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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友聲編輯主委的擔子，也一年了。時間飛逝而過，轉眼又是校慶，在

學校和校友會，又要開始忙碌了。

回顧過去這一年，一方面公司業務甚佳，連拿臺灣最大的電梯工程合約。

另一方面友聲編務也邁入另一階段。改版後的效果，一直到前幾天整理藏書以
備過年時，才感覺了出來，以前的友聲小小的，現在的友聲，版面放大，內容
也充實了，只有一個沒有變的，就是那一份濃濃的情誼，裸裸維繫住老少校友

的喜ZZE能帶給您更大的歡樂，更希望經由您的灌溉，友聲能更茁壯 踏

國接鋒(電物的)

二十年前:

那一年. 58學年度，我唸大三，擔任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 O

動機:

上學期過後，放寒假的時候，清大的徐範同學代表清大代聯會來學校找我，商

談下學期問學後舉辦一些校際活動。在此之前，兩校由於地緣關係經常有些不定期

的班際，系際及校際的比賽。徐範與我的商談，最初也僅是環繞著這些零星的比賽

活動。後來不知是誰提到了英國牛津與劍橋兩校划船比賽的傳統，認為我們應可學

習。於是我們便初步決定朝著這個方向進行。

實。
61級電信

蕭端洋 教識

推展:

這個想法很快地得到兩校校方，自inJ:長與同學們的普遍支持，各項工作得以順利

展開。

﹒首先兩校均同意平均分攤各在闊的費用。

﹒接著由主辦單位(即清大代聯會及交大學生活動中心)推派 13名代表組成

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比賽由女大方面派出 7 位代表，其中並由李崇山學長

搶任籌備委員會主席。我記宿李崇山與當時清大代聯會主席以前是同學，

溝通達絡十分方便。

.在許多方面，籌備委員會只做到策劃的工作，實際的比賽準備工作全賴兩

校校方的支援。記得當時交大的課外活動粗，體育組及總l務組者1\為了這次

比賽忙得圓圓轉。但是特別值得一挺的是交大校方在這次活動中一直只扮

演著支援與支持的角色，所有兩校闊的協調、討論、談判以至於決定都是

由交大的籌備委員們全權負責。而清大方面則偶有自市長參與籌備會議。

﹒兩校同學也積極參與。各項比賽項目之訂定並不斤斤計較勝負。甚至女籃

項目都是交大的籌備委員主動提出來的。記得當時交大女生總共不過20人

左右，在教練陳駿聲學長的鼓吹下成立了女子籃球隊。 oJ情實力懸殊，較

量之後原訂「三戰兩勝 1 的比賽，打完一場就棄權了 O

.當時訂定的「比賽辦法」是自我負責草擬的，主要是將籌備委員會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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