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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

憶周文德級友

民二二級土木系畢業同學陶齊憊君，歷在鐵路、公路港務等機關服務，一生服務我

交通事業，尤於戰時與築機場鐵路，貢獻國家至鉅。退休後，隨子女移居美國華盛頓

貝林漢城，不幸於一九九0年四月卅日。因病設It笠，事年八十一歲謹誌哀悼。

五、要兩岸縮短差距才能邁向統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岸在不同制度下，各自努力四十年的結果，台灣人平均

所得為六千七百美元，大陸則為三百美元，相差甘餘倍，台灣教育發達，大陸半數

以上是文盲。主義世界銀行發表報告稱，大陸教育經簣，是世界各函倒數第二位。兩

岸差距如此之大，要談統一，最要緊的是縮短差距。而台灣目前對統一工作可以傲

的，是發展民主制度，不要老是政治進步，鼠不上經濟發展的腳步，使台灣成為大

陸的希望，把台灣經驗推廣到大陸去的統一。

美國外，台灣是第三大國。電腦資訊已超越英、法，爭取在美、日、西德後成為第

四製造閣。此因制度優良，政策正確，儒家倫理，以及政府發揮積極導航功能所致

國涂f爹是

文德生于 1919年，是我級土木系中最年輕的一位。 1937年插班進我級，抗戰期間在

農旦上課實習測量持和趙草草、葉子鈞、徐修惠同小組，總是擔任紀錄，回家將結果計算

為讓裁們輕鬆繳卷。

他聰慧過人，勤奮好(向)學。有一次考高等結構時王雲膽教授出了-道難題，導

出一個新的公式，全班抵他一人答對。另一次實習火車頭，他的報告長達八十頁，打破

歷年紀錄。連助教先生也感動地(的)說;他時局難艱，設備雖差，同學的( I而)學精

神卻反而好了。" (本文只截取前二段，有興趣之校友歡迎索取 copy版。)

談海峽兩岸的統一問題

一、中國人的歷史包袱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未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而西方的專制文化，去日共產主

義，卻在中國施行，造成了中國人的悲慘命運。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法典，沒有權力法，只有懲罰法。秦代的商較變法，宋朝

的王安石變法，近代史戊戌變法，都不是建立法治秩序，而是加強人治局勢。

大陸的經濟改革，是想藉較寬鬆的經濟措施，來製造出政治收緊的條件。中國

的團結要靠警棒來維持。

二、中國精英份子沒有發揮功能

從前中國的精英份子，把做官看成了他們最重要的使命。從而失去了他們對社

會、政治的批判功能;而成了政治權勢的附庸。

這一代中國的精英，他們生於八年抗戰初期。還在樹根之中，就飽受顛沛流離

之苦，青少年時期，他們經歷了反右派鬥爭，受到極大刺激。青年期又趕上了三百

紅鼠，面臨了大飢荒，到了一九六六年，又碰上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以後清除精

神污染，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相繼打擊，民族精英終於被擊倒了。

三、外國人對目前中國人的詩估

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傳統，而又具有完整人生價值觀的、勤奮的、智慧的中華民

族，竟被一個外來的理念，強制成為一群螞蟻，真是一個歷史上的大悲劇。

四、台灣經驗

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所得分配平均，物價穩定，行政效率高，是美國第五大貿

易伙伴，也是與美國第三大貿易順差國 O 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二多的國家 O 在世界證

券指數突破一萬點的國家，除日本外，台灣是第三個國家。證券成交額，除日本、

盟雪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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