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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愛最重要—懷念張玉珍

去
年（2007）9月號《鄉間小路》刊出一篇文章

「張玉珍女士的手尾錢」，讀者還記得連錦昆

先生嗎? 今年他再捐贈39份《鄉間小路》給長期推

廣有機農業與鄉村社區文化工作者，紀念愛妻張玉

珍去世2周年。

另外，連先生把玉珍女士珍藏的300多本昆蟲典

籍，捐贈嘉義大學昆蟲博物館；把兩人在台大念書

時期保存下來的黑白照片與「玉珍文集」，捐贈台大

校史館（夫婦倆都是台大傑出校友）。

原來玉珍女士大一是念中文系，後來轉讀植病系

昆蟲組，「玉珍文集」保存的手寫稿，上面留有教

授紅筆認真批改的真蹟，彌足珍貴。連先生說，念植病系的玉珍對文件防蟲處理的很好，保存50餘年的照片與文

集，完好無缺。

台大校史館把這些資料製作成光碟「張玉珍女士的台大歲月」，連先生贈送一片給《鄉間小路》，臨走前他低聲

說了這麼一段：玉珍和我都是基督徒，我們卻很少去教會，玉珍說，心中有愛最重要！

我從光碟中摘錄了一篇「博愛與自私」，一首五言絕句「喜雨」，那是20歲的玉珍，抒寫心中對國家的大愛，對

農民的悲憫。心中有愛者，最令人懷念。

博愛與自私
我認為每個人的秉質，都含有自私與博愛的成分，無論他的動機是“為己”或是“為人”都脫不了愛的條件。

在“為己”的立場之下，而有侵害到別人或團體的利益時，這就是“自私”；若是犧牲“小我”完全為群眾謀福

利，就是所謂“博愛”。因此博愛與自私並不是完全相反的，而應該要相輔而行的。

人人都喜歡自己的生命，所以“為己”的時候多，“為人”的時候少。由此自私就成了普遍的現象，在中國社

會最常見的是：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什麼醫病秘方這一類的東西，做父親的常常只想傳授給兒子，而很少傳給女兒，

因為怕女兒把這秘方傳到別家去；還有當師父的從來沒有把技術完全傳授給徒弟，理由也是怕徒弟的技術勝過他自

己。非但沒有把原有的技術加以研究，反而一代

不如一代地傳授下去。我們難道就讓“自私”來

統治社會、毀滅世界嗎？不，決不，我們應使

“博愛”與“自私”得到平均地發展。我們愛自己

也愛他人，就是要做到“兼愛”。

（節錄自玉珍文集）

喜 雨
一雨蘇枯旱，能騰萬眾歡；

誰憐耕作苦，盤莇未知難。

1950年代就讀台大植病系昆蟲組的張玉珍（連錦昆 /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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