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產加工長青樹－目標管理的圓夢計畫 
 

 

  
 

人類因夢想而偉大，這句話印證在林泗

潭老師身上一點都不誇張，有了夢想才會有

圓夢計畫，畢業於基隆水產學校高級部的林

泗潭老師，憑著過人毅力自修考上高考及水

產技師，一路走來不畏艱辛，從自家的碾米

廠擔任技工一職開始，到現今創立朝日農業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此外還有品質管理、食

品加工機械、食品品質管制 HACCP 等多本

大學教科書的著作，並榮獲海洋大學 100 年

傑出校友，一生得獎無數，從不炫耀及自滿，

自始自終秉持一股成功的信念，並以發揚家

鄉產業為藍圖，邁開腳步勇往直前。 

今年 76 歲的林老師神采奕奕，沒有一點

倦容，身材高大英挺，一頭濃密的黑髮，行

動健步如飛，與人交談時雙眼炯炯有神，目

視對方，不論是對工作或是待人接物，皆秉

持謙卑的態度，恰如稻穗成熟飽滿，自然低

頭的處事原則，讓人不得不讚嘆有一種『年

齡不是問題，態度才是重點』的啟示，不要

以為在工作上拼命三郎的林老師只會工作，

是不懂休閒的工作狂，如今工作之餘，他也

會撥空陪同夫人運動、練習國標舞，甚至每

日睡前養成打坐的好習慣，天天將生活安排

的十分豐富又精彩，可謂除了事業成功之外

亦懂得生活品味的養生高手。 

在求學過程的林老師，由於家境不好，

沒錢買鞋，都是赤腳上學，加上當時空襲不

斷，課業經常受擾，千辛萬苦完成基隆海事

學校的學歷，沒念大學的他，後來卻能在蘇

澳海事學校、台北海院、國立宜蘭大學教書，

全靠他日後自律、負責、做事有條理，並且

努力自修通過高考，以及用論文取得大學講

師資格。求學過程一路走來挫折不斷，相當

顛簸，窮困之路使人連夢想都變得奢侈，這

些過往歷史，至今回想起來都會讓林泗潭老

師深感遺憾，所以他發願不讓學弟妹跟他一

樣辛苦，更希望學弟妹不要因為家庭弱勢，

就自我設限。當事業穩定後，林老師捐出一

百萬給國小的母校成立教育基金會，幫助弱

勢家庭的小朋友完成學業。林老師說，一百

萬元有可能用完，但他不擔心，因為三個兒

子都有不錯的工作，他已交代他們，行有餘

力要繼續挹注基金會，幫助更多需要幫助的

人，他也期勉受到幫助的學弟妹，將來長大

有能力也要懂得付出，飲水思源的信念深植

心中，此舉有如拋磚引玉般，將來可供後生

晚輩，引以為學習效法的楷模。 

談到林老師對後輩提攜，就必須提及本

所前加工系主任王文亮先生，當時的老師見

到就讀蘇澳水產學校的王主任家境非常清

寒，卻有當年自己的縮影，憐憫之心油然而

生，林老師形容王主任，生活中除了苦讀之

外，幾乎沒有其他多餘的時間和金錢，於是

課餘之外，老師不時將王主任帶回家，如同

自己孩子般教養，林老師則『師兼父職』，

那段艱辛困苦的成長過程，也造就王主任日

劉淑真、吳純衡

水產試驗所水產加工組



 

後在學術與技能上的成就。但天妒英才，王

主任於 1995 年因肝癌辭世，這個惡耗讓老師

痛徹心扉，久久不能釋懷，當年的王主任，

以他堅定不移的求學處事態度來看，如果還

在世的話，想必會是第二位林泗潭老師，相

信這樣的結果，也是水產加工界的重大損失。 

雖然林老師現在是成功的企業家，回顧

當年心酸史時，還是忍不住心中的激動，為

了家中孩子的教養學費、年邁多病雙親以及

七位弟妹，老師不得不多兼任一家食品工廠

的顧問，為此，他曾被某一新廠的廠長誤認

為他可能會取代其地位，一開始上班就被對

方羞辱，他們將老師的名字用粉筆寫在地

上，讓陪同他的馬來西亞董事一起踩踏而

過，當下的林老師強忍屈辱，假裝視而不見，

心情卻五味雜陳，心酸滿溢，他告訴自己「忍

別人不能忍的辱」才能成「別人不能成的

器」，這句座右銘果然奏效，平息了當日的

火藥味。沒想到又有另一家工廠聘用剛由台

灣鳳梨公司轉任而來的新廠長也想給老師一

個下馬威，挑選林老師將要下班趕末班車之

際，當董事長面前讓工廠機械故障，要求老

師修復後才能離開，當下林老師只好捲起衣

袖，儘速發揮所學將機械修復、再度上線，

從此之後該廠長對林老師的態度就有了 180

度的改觀，佩服得五體投地，先前的敵意煙

消雲散，從此合作愉快；但在林老師的心中，

還存在一個小小的遺憾，話說民國 53 年轉任

蘇澳水產學校教師，兼任某罐頭工廠顧問，

因太自信自己校正後的糖度計不會有問題，

以致蜜柑罐頭糖度問題變差 1 度，準備出口

的整個貨櫃延後外銷，這種因疏於再確認的

習慣，造成廠商的損失，是他一生中在專業

領域的最痛和遺憾。塞翁失馬，焉知非福，

這失敗經驗造就他日後步步為營的技術指導

準則，認真的態度使老師在產學領域順利服

務五十年後光榮退休。 

目前林老師用新鮮、安全、公道、環保

為經營理念，開設一家農業科技公司，從產

品生產、架設網頁到攝影、包材設計樣樣親

手打理，並發揚家鄉特有的鯖魚油、水果茶、

低糖果醬等健康養生食品，2007 年獲得宜蘭

地區金商獎、2008 年獲得全國消費者滿意金

牌獎，2009 年朝日鯖魚油榮獲第一屆菁創

獎，朝日出產之水果茶也曾經入圍宜蘭十大

伴手禮之優選商品，然而，這些成就都稱不

上是林老師一生最大的驕傲，最能讓他嘴角

上揚的，是他三位優秀的兒子，大兒子林志

城台大博士期間赴日進修，專攻水產油脂，

現任元培科技大學生技系專任教授兼健康學

院院長一職；二兒子林志銘取得陽明大學博

士後，任職銘傳大學副教授；么兒林志憲高

考及格，目前在自來水公司擔任工程師，甚

至連同三個兒媳也都是職場上的菁英份子，

全家人囊括三個博士、五個高考，一門數傑，

除了個人的努力之外，這些成就應歸功於他

們背後，有一位偉大的推手──林師母，默默

支持他們，使他們無後顧之憂，努力衝刺學

業及事業。年輕時候的林老師曾經一個人同

時身兼三個職務，下班回家之後還要整理資

料、寫書、改考卷，由以上看來，林老師非

常懂得管理時間並重視工作效率，嚴謹的「生

活態度」奠定出日後有別於一般人的「成就

高度」，如同林老師說的，以他當年一個既

沒學歷也沒家世背景的窮小子，來追求炙手

可熱的林師母，能夠從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 



 

而出，娶到賢淑美麗的師母，跌破眾人眼鏡，

如今事實印證了，當年林師母選擇林老師託

付終身，的確是慧眼視英雄。 

好山好水孕育好人才，然而能把山與海

的資源結合後，延伸觸角激盪出火花的人不

多，他同時也呼籲政府或學術單位不要忽視

水產加工的重要性，農漁產品本來就有盛產

期，生產過剩農賤傷農、魚賤傷漁，沒有加

工保鮮作為後盾會使振興農漁業的路途更加

艱辛。台灣的中小企業很多，企業成敗全靠

技術，以往政府很重視加工技術，但最後將

技術傳到東南亞及中國後實已失去競爭能

力；重振農漁經濟必先掌握本地食材及大量

加工關鍵技術，若能做到更便宜且品質兼

顧，甚至取得政府對外銷的補貼，才是重回

國際市場最有利的後盾。 

目前很多大專職校已捨棄食品加工科

系，改為食品科學提高學術地位，並以學術

論文研究實驗為主要目標，但和企業所需大

量現場技術人員有所差異，雖然人人都想一

步登天，穩坐經營或決策者的位置，但畢竟

所需人數極少。林老師說 1968 到 1984 年政

府數度派他前往水產加工最先進的國家－日

本，於加工現場實習、了解現況後，帶回關

鍵技術，造就 1971－1991 年代台灣水產加工

的榮景很值得複製，讓安全健康的食品工業

重新站起來。農漁產業生生不息，是林老師

目前最殷切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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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老師賢伉儷在次兒子住家社區庭園留影 林泗潭老師全家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