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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曾長期名列世界首富的科技奇才比爾．蓋茲的父親在《我是如何教出

比爾．蓋茲》書中寫到，「不要小看各種遊戲與運動，它可以培養孩子冒險

進取的精神、抗壓能力，也讓他學習如何追求成功，以及面對失敗。」清

華人何其有幸得以浸浴在梅竹賽的輝煌傳統中，為豐富充實的校園生活留

下青春註腳，為未來活出精彩人生作最佳的準備。未來所有清華人當為梅

竹精神的發揚光大共同努力。在此順便一提的是，學校正積極籌建新多功

能體育館。近十年來，清華學生人數雖大幅成長，但運動場地卻受限於校

地、經費等諸多因素，無法相對成長，以致室內運動場空間嚴重不足，興

建新多功能體育館刻不容緩。學校企盼熱心校友慷慨解囊，針對多功能體

育館的建設成立「百人會」，捐款一百萬元以上的善心人士就是百人會的會

員，期能協助母校募集新台幣一億元的建設基金，為清華學子的全人化教

育注入嶄新的能量。「百人會」推動工作承蒙熱心校友強力支持，進行甚為

順利，應可輕鬆達陣，為清華百年校慶珍貴獻禮之外，未來必將為清華在

梅竹賽中增強戰力、揚眉吐氣增添莫大助力。

為慶祝清華百年校慶，學校規劃出版梅竹紀念專書，由同學們組成小

組採訪、撰稿、編輯，與梅竹賽以學生為主體相互呼應，本人應邀，自樂

為推薦作序。

II

梅竹賽是四十多年來清華、交通大學兩校年度盛事，雖偶有中斷，通

常都能如期盛大舉辦，喜見兩校同學在激烈的競爭後，情誼不減反增，日

後在事業上常能相互扶持合作，梅竹賽也成為不可磨滅的共同回憶。個人

自從五十年前成為清華鄰居起與清華結緣，在校內外常能感受到清華校友

對學校強烈的向心力，這一定與校友們當年在學時美好校園生活回憶有

關，梅竹賽無疑是發揮了定錨的作用。

我從 2001 年二月擔任校長以後，第一次以校長身分全程參與梅竹賽

活動，包括探視梅竹校隊、接受新聞採訪、參加開幕祈福、梅竹演唱會、

祭梅、誓師、開幕、各項比賽、閉幕、檢討會、慰勞餐會、老梅竹高球賽

餐敘，前後參與約二十場的活動，深受同學們的全心投入、展現的熱情與

青春活力所感動。整個過程，包括梅竹籌備委員會、工作會、選手、啦啦

隊、火力班、表演隊、指導師長的努力演練與付出，學校學務、總務、行

政、職技人員鼎力支援，再加上熱情觀眾，一兩千人在三天賽程中，經歷

期待、扼腕、興奮、嘆息、喜悅、失望，各種情緒高低起伏迴盪，汗水與

淚水交織，同享歡樂，同學們也大致能做到熱情而不激情，盡興而不失理

性，在競爭中避免紛爭，是名符其實的青春饗宴。這種經驗，在台灣的大

學生活中，應是獨一無二，即使在國際上，也是極少見的。梅竹賽期間，

選手們竭盡所能一心為學校爭取榮譽，同學們不分系所、年級同心齊力為

校隊加油、歡呼、喝采，共同的美好回憶凝聚的向心力更是其他活動難以

比擬的。

推薦序

為未來活出精彩人生作最佳的準備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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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觀察及實際參與梅竹賽這二十多年來，賽場上的選手總是師生

們注目的焦點。畢業多年的校友往往連師長的姓名都忘掉了，就是忘不了

梅竹賽場上的精彩片段。國外的校友們每到梅竹賽的期間，就會互相邀請

就近的校友們，在網路上緊盯著比賽的現場，重溫當年在校的盛況。可見

梅竹賽在清華全體師生心目中的重要性。

這本書讓我得以透過學生的眼，和許許多多人對談，談著屬於他們自

己的梅竹賽。學生們新穎、活潑的特質也在字裡行間展露無遺：不論是單

元的創意發想，還是報導體、日記體、對話錄、小說體的變化無窮，都讓

我像第一次看到梅竹賽一樣，驚訝於梅竹賽的精采。

這本書的的確確是清華梅竹賽創賽以來，書寫及記載梅竹賽歷史最完

備、詳細的一部作品。我認為其中內容將是現在以及未來，所有想認識清

華的學子必讀的一本梅竹賽入門手冊!

推薦序

清華學子必讀的一本梅竹賽入門手冊

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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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月，梅竹賽依然沸沸揚揚，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隨著課業、工作

日益繁重，已不容許我再如前兩年那般熱血，然而，偶爾踅過水木生活中

心二樓，仍會情不自禁地拐進梅竹賽攤位，瀏覽一番，買件外套或紀念

衫，買下自己對梅竹賽的一份情感，彌補一點未能參與其間的遺憾。

因此，當負責編輯本書的同學找我幫忙看稿時，我幾乎毫無猶豫一口

便答應了。倒非自負編輯經驗豐富，而是想藉此重溫十年前的感動與記

憶，還有逝去的青春。看稿過程中，原本自以為對賽事熟稔的我，卻像哥

倫布發現新大陸般，驚奇地發現許多從來不知道的梅竹賽，例如人聲鼎沸

的運動場內，居然埋伏了一隊「火力班」騎兵，神出鬼沒，伺機突擊；看似

風平浪靜的體育館座位，竟暗藏玄機，波濤洶湧，充滿鬥智角力。又例如

那襲來無影去無蹤，年年都在梅竹賽期間現身、穿梭於各場館的神祕背

影，其實飽含一份舐犢深情；至於分身變形的「老梅竹」、「灣區梅竹」，熱

鬧之餘，恰是薪火相傳的具體展現，令人倍感溫馨。凡此種種，不論信史

或稗官野史，都在每位撰稿者的筆下，劃破時空，一一再現，燐燐閃耀。

適逢清華百年，年輕學子鄭重編撰了本書共襄盛舉，以為禮讚。我有

幸先睹為快，深覺篇篇都是同學的精心傑作，抒情、敘事兼擅，感性、理

性並茂，實為認識梅竹賽最好的專書；此外，我還感覺到，同學不甘於只

是紀實，更要從自己的觀點詮釋這段歷史，並重新賦予意義，極具企圖

心。所以，除了文字上的斟酌潤飾，與其說我是一名指導老師，不如說是

一位讀者，閱讀著梅竹賽史，閱讀自己的梅竹賽史，也閱讀著新一代清華

人對梅竹賽歷久彌新的深情與期許。衷心期盼，有更多的讀者像我一樣，

也會喜歡這本書。

VI

「未至清華園，先聞梅竹賽」，相信是許多「準」清華人共有的經歷，而

一旦成為清華人，梅竹賽便將成為生命中難以磨滅的美好回憶。

我也不例外。

大約十年前，我初來清華，成為一名研究生。自新生報到起，即可隱

隱嗅到空氣中一絲梅竹賽的氣氛，正在園中次第醞釀：靜態如海報牆上精

心撰寫的賽史，沿著大草坪、三角鐘、行政大樓一路迤邐而來的旗海飄

揚；動態如小吃部、水木餐廳、風雲樓用餐之際，耳邊乍然響起的梅竹賽

口宣，熱情且激動，引得眾食客頻頻側目，竊竊私語；至於溜冰場前，巧

笑倩兮遞發傳單，則約略介乎動靜之間吧！時序流轉，由秋而冬，來到暮

春三月，醞釀許久的氣氛終於引爆：梅竹賽正式鳴槍起跑。雖然已屬清華

園的老新鮮人，我卻也一頭熱地栽入生平第一場梅竹賽，像「粉絲」般追逐

著籃球、棒球、網球等賽事，樂此不疲。那些天，往往都是在滿天星斗

下，懷著或興奮、或落寞的心情，獨自走回宵夜街的租賃小屋。這年，清

大奪得總錦標 ── 後來才知道，這是「梅竹」復賽後的首役，意義非凡，而

我居然參與其中，真是何其有幸！隔年，我從宵夜街搬進校園，住進一棟

距離「清交小徑」頗近的研究生宿舍，觀戰梅竹賽就更方便了，尤其是在交

大進行的比賽。這回返回宿舍路上，不再孤單，前後左右漆黑的幢幢身

影，談論的全是甫落幕的賽事：高聲讚嘆某位球員球技如何高超，當然，

也不乏高聲數落某位裁判執法如何憋腳，總能引起此起彼落的附和。往後

推薦序

未至清華園，先聞梅竹賽

李宜學
中央大學中文系專案助理教授

（原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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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賽、複賽幾字的交錯，生冷的文字，除了紀實的義務之外，別無他用。

其他在個人平台發表的文章情感真摯，主觀之餘卻難以看見梅竹賽的全

貌。

有鑑於此，我們便希望這本書能夠做一個統整與革新的嘗試。除了將

原有資料重整之外，也運用每一位成員的人脈，將自己和其他學生們記憶

中的梅竹賽樣貌挖掘出來，融合口述歷史與專題報導的訴說方式，盡可能

呈現梅竹賽的豐富性。

內容導讀

本書共有五單元，從各個角度呈現梅竹賽的多元面貌。第一單元「核

心社團」，介紹五個讓梅竹賽順利運作的學生團體。細述社團的內部運作

實況，和梅竹賽的淵源與貢獻，以此勾勒出梅竹賽的大體形貌。這五個社

團在梅竹賽的幕前幕後都合作無間：梅竹籌委會、梅竹工作會、火力班應

梅竹賽而生；清華電台和啦啦隊則是自從支援梅竹賽後，成了不可或缺的

要角。此單元由曾參與該社團的成員直抵核心，側寫他們的快樂與辛酸，

距離之近之真，將讓你產生置身其中的錯覺。

第二單元「風雲人物」專訪半世紀以來，幾位與梅竹賽相關的人，他們

的人生故事和梅竹賽歷史曾經重疊過，有些甚至將繼續交織下去。從校

長、老師、校隊教練到學生選手，從六十幾歲到十九歲，這些人曾經如何

在梅竹賽史的膠卷中、生活？對他們來說，梅竹賽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在我們的走訪下，許多歷史遺漏的鏡頭，都將於此單元中定格慢放。

如果梅竹賽只有台前台後的工作人員和偉人事蹟的話，這本書可能會

讓人呵欠連連，但我們絕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第三單元「文化事件」派出

臥底深入調查，為你實況轉播所有不能寫在正史中的祕辛 ── 悲壯的誓師

祭梅、有違善良風俗的千人接吻事件、火爆嗆辣的己丑男籃風波、痛快又

痛心的骨牌祈福活動、燃燒著復仇之火的丁卯蜂炮傳說……無數個想聽八

VIII

緣起

自 1969 年創賽以來，梅竹賽一直是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兩校的盛

事。尤其梅竹賽所有活動皆以學生為主體，從籌劃到比賽的一切環節，都

是學生們用青春、時間與和汗水建立起來的，因此，梅竹賽對於清、交大

兩校的學子們而言，都可說是印象深刻的集體記憶。

或許因為這個背景，在 2010 年年初，清華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便號召校

內學生書寫梅竹賽的歷史，以迎接民國百年、校友回訪的歷史時刻。

梅竹專刊團隊共十一人，由大二到大四的清大學生組成，每個人皆來

自迥異的學科背景。唯一相同的是，我們都曾經以不同角色參與過梅竹賽

── 火力班班頭、梅竹籌委會、梅竹工作會成員、清華電台記者……，仔

細一聊才知道大家都曾在梅竹賽場內外同一時空交錯過，被同樣的吶喊和

激情震懾過。由於對梅竹賽的熱血跟好奇，讓我們願意聚集在這裡，希望

能以清大學生的視角，書寫一段「非官方」的梅竹賽史。

當我們仔細搜羅梅竹賽相關的資料，發現關於梅竹賽的種種多如繁

星，卻如斷簡殘篇散佚各地：校史、校園學生刊物、媒體報導、BBS、個

人部落格……有些甚至只封存在少數人們的記憶中，無緣證實或被遺忘。

至於書寫下來的歷史，有些像政治編年史一般，往往只見比賽勝負比數與

編者的話

以清大學生視角書寫一段梅竹賽史

主編　邱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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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的願望，都可以一次滿足！

誰說梅竹賽是校隊選手的專利？學生們更懂得趁梅竹之勢找樂子過過

乾癮。從水餃大賽到麻將、電玩三國之戰，「小梅竹」的比賽項目可說是極

盡搞怪之能事 ── 原來，梅竹賽除了君子之爭的象徵意義外，更是學生之

間「搏感情」的一大良機！

即使畢業，梅竹賽的熱血仍在每個清大人心裡燃燒，從台灣新竹蔓延

到西半球，從年少之心蔓延到壯年的眼── 遠在美國的畢業校友以「灣區

梅竹」緬懷家鄉、讓學生時代情景再現；成家立業的校友不提當年勇，直

接回來參加「老梅竹」，用行動證明青春不滅。想知道梅竹賽的熱血基因有

幾種可能，看第四單元「梅竹變體」就對了！

賽事雖然緊張刺激，但梅竹賽其實也有活潑俏皮、無厘頭的一面。

紀念品的設計不僅展現學生的創意、象徵對己校的支持，也將梅竹賽的

記憶以實體收藏。第五單元「紀念品」便用臉書平台晾曬梅竹賽的時光物

件，每個收藏者總津津樂道紀念品出產的年份和獨特處，像在分享越陳

越香的酒。只是打開瓶蓋逸出的是記憶的香氣，滑入口中的是每個人的

青春備忘錄。

我們衷心期許這本書，能夠讓未聽過梅竹賽的人們對梅竹賽有全面

的認識，也讓所有曾參與其中的一份子有新的發現！

最後，這本書要感謝學務處呂平江學務長、課指組嚴大任主任、前

學務長陳信文教授、前課指組主任王俊程教授等師長的信任與支持，給

予學生揮灑的空間，讓我們能放膽嘗試；也很謝謝課指組吳佳育、楊文

婷、楊喻竦在過程中的所有協助，這個企畫得以順利推進，以上諸位的

細心、耐心都是功不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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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演出 ── 文化事件

誓師祭梅／陳樂凡
青春之吻 ── 2001 年千人接吻事件特輯／黃心鴻
骨牌 my love/蔡葳品
火紅色的記憶 ──丁卯蜂炮事件／陳樂凡
行不行遊你 ──梅竹大遊行／蔡葳品
環保「梅」極限 ──己丑無碳大遊行／劉士豪
三筆劃的紛爭 ──己丑男籃風波／陳樂凡

迴聲依稀 ── 梅竹變體

平民化的梅竹賽 ──小梅竹／蔡葳品、陳軍卉
重溫情誼 ──老梅竹／梁貝玉
異地橋樑 ──灣區梅竹／李幸華

昨日重現 ── 紀念品篇

時光物件排行榜
青春備忘錄

無限的感謝
跋 ──編者群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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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都是火力班的一員

1969 年，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兩校熱愛運動的同學們開啟了梅竹

賽的扉頁，最初的火力班，就是每一位站在場邊幫校隊加油的觀眾

們。清華校園內好比一個大家庭，比賽場上的那個人，可能是室友，

可能是學長，也有可能是每次上課都坐在自己隔壁的死黨，因此，所

有清華的同學聚在一起，用歌聲、掌聲、歡呼聲，為場上努力的同學

加油打氣。

由於清、交大雙方觀眾加油之激烈，讓梅竹籌委會的籌委們不得

不把兩校的同學隔開，但觀眾的熱情依然不減，甚至因為分邊站的規

定，更能和同校同學群聚在一起，幫自己的學校歡呼。

由嚕啦啦統籌，火力班在復賽後正式成立

觀賽學生們正式成為一個有組織規模的團體，是在梅竹賽創辦後

十八年。梅竹賽在 1984 年宣布無限期停賽，經過兩校籌委會的努力奔

走，終於在停賽的三年後，1987 年，丁卯梅竹復賽了！這讓老清華人

跟從未看過梅竹賽的清華人都熱血沸騰了起來。當時梅竹賽各個團隊

並非現今的常態社團設置，所以梅竹賽團隊的籌備工作由一般社團來

認領，資源則由學校補助該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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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賽，總是能讓清華人津津樂道，每年三月，都可以看到清大

校園中綴滿梅竹賽的旗幟，海報牆上大幅的海報向大家宣告著：「梅竹

賽來囉！」

除了辛苦的校隊同學，此時，還有一群人對梅竹賽格外地興奮！

馬路上，這群人，踩著整齊的步伐，向新竹市民宣告梅竹賽來臨

了。觀眾席間，這群人，吼破喉嚨，努力替場上的球員吶喊。

緊張時刻，這群人，面對交大來勢洶洶，信念依然堅定不移。這

群人，就是梅竹戰場上最支持校隊的「清華火力班」。

火力班的誕生

清華火力班是由一群熱情的學生組成，他們訓練有素，用整齊劃

一的口號、肢體動作，把觀眾的心連結起來，幫校隊輸送源源不絕的

動力，用氣勢壓倒交大的火力班，因此，清華火力班可說是梅竹賽的

精神象徵。

清華人的梅族精神 ── 火力班

■ 採訪、撰稿：李姿旻



47

核心社團篇 ／�清華人的梅族精神�──�火力班

清、交大兩校都有火力班，場

上針鋒相對，似乎我看你不順眼，

你視我為眼中釘，但不管是清華還

是交大的火力班，最大的希望就是

讓比賽能「熱」起來。1989 年己巳梅

竹火力班總 Leader 之一的物理系

91 級黃台明，分享了以下這個有趣的故事：為了炒熱梅竹賽氣氛，如

果時機允許，雙方火力班幹部會私底下聯手，想出有趣的橋段，通常

是你來我往的口號表演，讓比賽氣氛更加扣人心弦。但重疊的賽程，

火力班就必須分開行動。比較熱門的比賽項目，大家都一窩蜂想去，

而每場比賽都需要火力班到場加油，這該怎麼分配呢？「抽籤」決定。

以各系各班為單位，如果抽到足球賽的班級，會神氣地從西門走路遊

行去交大博愛校區幫足球隊吶喊！

比賽場邊

總 Leader 跟小 Leader 戴上白手套，總 Leader 旁邊有兩個小

Leader 幫忙翻口號字幕，全體火力班配合 Leader 的指令跟節奏喊出

口號。交大來、清大回，雙方你來我往、唇槍舌戰。還跟女子啦啦隊

配合，喊著：「只要有我在，清華一定強！」那時兩校女生不多，交大

比清華更少，所以女生高亢的聲音可以劃過整個球場，抓住全場的目

光，為梅竹賽增添不少活力。

比賽過程總是讓人心跳加速，睜大了眼球盯著場上的一舉一動，

身上的每一吋肌肉也因雙方互相咬住分數而緊繃，因此當勝利的那一

刻來臨時，火力班的班員就好似衝上天的煙火，激動得拿起校旗在體

育館內繞場，不斷唱著清華的校歌，甚至喊著：「台灣交通，世界最

亂」！「驅竹出境」！熱情的學生們在體育館高聲慶祝、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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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梅竹的清華火力班，由「嚕啦啦社團」統籌，每位清大同學都

可以加入，成為班員。當時負責火力班的動機系 89 級許信隆回憶起當

時的情況，他說：原本以為剛復賽，校園內氣氛應該比較緩和，沒想

到觀眾的熱情只增不減。為了讓更多人可以進場觀看比賽，清華火力

班的幹部們在梅竹賽開打的前一晚，就聚在一起沙盤推演，安排了清

大體育館（今舊體育館）入場之後，坐位跟站位的方式，使館內擁有超

乎正常容納量的人數；反觀交大，因為對清大體育館不熟，加油人數

明顯就少了許多。

後來火力班的運作慢慢調整模式，改由梅竹工作會找負責人，稱

為火力班總 Leader，公開邀請各系各班，再由各班組成二十至三十人

左右的團隊報名參加，大部分是大一、大二的同學，加油時均身著班

服，所以比賽時可以看見一團一團不同系的清華同學們。

火力班的練習大約在比賽前一個月開跑，Leader 的手勢、口號節

奏，都在這時訓練。賽前火力班會配合梅竹工作會參加活動，到溜冰

場、綜二（現在圖書館後鴿子廣場）舉辦的誓師大會，是火力班少數在

比賽前公開場合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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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組織樣貌

1. 台前指揮

這個階段清華火力班的幹部分工更多元了。班頭可說是火力班的

心臟，幫大家爭取福利、激勵大家士氣；另一個跟班頭一樣重要的靈

魂人物則是總指揮，火力班的大腦，指揮大家整齊地喊出口號、做出

動作，扮演嚴師督促全體。總指揮有四個得力助手：訓練股，由於百

人一起訓練並不容易，所以把班員分成四個班，不論是點名、背口

號、「雕」動作、喝水休息，訓練股都會陪在班員身邊。

2.幕後推手

除此之外，火力班內也還有很多幕後英雄，默默支持著火力班的

運作，他們是美宣股、器材股跟吉祥物，火力班特殊的道具、令人發

笑的海報、總指揮的指揮棒，都是美宣股的創意結晶。器材股要負責

張羅大聲公、旗子，還有最重要的民生用品 ── 喉糖，比賽期間會推

著裝載滿滿用品的推車橫行校園。而吉祥物，顧名思義，就是要穿著

清大最可愛的招牌：「熊貓裝」！

帶領觀眾捨我其誰

比賽前，低沉的發聲訓練把全場的焦點帶到火力班，慢慢凝聚起

雙方觀眾的向心力，直到裁判的哨音響起，比賽正式開打，火力班又

巧妙地隱身到觀眾群中，敲著手中的哈拉棒，跟全部清華人一起喊

著：「清華大學！」、「拍拍！拍！拍拍！」，中場休息時間，熱絡的氣

氛依然不減，因為這時候正是清、交火力班互相較勁的時刻，總指揮

手勢一下，班員便大聲喊出：「梅竹成功，清華必勝！」

48

梅竹清華

獨立到壯大

清華火力班正式從梅竹工作會獨立出來，是在 1998 年的戊寅梅

竹。當時的梅竹工作會總召與工科系會長商討，想將火力班變身為一

個有傳承的組織；往後，就由工科系派出火力班負責人，稱為「班

頭」，籌組人力跟訓練流程，新一代火力班於焉誕生，班員以工科系大

一新生為主，再加上其他科系的清華同學，總人數約一百人。

前兩屆的幹部群花了不少精力奠定了火力班的基礎，如：相關活

動的進度、招生、網路宣傳、訓練等，讓制度漸漸有了雛形。現今的

火力班雖然不是正式的社團，卻有成熟的制度：新任的班頭接下棒子

後，開始尋找幹部，從九月開始籌備，為新一年的火力班做準備，約

莫十二月左右開始招收班員，歷屆火力班學長姐在這天幫忙站台，新

火力班的雛形也在招生大會後成形，期末考結束後，便進入最重要的

「寒訓」。

2007 年丁亥梅竹火力班班頭黃冠傑回憶，令他最印象深刻的不是

比賽那三天，而是寒假的寒訓。寒訓讓大家熟悉什麼是火力班，還有

火力班的運作，班員第一天踏進火力班，和自己的訓練股相見歡，隨

後認識班頭、總指揮，展開一連串口號和配合動作的訓練，去除比賽

激情的加持，平時的練習才能看到每個人的真性情。

完成訓練的火力班，還會參加梅竹工作會的造勢活動，像是校內

遊行、機車大遊行、化妝遊行、無碳大遊行、梅竹演唱會，都可以看

見扯著嗓子大聲嘶喊的火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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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期待的盛事

梅竹賽跟一般學生比賽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雙方場邊熱血的火

力班同學。事實上，除了比嗓門、比口號，清、交火力班的「氣勢比

賽」還要比「創意」！2004 年在梅竹工作會的化妝遊行上，威風凜凜的

甲申火力班穿著軍裝，英氣逼人！2005 年排球場邊，火力班可沒閒

著，乙酉火力班演唱交大女學生創作的歌曲「交大無帥哥」，坐在球場

對面的男性朋友自覺面子掛不住，清華同學便歡聲雷動。2009 年己丑

火力班班員則奮力地展開「制霸」的布幔，斗大的紫色字體為清華抱回

了總錦標。

梅竹賽，是每個清華人引以為傲的校園盛事，一場梅竹球賽，可

以讓大家蹲坐一下午只為一張票，看完三天梅竹賽，嗓子啞了，是因

為我們想把力量灌輸給校隊選手。火力班的存在，就是集結自身的力

量，不論比賽輸贏與否，把清華人團結在一起，支持校隊、支持學

校，這就是梅竹賽精神！

曾任 1989 年己巳梅竹火力班總 Leader 之一的物理系 91 級杜長

宏說：「雖然已經從大學畢業很久了，但是每次梅竹賽打完後的星期

一，會發現公司裡的人都知道梅竹賽的結果，也會互相消遣一下，而

且每年三月，經過新竹的光復路，看見梅竹賽的旗幟就會覺得很期

待！」且讓我們把這份期待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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