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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朝元老話交大

與甘益三教授一起走過從前

圖編輯部

「交大的學生要知道，交大就是交大，絕對不是劍橋、牛津、哈佛和耶魯等大學

的先修班。雖不能說程度比他們好，但一旦出國念書，在交大修過的學分，一定會被

承認，絕不會被國外大學要求···repeat···重修的。」出身清華中大的甘益三教授坐在

綜合一館的研究室中接受本刊編輯的訪問時，第一句話便提及當年李熙謀所長勉勵全

校師生的話。眼前年近八十的他，談到奉獻近半生的交大，仍掩不住自豪的神色，

交大學生總是一流的。」他說。

甘益三教授自民國五十三年大學部在台復校起，即擔任國父思想的教授主作，目

前雖然已經退休，仍留校兼課。屈指算算，見證過當年的筆路藍縷，歷經過今日的七

朝更新，而今猶能吃立教職退而不休的，甘教授實為碩果僅存的一位元老了。以交大

為家的甘教授，歷經李熙謀所長、鍾咬光院長、劉浩春院長、盛慶:來院長、郭南宏校

長、阮大年校長及鄧骰福校長凡七任，故有「七朝元老」的美桶，他對交大過往的歷

史和大學部創設以來的師生種種自是瞭若指掌。

「那時在博愛校區的竹銘館上課，宿舍不夠，食宿只好借臨近的教師會館及孔廟

。」甘教授回憶起復校初期的艱苦，他說，-當時教室簡陋，設備也很差，可是我們

的學生都是英才;個個品行良好，又肯努力讀書。」談到過去幾位校務負責人對交大

的貢獻，甘教授說，-李熙謀所長為學校打下了好基礎，由於當年復校未久， --切都

在草創時期，經費、校地兩缺，縱然肇路藍縷，在七年電子研究所的任期中，仍努力

將交大經營得有聲有色 O 他每學期都要請老師聚餐一次，席間大家談論學生、課業和

授課的心得，並請每位老師就校務興革盡量發言，因為李所長認為只要是學校該盡的

責任學校一定要盡，以使好的保持，壞的去除。」他又回憶說，-每次都有五、六位

老師出席，包括教授國文的董正之教授，教數學的了觀海教授(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

先生的尊翁) ，教英文的趙麗蓮教授，教社會科學的孫亞夫教授和我自己。加上作陪

的教務長張去疑教授、訓導長劉浩春教授、總務長李恆誠教授剛好一桌。 J ，-雖然各

人所學不同，觀點有異，但是愛校愛國的心意卻沒有差別。大家都認為教育是整體的

;為配合國家體濟建設，理工所學是應用科學，人文教育是基本科學。所以有鵝媽媽

之稱的趙麗蓮博士對於教學的要求相當嚴格，她要學生在校所學，與國外所敦的無差

別。而一心希望傳揚中國文化的董正之教授，抱病也不忘授課。」撫今追昔，甘教授

語重心長地接著說，-你看!當今英語流行全世界，法國人也一直努力保全法語，可

見惟有統一的語文，才有可大可久的國家!這些當年創業維艱時老師所作的努力，是

該被記取的。 J ，-李熙謀所長是一個認真的人。」甘教授懇切地說。「鍾咬光院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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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工學院首位院長，他為交大的未來畫好藍圖，任內並

擴建校地，發動全校師生及校友捐錢建實驗館。」甘教授

接著說 I 當時全校老師均捐一個月鐘點費。」如今事隔

二十幾年 I當時捐錢的老師如董教授等多已作古，如今

僅存的只剩我一個了 o J I劉浩春院長很想辦好校務，也曾積極爭取徵收鄰近土地以

擴大校區，規畫中的校園包括現在的新竹高商，及光復路的士研院，可惜屢遭阻礙，

未能成功，後來以獨立工學院主辦全國大學聯招，以致積勞成疾，不幸頭頭，享年只

有六十二歲。」至於盛慶:來院長，甘教授贊揚說: 'f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學校長 O 以無

為治校，凡事能放手讓下屬去做，而且學問好、文采豐，是位典型的才子。任內爭取

到光復校區，建好新生館和眷舍學人村後，功成身退。」至於第一任校長...郭南宏先

生。甘教授回憶說 I郭校長係在台復校電子所第一屆畢業生，在美完成學業返國後

t1 P以校為家，歷經教授、系主任、所長、教務長、院長等完整資歷 O 他治校認真，所

以校中大小事，必定躬親，他尤喜運動;不論桌球、足球、籃球、網球、游泳都樂而

不疲，就連越野賽跑也能與學生一爭長短。交清之間的梅竹賽即由其大力促成 o J 他

又引述第二任校長阮大年先生的話說 r [f'交大人在人群中，應充分發揮“交通"的

功能，使人文能與科技互通，也使人與人之間溝通，使我們的兒女有個美好的世界。

dJ -'在他任內的規劃藍圖中，除校區的擴增外，也積極增設人文社會學院，朝向有理

工特色的綜合大學發展。「阮校長當年以四十六歲的英年出掌交大校務，不但年輕有

站，且做事幹練，以有魄力著稱，深受同仁及學生愛戴。」甘教授就是在阮校長任期

內申請退休，此後退而不休，仍繼續在校服務。對於現任校長鄧歐福先生，甘教授表

示 I鄧校長推動校務不遺餘力。改善校園環境，鼓勵研究發展，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合作，使交大邁向國際一流大學。鄧校長於民國四十九年獲得本校電子研究所碩士學

位，而後赴美留學。民國六十四年回交大任教於本校電子研究所，次年轉任電信工程

系專任教授及系主任。民國八十一年接任校長，以迄於今。」

談到過去的交大和今日的交大最大的不同處，甘教授覺得 I好的部分是現在學

生思考靈活，觀念新穎。而從壞的方面來說，就是比較功利，重現實，在乎分數而不

在乎知識的獲得。不過這一點不能怪學生! J 他說. I是社會的影響，對學生來說的

話，是有所得有所失。」提到學生，甘教授對第一屆學生的印象最深，像施振榮、魏

哲和、蔡新民、王申培等人，在他的眼裡，這些學生最大的特質就是老老實實，規規

矩矩，很樸宜。「現在，這些人在社會上都是精英了。」甘教授欣慰地說。回想創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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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甘教授說 r那時師生關係良好，相處融洽，老師授課認真，學生尊師重道。

」課業方面，由於早期校務負責人非常注意老師和學生上課態度。師生皆兢兢業業，

用心認真。他說 r當時為了不要讓學生養成投機取巧的心理，對成績評分，要求很

嚴格，校方規定八十分以上的學生，不准超過全體比例的百分之七，這是重質不重量

。」教授接著說 r為了提高教學品質，以免誤人子弟，當年李熙謀所長有時還會坐

在講台下和學生一塊聽講，無形中對老師亦是警惕。而為了尊師重道，劉浩春院長竟

會幫教授擦黑板，所以老師們也不敢掉以輕心 J 0 r早期師生關係良好，老師對待學

生，亦師亦友;學生看待老師，如師如父。」難怪日前第一屆電工、電物兩系學生舉

辦同學會，甘教授亦應邀到埸，許多學長紛紛熱情地高叫 r甘老師好!我修過您的

國父思想。」三十年後猶存這種師生關係'看在旁人眼裡，真是令人感動。甘教授接

著提到一個綽號「省主席」的電工六十級學生黃傑(與當年省主席黃杰同音) ，當時學

校對學生上課的出席率十分重視，但是甘教授覺得「上課點名對學生是侮辱，不尊重

。」而且又浪費時間，所以不願點名。而「省主席」每次上課前都會自動將全班同學

座位按學號排好，老師上課就能一目瞭然，非常方便。起初他以為這個學生是班代，

後來才發覺不是。一九七六年，甘教授應美圓國務院邀請，隨各校教授訪美團到休士

頓太空中心參觀訪問，只見遠遠地有一個中國人跑到教授面前，自我介紹說 r老師

!老師!您應當選認得我。」甘教授想了一下說 r 認得，當然認得!您是黃傑。

」

甘教授終身服務本校，眼見交大從無到有，以迄於令。由往昔的復校艱辛，對照

今日的繁盛景象，站立在新建綜合一館的大樓上，俯首熙來攘往的人群，使我們不僅

感念前人經營的苦心，更增添幾許對七朝元老的崇敬。

戈正銘教授(中坐者)和他的博碩士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