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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多年來在各單位協助下，持續蒐集、整理許多校史檔

案資料，為慶祝清華百年校慶，經陳信雄教授、陳華教授、謝小芩教授、吳泉

源教授、王茂駿教授、王天戈教授、許明德校友、莊慧玲教授等校史委員討論

後，挑選出具重大意義的主題，委請專人撰寫四十一篇專文，由吳泉源教授擔

任主編，輯成《話說清華》一書；另精選六百餘張年代橫跨半世紀之久的圖

片、手稿、文件檔案，配合簡潔的中、英文說明，由謝小芩教授擔任主編，編

輯為《圖像清華》一書。

兩書以校史為主軸，分別以文、圖為重點的方式，呈現清華大學發展的歷

史軌跡，有別於資料堆積，提供具有可讀性的文章與圖片，期使讀者透過不同

的角度更深入了解清華師生多元的成果。透過《圖像清華》、《話說清華》兩

書，讀者也可以看到清華校園面貌隨著歲月而變遷，但不變的是校友對於母校

的向心力與付出。迄今校內多項硬體建設，如台北的月涵堂、大禮堂，還有

「百人會」募款興建的校友體育館等，都來自於校友對母校的回饋。

承此百年校慶，僅以兩書獻給所有的清華人，以及關心清華的各界人士。

序｜百年首學　世紀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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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首學　世紀展望

走過百年的國立清華大學，不論是從建校的緣起，或是歷史的角度觀察，

都是一所很獨特的學校。

1909 年以美國退還超收的庚子賠款成立「遊美學務處」，並規劃在北京惇

親王的清華園內興建「遊美肄業館」，1911 年 4 月 29 日「清華學堂」正式開

學，1912 年改稱「清華學校」隸屬於外交部。1928 年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

大學」，對日抗戰期間輾轉遷校，師生們的足跡走過大半個中國。1949 年兩

岸分治之後，清華大學於 1956 年在台建校，而且建校始於建造全國唯一的水

池式核子反應器，也就是大家通稱的「原子爐」。1974 年同時成立原子科學

院、理學院、工學院，相較於其他大學先成立系所、學院，隨後再建校的次序

完全不同。

與國同壽的清華，不僅師生的學術研究成果傑出，還有許多創新的理念落

實在各個層面，例如：研發電動車、實施通識教育、推動校園民主化、擬定中

長程計畫建立教育管理制度，還有率先開設中學教師暑期進修班、成立盲友

會、從自強基金會進而發展出育成中心乃至於產學聯盟、繁星計畫、清華學

院、評定學生成績由百分制改成等第制等。

話說清華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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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創校，源自近代中國的歷史苦難，她的（在台）建校，更牽繫冷戰時代

海峽兩岸的政治糾葛。更重要的是，從北京到昆明、再到新竹的赤土崎，百年

清華謎樣的身世，不但孕育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作育無數英才，更是近代中

國與當代台灣科技發展、政治變遷、產業升級、教育興革與社會流變的縮影。

如何可能產生這樣一本忠於史實、有憑有據，又能以生花妙筆刻畫歷史足

跡的清華物語？這是一個歷史的召喚，更是一個近乎不可能的任務。《話說清

華》這本小書，代表清華校史團隊，同心協力，齊解清華身世之謎的一個嘗

試，也是我們獻給清華百年校慶的一份賀禮。

一年多來，校史團隊在校方與清華圖書館的大力支持下，反覆思量，殫精

竭慮，試圖摸索一條取徑，努力達成這個艱鉅的任務。我們認為，深厚的精神

傳統與普遍的人性價值，唯有從具體的歷史細節與活生生的事例中進行考察，

才會有血有肉，也才能彰顯深刻動人的力量。經過校長特別顧問陳信雄教授、

謝小芩主委、莊慧玲館長、許明德董事長、陳華教授、王天戈教授、王茂駿主

任秘書、以及筆者等八人組成的校史諮詢委員會，充分溝通討論後，決定以

「清華建校」、「創新精神」、「厚德載物」、與「校園建築」四個向度作為全書的

架構，挑選清華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四十一個主題，具體捕捉百年清華的歷

史軌跡。

序｜同心協力　齊解清華身世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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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　齊解清華身世之謎

《話說清華》是國立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系列叢書中，最特別、可能也是製作

最艱辛的一本。

長久以來，散布全球各地的清華人，或是關心清華、想對清華的歷史發展

有更為全面與深切了解的各界人士，無不期盼有一本有趣的「校史」，能夠為

我們解謎：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四萬萬人之膏血」，如何成為「清華所以成

立之原素」？艱困戰火中的西南聯大，「茅茨土階，粗衣淡食」的《未央歌》情

懷，如何孕育出李政道、楊振寧這樣世界級的人才？梅貽琦校長果真攜出大印

來台，中興復校？他又是如何打造充滿神祕色彩的清華原子爐？李遠哲在赤土

崎上、傳聞中「一元購地」而來的清華校園，度過什麼樣的青春歲月？梅竹賽

從何而來？余光中口中的「文化沙漠，瘋子樂園」，如何一步一腳印，蛻變成

為一所創新不絕、弦歌不輟、回應時代變遷、引領教育興革的綜合大學？台灣

登山史上刻骨銘心的奇萊山難、相思湖畔捨身救人的義舉、守德紀念岩場、孫

觀漢與柏楊、許素朱之間的不朽情誼⋯⋯等等，這些感動天地、令人追念的清

華物語，又是如何演義？！

這份強烈的歷史好奇與生命的悸動，一點都不為過。因為，清華的確是一

所很獨特的學校。

話說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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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三位資深的媒體朋友，梁秀賢、朱慧芳與陳千惠的辛勞，從散布各處

的歷史文獻、檔案資料，與各式各樣的書籍和報導當中，擷取精華、爬梳脈

絡，再透過辛苦的田野訪談，撰寫出一篇又一篇的生動文稿。這些「上窮碧落

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結集而成的稿子，再經陳信雄顧問、謝小芩主委、

莊慧玲館長、筆者以及三位撰稿人共同組成的工作小組，抽絲剝繭的檢視，錙

銖必較的勘誤後，最後再由我潤飾定案。特別要強調的是，《話說清華》一

書、乃至所有校慶系列叢書的編寫過程中，陳顧問以其多年的行政經驗與智

慧，協助所有工作同仁進行鉅細靡遺的查證與修訂，將可能的錯誤降到最低，

堪稱幕後最大的推手。邱淑芬小姐與圖書館特藏組王珮玲組長提供的行政支

援，讓本書的編排作業得以順利完成，功不可沒。

我們不敢將《話說清華》等同於清華的校史，本書所呈現的許多歷史細節與

陳年往事，也必然有所疏漏，尚祈所有清華人與各界先進不吝斧正。如蒙雅

正，請洽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為荷。我們更衷心期盼，因為我們這份卑微的

努力，有朝一日，真正嚴格意義下的清華校史，順利問世。

序｜同心協力　齊解清華身世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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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建校篇」，以北京清華的創校過程作為大時代的背景，下接清華在台

建校的歷史工程，呈現清華大學如何從原子科學起家，篳路藍縷，發展成為台

灣理工研究的重鎮，奠定一流大學的堅實基礎。

「創新精神篇」，則從「組織創新」、「制度創新」、以及「理念創新」三個角

度，勾勒出半個世紀以來，清華的師生，如何在產官學界，以及眾多校友的

的大力支持下，不斷推陳出新，扮演台灣高等教育領頭羊的角色，為國內的

大學教育、產學合作、校園民主、地景改造、文化發展、兩岸交流，以及科

技與人文的對話，做出具有原創性的歷史貢獻。

「厚德載物篇」，以清華校園生活的點滴往事，那些深刻感人、讀來令人動

容、甚至掩面泣下的事蹟，譜出清華人的情感世界與淑世情懷。讀者將會從一

篇又一篇的小故事當中，體會到年輕生命的躍動、溫馨相伴的情感連帶、至死

不渝的堅固友誼，以及獻身公益的美麗靈魂，感受清華校園中既平凡又偉大的

精神力量。

最後，「校園建築篇」，闡述清華在台建校的歷史過程中，透過前瞻的校園

規劃，深具遠見的環境意識，一步一腳印，打造一個兼具大學發展、環境保護

與在地人文特色的一流校園。

話說清華

（動機 83 級）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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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堂

清末八國聯軍擊潰中國而有庚子賠款，清華則是由美國退的庚款而設

立，因此有人說「四萬萬人之膏血，清華所以成立之原素也。」交涉退款的駐

美公使梁誠認為，退款用於教育既可說服美方，也可為中國造就人才，因此建

議外務部「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為廣設學堂，派遣遊學

之用。…… 此二千二百萬金之斷不致竟歸他人掌握矣。」

梁誠歷經三年不懈的交涉，美國終於同意退還尚未付足之庚子賠款。1907

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 12 月 3 日的國情咨文中，宣示退還庚款協助中國教

育，考選學生赴美留學，隔年年底正式簽署執行命令。1909 年清廷以退還庚款

籌辦「遊美肄業館」，第一次留美考試錄取梅貽琦等四十七人，隔年錄取胡適、

趙元任等七十一人，並於北京郊外「清華園」興建館舍。

「清華園」原為道光帝賜其五子惇親王奕 的園子，庚子之亂，「義和團」

曾於此設壇，事後被內務府收回。「遊美肄業館」興建完工後，於 1910 年更名

為「清華學堂」。從動亂之地到興學之處，清華的建立與歷史苦難密不可分。

清華校訓

1911 年「清華學堂」於 3 月開學，唐國安為第一任校長。民國成立之

後，1912 年將「清華學堂」 (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 改名為「清華學校」

(Tsing Hua College)，隸屬外交部。

1914 年冬，梁啟超先生蒞臨清華演講，以「君子」為題，引述《周易》的

乾坤二卦卦辭說：「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象曰：地勢坤，君

子以厚德載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條件庶幾近之矣。」又說：「乾象言，君子自

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

清華建校篇｜風起雲湧育清華

4

風起雲湧育清華

一個十九歲的中國青年，剪掉了伴隨

十多年的辮子，換掉長袍穿上西服，於

1910 年 8 月搭乘「中國號」飄洋過海，三

十多天後來到打敗中國的美利堅共和國學

習農業。他背負著寡母鄉人的期望以及亡

國的憂懼，鞭策自己好好讀書報國，後來

卻放棄了學農，改讀哲學。

這位青年，就是後來掀起「白話文運

動」引領近代中國思想與文化發展的胡適

先生，與他同行並成為知交的，還有小他

一歲的趙元任。趙元任原是學數理，後來

改習語言學，成為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家，

他所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成了家喻戶曉

的歌曲。胡適與趙元任都是第二屆美國退

還庚子賠款所舉辦的留美考試上榜者，考選這批留學生的「遊美肄業館」，正是

清華大學的前身。

清華大學是一所與民國同壽的高等教育學府，其孕育發展過程獨樹一幟，

又與風起雲湧的大時代相互輝映。1949 年兩岸分治以來，清華大學在北京與新

竹兩地，開枝散葉，各領風騷，成為國際知名的人才培育搖籃及研究重鎮。

話說清華

▲ 1928年正式改成大學後之正門。



7

羅家倫與梅貽琦以開闊的胸襟，延攬國內外名師，包括北京大學、東南大

學，以及美、法、德等著名大學教授，前來清華執教或訪問講學，再次提升教

師品質。由於教師教學認真，督課嚴格，課程多元新穎，學生成績優異，理工

學院學生的學分，大多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的承認。

從 1928 到 1937 年十年間，清華錄取率為百分之十四，而學生淘汰率高

達百分之五十，畢業生僅有 1,520 名，幾乎皆為一時之選，包括錢思亮、陳省

身、徐賢修、錢鍾書等大師級的人物。

短短的二十多年，清華從留學預備學校變成一所大學，並在抗戰前成為國

內首屈一指的學府，享譽國際，堪稱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西南聯大

1937 年「七七事變」，日軍攻占北

平、天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京大

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 1938 年 2

月搬遷入雲南，同年 4 月，改名為國立

西南聯合大學。三校校長中，北大校長

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同時在重慶任

職，所以較少來校，而清華校長梅貽琦

常駐昆明，是實際掌理校務者。1938

年 5 月 4 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開

課，八年抗戰勝利，1946 年 5 月 4 日

舉行結業典禮，7 月 31 日宣布結束。

物質條件上，西南聯大遠遜於戰前

清華。由於戰事影響，大部分儀器設備

清華建校篇｜風起雲湧育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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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博，無所不載。」這場演講，深深激勵了清華學生，之後清華以「自強

不息，厚德載物」八個字作為校訓，作圖制徽，永久流傳。

清華在台建校，歷屆畢業同學凡是請梅貽琦校長題字留念，梅校長都會寫

上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勉勵學生。

清華學校

「清華學校」由於先天條件獨特，以留美為目標，獨立自主成風，偏重英文

與西學課程。時人批評清華發展過於洋化，甚至斥為「洋奴學校」，但學生清楚

知道，自己用的是「中國人民血汗錢」，因此畢業回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

為因應時潮並求中西均衡，1925 年清華改制，除原有留美預備部外，再

增設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院請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

任、李濟等名家授課，雖然只辦了短短四年，不但奠定清華人文傳統，也培育

了不少國學專家，功不可沒。

在「清華學校」期間，由清華所培養的留美學生，陸續回母校服務，取代

大部分美籍教師，不僅提升教師品質，也代表清華學術走向獨立自主。

清華大學

1928 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

出任校長，任內健全清華基金管理、淘汰冗員、延攬名師、添造宿舍、招收女

生等，頗有建樹，然不到三年時間，即被迫辭職。繼任的吳南軒校長，也只有

短短幾個月任期，直到 1931 年梅貽琦擔任校長，終於結束清華長期的混亂局

面，帶領清華進入人才輩出的黃金時代。

話說清華

▲ 清華大學分海陸兩途遷入雲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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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遷出，淪於敵手，遷出的部分貴重圖書亦在北碚毀於日機之轟炸。此一時

期，不僅儀器設備差，圖書亦十分缺乏，指定閱讀的參考書頂多只有幾本，學

生要上圖書館排隊擠借，形成「搶」風，館門屢次被擠破。因搶借參考書或過期

不還而被記過的學生，占聯大受校紀處分學生的大多數。

梅校長在戰亂中，極力穩定教育事業，令人感佩。當時新校舍被炸，有人

提議延期開學，他卻不以為然，堅持加速籌備，親自提著汽油燈搶修，終於如

期修復完工，也順利開學。

鹿橋著名的小說《未央歌》，即以西南聯大為背景，描寫年輕人的校園生

活、愛情與理想，傳頌至今。戰時生活困苦，通貨膨脹、食物短缺，歷史學

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回憶，每回逃警報回來，只有兩小碗約四、五兩麵

條的湯麵充飢，聯大師生因此普遍營養不足。1946 年《見聞週報》記者報導，

「重慶來的飛機滑到了（北平）停機處，人卻半天下不來，最後下來了，機場上的

衛兵抬頭看了一下說：『又是一架聯大的專機！』」可見當時師生如何羸弱不堪。

這段躲避炮火轟炸的戰時大學生活，雖苦猶樂，47 級校友周大中在＜往事

憶懷＞一文中敘述，「西南聯大這一段是當年聯大人最值得珍貴和懷念，茅茨土

階，粗衣淡食，但研讀奮發，未嘗稍懈，傍晚飯可不吃，則排長龍至唯一之圖

書館借書和占位置讀書。」西南聯大在艱困的戰火中，書聲不輟，更孕育出楊

振寧、李政道等世界級的人才，激盪出前所未有的火花。只要教育的薪火不

熄，下一代總是有希望。

文／陳千惠

話說清華

▲ 北京清華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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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於北京正式簽訂「海峽兩岸清

華大學交流合作備忘錄」。

多年投入兩岸事務的沈君山，秉

持一貫的對等、尊嚴原則，對於這份

合作備忘錄的形式或實質內容等諸多

細節，都相當重視，特別製作了同樣

內容、但不同文字及排名的四份版

本，其中繁體、簡體各二份，兩位校

長的位置，也是對等處理，各有兩次

排名在前。

為兼顧對等與尊嚴原則，以及克

服兩岸政治的敏感問題，國立清華大

學拿掉「國立」兩字，改以「新竹」取

代。但「國立清華大學」是正名，正式

公文書不能更動，因此以備忘錄方式

簽訂交流協議，雙方也建立了以實質

為重、不拘泥於形式的共識。

簽訂「海峽兩岸清華大學交流合

作備忘錄」的前一天，沈君山校長與

理學院院長廖俊臣、工學院院長陳文華、原科院院長蔡春鴻等人在北京清華校

園內與王大中校長等人聚會時，播放介紹兩校校園錄影帶，從創校伊始直到抗

戰西遷，兩校的影帶內容都頗為相似。但新竹清華的錄影帶後來出現「西山蒼

蒼，東海茫茫」的校歌配音時，現場馬上響起「啊，老校歌!」的驚呼聲，讓沈

君山多年後仍難忘懷。

這份合作備忘錄的內容，不僅僅是兩岸清華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還包含了

創新精神篇．第三章　理念創新｜我們都是清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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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清華人

1995 年 12 月 12 日，北京冬雪紛飛，從清華大學主樓會議室往外眺望，

粗細不等的黑白線條組成一幅台灣難得一見的雪景。會議室內眾人屏息以待，

來自新竹的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與北京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共同簽署了四個

版本的「海峽兩岸清華大學交流合作備忘錄」。現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正式揭開

兩岸清華交流活動的序幕，雙方都打開了另一扇與世界接軌的門窗，因政治因

素而冰封多年的學術與產業交流也逐漸增溫。

1949 年之前，兩岸清華的發展，猶如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北京清華早

已擁有「天下狀元泰半入清華」的優勢，名滿中國。新竹清華經過多年的努力，

也已經成為台灣最有希望進入世界頂尖大學行列的一所名校。雙方均以理工科

系見長，且都設有原子科學院，也都努力要恢復人文薈萃的歷史傳統。

1980 年代，蔣經國總統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之後，兩岸關係逐漸開始解

凍，兩岸清華也展開合作交流。

1990 年間，已故的化學系教授張昭鼎率師生訪問北京清華。北京清華的

校長張孝文，曾冒雨騎著腳踏車，親自與一位來自新竹的清華主管會面，討論

關於「庚款」的分配與使用問題。當時，這位主管，以「事涉重大，非個人所

能」加以回覆。

1991 年，清華大學創校八十週年慶，兩岸清華秘書單位互道恭喜，並約

定雙方校長於香港會面。結果因為北京清華張孝文校長無法前往，宣告破局。

1994 年 9 月初，沈君山校長與北京清華王大中校長首次在台北會面，雙方就

兩岸清華交流事宜的相關前置作業進行討論，經過長達一年三個月的籌劃，次

話說清華

▲ 1994 年沈君山校長與北京清華王大中校長首次

在台北會面。

▲ 1995年 12月在北京清華大學簽訂「海峽兩岸清

華大學交流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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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在台建校以來，隨著經濟起飛與

高等教育的擴充，就業與升學愈來愈容

易，大學部及研究所出國的畢業生人數也

逐年下降。兩岸清華的合作交流，提供學

生更多學習成長的機會。透過既競爭又合

作的交流，開闊眼界，成長茁壯。即使兩

岸之間還有難以化解的政治爭議，清華校

友對母校的認同卻沒有爭議。海外各國的清華校友會會長，幾乎都由兩岸清華

的校友輪流擔任。1970 年代，校友們聽說北京清華大學的清華門遭毀，捐款在

新竹清華大學的校園內（行政大樓後方）重建一座縮小版的清華門，如今已經成

為連結兩岸清華的重要象徵。

文／梁秀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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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積極推動兩岸工商企業界的合作，促進學校科技成果的開發與推廣」。新

竹科學園區的科技業界領袖，包括當時的聯電董事長曹興誠、智原科技總經理

石克強、美國昇陽軟體分公司大中國區總經理何薇玲等人，也以清華之友的身

分與會，兩岸科技產業互動增溫的態勢呼之欲出。

此外，雙方又簽訂兩校原子科學院、圖書館交流合作的二份子約。國立清

華大學當時已經編列經費，採購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的圖書，並委請北京清華代

訂期刊資料。至於兩岸原子科學的實際交流，其實更早。1994 年 9 月初，首

度來台的北京清華訪問團中，也包括了中國的核能專家團。沈君山公開表示，

他曾兩度以教授身分訪問中國大陸，洽談台灣核能廢料的處理問題。

兩岸清華正式啟動交流之際，北京清華學生人數已高達一萬五千人，國立

清華大學約六千人。但兩校的經費資源懸殊，北京清華在 1990 年代初期，每

年經費只有人民幣一億元左右，以當時匯率 1：4 換算，約為新台幣四億元；

國立清華大學的經費則高達二、三十億元。不過，北京清華學生宿舍，一個房

間住了八名學生，圖書館中擠滿學生埋首苦讀的景象，讓前往參訪的多位主管

印象深刻。

果然，1997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7 日，北京清華舉行的首屆「兩岸清華計

算機程式設計比賽」，分為專業組與非專業組，比賽結果，兩組都是北京清華

遙遙領先，取得勝利。

1996 年 5 月 31 日，北京清華訪

問團師生共二十人，由副校長關志成率

隊，抵達新竹訪問，隨後並參觀竹科、

工研院等單位。其中幾位具有國立清華

大學校友身分的北京清華教授，因名列

「管制名單」，長達二十餘年無法返台

探親，總算一償宿願。

話說清華

▲ 1996年北京清華師生首度來訪。北京清華關副校

長贈送紀念錦旗給沈校長。

▲ 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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