是相當能夠體會手機對於現代人的重要性；在他的

印象中，曾經有過三次撿到陌生人手機的經驗，潛昭很慶幸這些遺失手機的失主

都有打電話過來確認，讓他可以有機會讓這些被主人大意遺忘的手機能有物歸原

主的機會；雖然是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卻讓潛昭感到「很高興」；這或許也是因

為潛昭的血液中早就流淌著「同理心」的基因，他可以切身感受遺失手機的當事

者，除了著急之外，還有隨之而來的許多生活上的不方便與困擾。 

潛昭：「我是天生的好奇寶寶。」、「我喜歡研究、磨練、自我成長」，

自我成長對潛昭而言很重要。他說：「進入社會以後沒有讓自己停下來過，把所

有時間都塞滿，甚至覺得時間不夠用。」自覺是很充實的人生。「很多人都問我

甚麼叫成功？我認為從頭到尾做好就是成功。」 

詢問潛昭最喜歡做什麼事，沒想到得到的答案竟是：「最喜歡做的就是時

間運作，每一件事情可以按部就班、按照計畫去做，沒有缺失、沒有遺漏，就是

面面俱到……」幾十年來，潛昭的生活就是在規劃得極端充實的情況下，被他按

潛昭與另一半深諳夫妻相處之道，三十多年來伉儷情深令人艷羨。 

照片提供/鍾潛昭 



部就班的過著，一個學位接著一個學位，跨領域的學習讓工程專長的他，不會侷

限在公務單位的刻板中，反而讓他邁進錯綜複雜的人文領域，不僅把自己的人生

經營的有聲有色，還可以推己及人照顧周遭的許多人。 

67歲的潛昭沒有慢性病，因為經常往來兩岸拜訪親友，應酬多，酒喝多了，

偶而痛風發作，雖然沒有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但他告訴我，以後要少喝點酒，因

為他還有好多事情要做，保持健康的身體才能讓他做更多自己喜歡做的事。他說

「健康、快樂、長壽」是他目前的生活目標。 

(2019.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