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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建校可追溯至西元1911年的「清華學堂」，當時乃

由清廷以美國退還尚未付足之「庚子賠款」設立。1956年，梅貽

琦校長接受政府囑託，在新竹建校，延續清華輝煌的歷史與光榮傳

統，同時克服建校初期的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為新竹清華今日之

成長茁壯，奠定了最紮實的基礎。

55年來，在歷屆校長帶領下，清華師生們秉持創校以來「自

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創新精神，天天求進步、時時在發展，讓清

華大學逐漸走上坦途。如今清華大學已成為一涵蓋人文社會、理、

工、生命科學、電機資訊、及管理等領域，且均衡發展的優良學

府。清華不但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學術殿堂、博雅與專業人才培育場

域，也肩負著創新科技研發及推動社會多元進步發展的使命。

數十年來，新竹清華大學不但培育了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校

友，校友與師長中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更多達二十餘位，造就英

才超過五萬人，絕大多數清華人畢業後在國內外產官學研各界均有

優異表現，不但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得到社會普遍肯定，也為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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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爭取到無上的光榮。

新竹清華大學不但致力於維持優良學風，並以卓越表現贏得

國內外的肯定，種種的努力也充分反映在國際上重要的評鑑與排名

上。2010年QS世界大學排名，本校繼2008、2009年排名大幅進步

後，更上一層樓，名列全球第196名，表現亮麗。另外，據向來執

世界大學排名牛耳的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HE)，2010年，

本校在世界大學排名再度報捷，名列世界第107名，為台灣各大學

排名之首。而在過往許多學術指標評鑑上，清華教師表現均為兩岸

三地大學第一。

清華今日之成就乃是過往許許多多清華師生同仁的奉獻才能獲

致，然而我們絕不以此自滿，更不耽溺於現有的桂冠光環。尤其，

隨著時代進步，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之際，清華人只有秉持日新又

新的精神，不斷地自我惕勵、奮勇向前。

眾所周知，今日世界的問題日益複雜化，能源短缺、人口爆

增、糧食危機、地球暖化等等諸多人類面臨的問題，皆涉及跨越地

區、國族界限，需要人類共同攜手合作，才能解決問題。因此清華

大學不僅要延攬優秀人才，增強師資陣容，提升研究、教學與服務

品質，更需要積極培育優秀學生，涵養其人文精神與宏觀視野，並

提倡互助合作的精神，以便在未來與世界各國菁英共同攜手，帶領

人類走出難關。簡言之，現今的清華，不但要倡導跨校、跨院、跨

系所的合作，更要以培育具備國際視野及學養皆優的菁英領袖為目

標。未來清華大學將本著一貫創新、求真的科學精神，與誠懇務

實的態度，致力提升自我，使清華成為維護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重

鎮，為人類社會的福祉做出貢獻。

前人點點滴滴的成就與智慧，是構築今日清華的堅實基礎，也

是清華追求卓越、進入世界百大以及華人首學的依據。在清華大學

成立100年暨建校55週年之際，校方特別出版「人物清華」專書，

以專文介紹55位與清華大學具有深厚淵源、其成就與學養皆足為清

華師生楷模的師長與校友，藉由記錄其扉然的成就與事蹟，作為清

華師生學習的榜樣。

期待清華師生透過這本書，深刻感受前輩對清華無怨無悔的

付出，體會他們對清華的無限熱愛，並起而效法學習。同時，在傾

聽師長、校友等勉勵話語之際，能自我惕勵，蓄積繼續勇敢向前的

力量，迎接未來更艱難的挑戰。也希望藉由這本「人物清華」的分

享，讓社會各界更加了解涵蘊清華深厚能量的來源，並給予清華最

深的祝福與支持。

序言—培養菁英領袖追求卓越、邁向華人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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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第一道曙光，除了迎來嶄新的一年，對清華大學師

生更具有特殊意涵：清華大學即將於這一年邁入創校100週年暨在

台建校55週年，這是一個值得清華師生與所有畢業校友們共同歡慶

的一件盛事。

為迎接這個重要日子的到來，自2010年起，清華師生們即熱

心地展開各項籌備事宜，除了籌劃一系列的慶祝活動之外，也試圖

以文字、影像記錄清華的歷史軌跡，讓更多校友、社會人士得以藉

此分享清華成長的記憶。此提議隨即受到熱烈支持，經討論後，校

方決議出版一系列專書，也由此產生出版「人物清華」的構想，並

釐訂其撰寫方針為「從人文角度出發、呈現清華人文薈萃的豐富樣

貌」。 

清華大學在台建校，始自梅貽琦校長，之後歷屆校長銜續建

設，付出極大心力，使現今之清華得以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優良學

府。數十年來，清華大學延攬許多優秀教師、學養卓越之士來校服

務或潛心研究，產出重要研究成果並獲得崇高榮譽，或熱心教學，

作育英才無數，對於國家社會做出重要貢獻。

序言

書寫人文薈萃的清華

國立清華大學秘書處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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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往、了解這些前輩師長與校友的辛勤耕耘，是前瞻未

來、自我惕勵的最佳指引明燈。無論是曾經為清華付出寶貴青春，

或與清華共同成長、相互提攜，每位師長、校友曾與清華交會的每

一段經歷，都是清華美好歷史記憶的一部份，也是清華最彌足珍貴

的資產。

基於對「人物清華」的高度重視，本校特別由當時的陳文村校

長、特別顧問陳信雄教授、校友會前理事長許明德先生及校友服務

中心成員等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多次討論，最後依照歷任校長、諾

貝爾獎得主、中央研究院院士、名譽博士、傑出校友等面向，並配

合建校55週年的特殊意涵，選出55位與清華大學有深厚淵源的代表

性人物進行專訪與專文介紹。

誠然，獲選的師長、校友與傑出人士的斐然成就絕非三言兩語

或短短數頁文章可以涵蓋；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熱心分享的許多

寶貴經驗與智慧，為此吾人致上最深的敬意與謝意。再者，過往曾

對清華師生愛護提攜、鼎力協助的清華人物非常之多，此次因力有

未逮，未能逐一介紹，留下諸多缺憾，期待未來若有機會繼續出版

人物清華第二集、第三集時再予以補正，將人文薈萃的清華真實樣

貌予以更完整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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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風亮節 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 人物清華 �

對
所有的清華人來說，提起梅貽琦校長（∼����年�月��
日）絕對不會陌生。從任教、系主任、教務長而至校長，

他與清華深厚的情誼長達��年；他是清華在台建校的首位校
長，在他的帶領下，延續了北京清華的優良精神，在台灣穩穩

紮根、茁壯，為今日之新竹清華奠定良好的學術基礎。

他的人格修養更令人敬仰，自身嚴謹、寡言且處事堅毅，

其廉潔的品行、高瞻的視野與廣納良材的胸襟，讓親近他的人

莫不肅然起敬。

首批赴美的中國留學生

����年出生於天津的梅貽琦校長，字月涵。幼年在家接受
啟蒙教育，��0�年進入了張伯苓先生所辦的南開學堂（原名敬
業中學）就讀，��0�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後，被保送至保定高

等學堂。當時正逢美國退還部分

的「庚子賠款」，並與滿清政

府協議將此筆款項作為資送中

國學生前往美國留學之費用，

��0�年考選第一批留學生，梅貽
琦即以優異成績入選，成為��名
首批赴美的中國留學生之一。

那年�0月，梅貽琦整裝前往，由
於正當學期中，於是先前往麻

省Groton中學附讀，���0年正式
進入麻省吳士脫大學（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攻讀電機工
程；����年獲得工學士學位，當
時的他年僅��歲。
學成之後梅貽琦返回故鄉天津，先在家鄉的青年會服務一

年。����年應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 ）校長周詒春先生的邀
聘，回母校講授物理、幾何學課程；����年再度赴美進修，專
攻物理，回國後即擔任清華物理學系主任。����年由於清華教
務長張彭春先生辭職，梅貽琦被推舉繼任教務長。����年，清
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政府指派羅家倫先生擔任第一任

校長，梅貽琦改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年，教育部宣佈，
由梅貽琦接任清華大學校長。

動盪年代 為清華戮力奔波

����年中日戰爭爆發，北平天津淪陷，梅貽琦當時正在參
加「廬山會議」，因政府下令遷校，於是將學生與學校的圖書

儀器等撤向長沙，與北大、南開合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後來日

軍逼近，長沙臨時大學於是再度向南遷移至雲南昆明，並改稱

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年日軍投降，梅貽琦為了清華可以
在北平復校而南北奔波；最後於����年時結束了西南聯大，清

【梅貽琦小檔案】

 學歷： 
 ．美國吳士脫工科大學學士

 ．美國吳士脫工科大學榮譽博士

 經歷：

 ． 清華學校教授

 ．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

 ．教育部長

 ．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長、校長

穆穆清風．無私奉獻

高風亮節 清華永遠的校長
梅貽琦

  梅貽琦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資料）

梅貽琦校長與兄弟合照，左起為梅貽

琳、梅貽璠、梅貽琦、梅貽寶、梅貽

瑞（梅校長家人提供）



� 高風亮節 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 人物清華 �

華於北平正式復校。

����年開始，國共
內戰期間，梅貽琦協助

接待各地流亡教授以及

安置學者的工作。����
年時則肩負中華民國

代表團主席身分，前往

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大會，隨後飛往紐

約，除了任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常務
董事，也在當地組設了清華大學辦事處。����年則組織「清華
大學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以及「清華研究與教學獎助金

委員會」，利用基金會的利息所得，資助在美國的中國學者的

研究與出版。����年梅貽琦奉命改任為「教育部在美文化事業
顧問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主要任務在協助中美文化溝通的相

關事務。����年，梅貽琦決定恢復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的出版；同年，他在美國收到政府電報，請
他負責籌備在台灣恢復清華大學事宜，他返回台灣環島勘查，

後來決定設址新竹，先籌設「原子科學研究所」。

建造台灣第一座原子爐

 ����年，為了籌建原子科學研究所，梅貽琦開始四處奔
走，除了赴美考察原子爐設施、也在美國延聘教授；同年秋天

清華大學招考第一班研究生，先借用台灣大學教室上課，待

����年首批校舍完工後，師生們才返回新竹現址上課。建校之
初百廢待舉，尤其是師資極為缺乏，梅貽琦雖親自前往美國、

加拿大等地積極延攬學者，但因國內薪資水準與外國相去甚

遠，真正願意前來應聘者並不多；但他並不氣餒，依舊透過許

多人脈協助，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來清華講學。

當時面臨的另一個艱難挑戰是籌建原子爐。以那時台灣的

國力來說，此可謂不可能的任務，梅貽琦除了親自赴美，與美

國政府洽商經費支援之外，也透過清華基金支付部分款項，另

外他也責成清華畢業校友張昌華負責原子爐體的設計與籌建事

宜，此外，從原子爐的設計、設備選購到土木建設工程、人才

培育等，梅貽琦均不辭辛勞參與督導，力求圓滿完成這項艱鉅

的大工程。

清華原子爐建設自����年展開，於����年順利完成，從此
台灣也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對於國內日後提升醫學、農業、

材料、工業製程等各種領域的研究水準上做出極為重大的貢

獻。但原子爐落成啟用之際，梅貽琦卻因病住進臺大醫院，原

本他打算抱病出席啟用典禮，然而在醫生力阻下只好放棄。

夙夜匪懈直到終點

第一屆的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於����年畢業，
梅貽琦主張不舉辦畢業典禮，將舉辦典禮的經費作為畢業生出

國留學的補助款，費用再有不足者，則由學校借貸，鼓勵同學

們繼續深造。

此一同時，由於政府再三延攬梅貽琦入閣擔任教育部長，

在當局准予兼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原則下，梅貽琦勉強答應；這

一年也正逢中央研究院院長改選，由胡適先生當選，梅貽琦以

個人私交力勸胡適回國接任。當時，行政院籌組了「原子能委

員會」，梅貽琦就以教育部長身分兼任主任委員。後來他因病

住院之後，才於����年辭去當了三年的教育部長一職。
����年，梅貽琦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時，梅貽琦也邀

清華同學會負責人，開始恢復「清華校友通訊」（����年由梅
貽琦在北平創辦、����年停刊），增進清華與校友間的互動聯
繫，年中時由於病情加劇，於�月��日病逝於臺大醫院。梅校長
辭世的消息傳出後，學界莫不哀戚，致祭者多達�000多人，同
年��月，入葬於新竹清華梅園。

清華大學在台建校之初，梅貽琦校長為清華籌建

原子爐一事付出極大心力（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珍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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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有事 不知有我

梅校長一生慎言、寡言，但見過他的人莫不對他感到敬

佩，更一致推崇他的人格修養，以及大公無私的精神，其少說

話、多做事，凡是只求耕耘、不求回報的行事作風，加上貫徹

始終的毅力精神，足以為世代之師表。已故的前清華校長羅家

倫先生於����年集句，題梅先生象贊云：「顯顯令德，穆穆清
風，循循善誘，休休有容。」

曾任清華及西南聯大教授、已故的葉公超先生曾說過：

「梅先生之為人、作為、讀書，都非常嚴謹，他的性格可以用

三個字來描寫，就是慢、穩、剛。梅先生是一個保守的人，但

在思想上非常之新，在作事的設計方面也非常之新，能夠接受

最新的知識。他有一種沉著的責任感，是我最佩服的。」

而曾任教清華學校及西南聯大、已故的樊際昌先生，也

曾在文章中提到：「梅先生處人處事的方式，可以『無我的精

神』概括之。他畢生的理想是教育，實現這個理想的對象是

清華。對教育對清華有益的事，他就會冒寒冒暑任勞任怨的

去作，絕不為個人打算。⋯⋯梅先生只知有『事』，不知有

『我』。 」

廉潔一生 儉德佳話

梅貽琦對於教育與清華的事盡量大方，對自己的生活卻

格外簡樸，難能可貴的儉

德，彰顯了他對教育的看

重、對自己生活的嚴謹要

求。在第一次接任清華校

長之初他便自願放棄校長

多項福利，住宅工友皆自

付工資，電話費也自付，

還將學校每年提供的兩噸

煤炭取消。任西南聯大校

長期間，生活格外艱

難，當時梅師母還自製

糕餅出售以補貼家用。

他的辦公室陳設極為簡

單，除了幾張藤椅之

外，沒有沙發，簡樸自

持可見一斑。

已故的吳大猷先生

在撰寫《我想念的梅月

涵先生》一文中，提到

前往美國紐約探視梅先

生時的情形：「我去辦公室看梅先生，想請他吃餐便飯，但他

反邀我一同回家。中途又坐地底車，又換公共車，很遠的到他

住的公寓。看到梅夫人和他們的一位小姐和外孫女，吃北方涼

拌麵。」然而自奉甚儉的梅校長，對教育卻十分捨得，對學生

更是照顧有加，讓清華師生對其高風亮節的行誼仰慕有加。

清華永遠的大家長

當年梅貽琦初次接任北京清華校長時，受到外界環境影

響，清華正處於極不穩定的時期，除了前校長羅家倫任期超過

一年，其他的校長短則數月，或是因事而未前往報到；然自梅

貽琦接掌校長後，清華逐漸安定下來，往後他帶領清華長達�0
年，讓清華有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已故的劉崇鋐先生在《梅

校長與母校》一文中提及：「於此危難中清華竟有蓬勃氣象與

成就，不能不歸功於梅校長之領導有方。梅先生與清華關係之

密切，貢獻之深遠，幾無人可比。」。

清華中的梅園，是現在莘莘學子可以前往親近梅校長的

去處，朵朵寒梅在冬日裡吐露芬芳，就像是梅貽琦校長一生為

清華貢獻所綻放的美麗，他的精神也將永留在所有清華人的心

中。（戴卓玫整理）
1962年梅貽琦校長辭世後入葬於新竹清華梅

園（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資料）

梅貽琦校長辭世後，國立清華大學畢業校友捐款

興建月涵堂，於1967年啟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

館珍藏資料）

高風亮節 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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