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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成立 百周年感言

﹒郭南宏

一、別百

南宏白民國四十七年考進復校後第一屆電子研究所，參加「交大人」的行列，歷

任本校講師、教授、系主任、院長、教務長、校長等職務。其問除了赴美、加進修及

調任教育部技職司長與高雄工專校長等職暫離本校外，前後在本校服務長達16年之久

，可說與本校淵源深厚 O 如今以一個「老交大人」的身份來談談陳年往事，頗感與有

榮焉。茲謹略述一二，權借『友聲』略籽緬懷之情，以博先進舊雨一槳，並祈與後進

新知共勉。

二、開創維艱，高膽遠囑

卜開創簡介

自民國38年大陸淪陷，本校校務中斷，迄45年本校60周年慶時，經趙曾王玉等校友

奔走倡議在台復校，獲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博士首肯，並呈准成立復校籌備委員會。

旋在凌前校長竹銘先生領導下，延攬時任教育部次長李熙謀、交通部次長柳克述、國

防部次長唐君鉛、經濟部次長李景醋、交通部電信總局局長錢其碟，以及校友黃輝、

徐恩曾、陳樹人、趙曾廷、包可永、林政平、盛慶球等人為委員，積極籌畫u ' 順利奉

准招生，真可謂眾志成城，充份發揮了交大團結奮門的精神 o 較諸不少大陸知名大學

多年倡議在台復校不獲允准，更突顯交大人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與力量。

2 、建立特色，遠近馳名

我國自二次大戰以降，民生凋敝'百廢待興，鑑於大戰末期通訊與雷達技術初萌

'雖戰事已息，今後必為工業與國防之主流，上述籌備復校人士高瞻遠囑，遂決定以

電子資訊為導向之校務發展方針，先成立電子研究所並陸續恢復招收電子物理、電子

工程、電信工程、控制工程、計算機工程及資訊科學等系所，以培植電子科技基本人

才。

此外，並在國科會國家電子大型計畫經費大力支助下，進行相當徹底的積體電路

研究，迄今已發展為數甚多的半導體新元件及製造技衛，成果斐然，遠近馳名。尤以

電子資訊相關人才之培育不遺餘力，綜觀現今國內外之資訊電子業知名公司之董事長

、總經理，甚至工研院電子所、電通戶丹、光電所等研究機構之工程師、研究人員等基

本人力，十之八、九非我交大人莫屬。如今我國資訊電子產品市場佔有率，躍居世界

第一者有滑鼠、主機板、影像掃描器、監視器、鍵盤、網路卡、繪圖卡、交換式電源

供應器及可攜式電腦等。其中，交大人實扮演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此皆歸功於當年

開創諸公高明遠見，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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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多j詹經營，艱苦卓絕

復校之初，先天條件不良，缺乏師資，復少經費，校地尤為難求，亟待解決，如

何兼籌並顧，成為歷屆校務主持人之最大挑戰。先是李熙謀先生，以教育部次長身分

，兼任電子研究所所長七年，一切由無到有，費盡L磯，四處奔走尋求長科會、委援

會、交通部援助，於三年內引進國內第一部教學研究用電子計算機，開大學成立電子

計算機之先河。另並資聘周昌、張吉夫、施敏博士及旅美中研院院士王兆振、朱蘭成

博士與外籍教授三人來校任教，從事電晶體、雷射、積體電路、半導體研究，一時校

譽大振。民國五十三年奉令招收大學生，開我國研究所附設大學先例。民國五十六年

，升格為獨立工學院，鍾校光先生為首任院長，任內受校地限制，暫緩擴充系所，改

採精緻教育政策，求精求實，奠定了堅實發展基礎。繼任院長劉浩春先生，實事求是

樸實無華作風，事必躬親，以校為家，首次突破徵收博愛校區土地成功，全校轟動，

並創與清華大學舉行梅竹學藝比賽 O 有一年臨場助陣，被對方以西瓜皮擲辱，毫無氣

餒。又劉公好奕棋，飯後必臨培育館舍，與師生對奕，與林均輝、張振壹校友對決，

輒為一手之失，互不相讓，高聲爭論，撼動屋瓦，風聞校園，不以為怪。惜於六十年

主辦全國大學聯招，因人手不足，致積勞病逝 O 繼之者為盛慶:來先生，盛先生才氣橫

溢，時下校歌、校訓，即為其應乎時代改寫;新闢光復校區，獲費體校友鼎助，其個

人奔走折衝，實煞費苦心，功不可沒 a {直盛公時光復校區已有規劃(新生館、管理館

、餐廳、宿舍) ，皆己卓然成形。南宏一本承先做後之精神陸續開發行政大樓及改善

新生館逢雨灌水之問題，並向科學園區管理局爭取毫微米元件實驗室現址建地，聊堪

自慰。南宏任校長一職前後八年，除述要者如前外，餘細項繁多，不勝枚舉 G

4.梅竹賽

另外，尚值得一提的是梅竹賽，此項活動自五十八年創辦以來，已成為本校與清

華兩校的傳統活動，其間雖因一時誤解，於七十三年中轍，經不斷努力與清協調，多

次波折，終於七十六年恢復。南宏自回國任教，盯為該活動的忠實觀眾，梅竹賽的基

本精神在於強調「團隊合作 J 兩校比賽的項目包括排球、籃球、網球、桌球、足球

、羽球、棒球、棋賽、橋賽、國語辯論及大隊接力共十三項。基本上，梅竹賽是學校

整體與學校整體的比賽，目的在希望藉由團隊競賽的方式，兩校師生互相觀摩學習以

推廣並提升雙方的運動與學藝水準，尤望透過活動的籌辦和規畫u ' 培養學生自立自生

的精神與辦事能力，此為課堂上所無法學到的。

梅竹賽之競爭非常激烈，時有因互不相讓而傷感情，有時亦有為比賽規則而時起

爭議，甚而不歡而散之情形發生。本校師生在國外相遇，亦常以梅竹賽為話題，輒至

通宵達旦，不能自己 c 基本上，梅何賽隱含有承先后文後之用意，其有益於雙方之活動

| 雖可增入，唯項目之增滅，宜在一年前即予決定，庶免因當年臨時增刪，致使未能充

分準備之一方，因屢生抗議而傷及雙方感情，實非舉本項活動的原意與目的。

5.承先敢後、繼往開來

南宏自六十八年夏就任校長，即一本「承先做後、繼往開來」之理念，在前賢建

立的基礎上，除繼續積極實現原訂之硬體建設外，為順應世界學術潮流，顧及圓家經

濟建設及學生需要，於二年內陸續調整及新設若干系所‘如理學院新設光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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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系與應用化學研究所;又在工學院新增電信研究所、計算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班及機械工程研究所;另並在管理學院新設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及管理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此次調整與新設系所，曾遭致若干批評，有謂南宏(堇愛好「電子、資訊與通

訊 J 似有偏差;或謂交大發展宜有其格局......等等，不一而足。南宏則以為教育資

.源有限，政府相關機構補助亦無法予取予求，面面俱到，學校宜朝具有潛力與重點特

色的領域發展，始克有成。以交大今日之在電子資訊領域之成就，足見南宏當初的看

法是正確的。

另外，在七十三年奉准成立「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及「運輸研究中心 J '結合

本校相關學域之師資及國內外專家，以推動跨學域之整合型研究計畫，俾使有限的資

源能作更有效的運用。

三、結語

科技發展的目的主要在配合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與需要，才能顯示其實用的一面。

科技人力的培育與研究計畫的推動、執行皆需長遠的規劃並投入龐大的經費。台灣是

個資源有限的國家，經濟是我們的基本命脈，富國裕民是我們賴以生存與永續發展的

終極目標，科技發展祇是達成此目標的必要手段。如果我們分不清黨何者為手段，何

者為目標，甚而倒果為因的「搞研究而研究 J '我們將培育出一批學非所用的「人才

J 亦可能製造「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社會問題，實非大家所樂見。

南宏自離開交大就任交通部、行政院政務委員，以至於擔任國科會主任委員迄今

，前後已將近九年。所推動的產學合作、資源整合、學門發展規畫IJ......以至於一連串

科技行政措施的改革，莫不以務實的作法，時時以為國家造就有用的人才及推動對經

濟有益的計畫為基本理念，戮力以赴。值此母校成立一百周年校慶之時，謹以「承先

做後、繼往開來」八字，與大家共勉，衷心希望前輩校友及後起同學齊心努力，發揮

交大人堅苦卓絕與務實的精神，共罔聞創母校與國家、社會光明的前途。

交大友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