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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人話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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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一百歲了耶!! J

看過電影「春風化雨』的人，一定會深深被劇中真摯的師生情誼所吸引，感動不

已;而迴繞在主人翁周圍的教室、校園、朗誦禁忌詩文的洞穴、甚至黑暗中的燭火，

更是不斷牽動觀眾的思緒。的確，每個人在生命的歷程中，總免不了會迷失、困頓，

幸好有許多像『春風化雨』中的老師，總是扮演船長(CAPTAIN)的角色，儘量協助每

個人找到心中的燈塔。聚集了許許多多"CAPTAIN"的交通大學，不管是在彼岸的唐

山、北京、上海，或是今天在台灣的交大，總是像一艘大船般，排除一切的激流、風

浪，不斷帶領年輕學子拼命划槳、前進、再前進，更成為許多人精神依靠的所在。驀

然回首， I一百年的歲月 J 已為交大畫下第一個無暇的句點。

念過交大研究所、前前後後在交大待過將近二十八個年頭的交大資深教授一一祁

蛀教授，談起最初的校慶， I那時學校人數相當少，學生總共不過四十人左右，每每

到校慶，校友都會攜家帶眷、扶老攜幼，校友人數往往是學生的幾十倍...J 恍若進入

時光的隧道裡，祁教授接著說， I那時還有所謂的返校火車的專車，以接送校友回校

參加活動;除此外，更在台北舉辦大型的晚會，有表演、舞會，由電視台名節目主持

人擔任主持的工作 a J 總體而言，此時的校慶活動，緊密結合大陸交大的老校友與台

灣交大的學生，小小的交大就像一個大家庭般，溫馨、融洽、和諧是最大的特點;而

老校友對交大的支持與照顱，更是日後交大能在風城繼續發展的源頭。後來蔣經國先

生擔任行政院長時，倡導儉樸的社會風氣，校友會才因配合推行，取消了校慶大型的

晚會慶祝。

「民國六十四年時，我大一，那年的校慶讓我印象最深刻 a J 大學與研究所都在

交大度過、現為交大電子工程所教授的黃遠東教授，一向是交大各項活動與運動比賽

中的活躍人物 o 黃教授神采飛揚的表示，那年校慶他們已經一切準備就緒、正興高采

烈地等待校慶的活動，沒想到先總統蔣介石先生突然過世，導致一切的慶祝活動完全

取消;所有準備好的園遊會要賣的東西，只好以賤價拋售，且不得不搬到宿舍內，以

「五毛錢隨意吃」的方式，以饗同學。

「校慶還有拋繡球活動?? J '怎麼樣，夠炫吧!黃遠東教授沉浸在記憶中說， I

當學校擴展到光復校區後，校慶活動增加T If'拋繡球』這個項目，吸引許多的交大學

生熱烈參與 o ..... J I 甚至還有台大、清大的女生共襄盛舉，更帶動活動的熱絡氣氛

…J I繡球活動舉辦地點一一中正堂前門庭若市，熱鬧無比... J 打開話匣子，黃教授

滔滔湧出的話語、及臉上的笑容，使黃教授看起來年輕許多，筆者似乎也感染了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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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的氣氛，好希望今年的校慶也有拋繡球的活動。

典型的交大學子、現任交大電機資訊院院長的魏哲和教授，則笑著說 I我們過

去在校慶之時，總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到火車站 7 迎接搭乘返校專車回交大的校友們，

火車返校專車停掉後，一度又改以客運返校專車代替，且持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由此可見交大校友對學校的向心力，及交大學生與校友間濃濃的情感。聽到魏教授

的話，黃遠東教授心有戚戚，接著說 I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原本打著如意算盤，想

說搭此便車，可省掉從台北至新何間的車錢;沒想到一上車，面對學弟妹的"募捐以

贊助學校經費"活動，所謂的錢反而是車錢的好幾十倍。 J 所以有人稱返校專車站捐

款專車，實在不搞過 I後來這位同學還不斷捐錢給學校，並常督促過去的同學共襄

盛舉。」由此可看出早期校友對學校的貢獻，真的是盡心盡力，有錢的出錢、有力的

出力 Q 交大能夠有今天，老校友實在功不可沒。

談起過去的校慶，魏哲和教授與黃遠東教授，彷彿布了是不完的話題，兩人間總是

一個話題還未斷，另一個話題又被激起，而引發熱烈的討論。彼此間或是點頭、或是

笑聲不斷、或是會意的淡笑、或是交換感想、或低頭沉思、或回想過去，看來這個時

期的交大校慶規模雖小，卻上上下下團結無比，也凝聚了校友與在校學生間的情誼。

「那時校慶的;重重力場地，別無選擇的，當然是位在博愛校區的那個運動場。由於

那個j重重力場是屬於狹長型的，全長不到四百公尺，轉彎處突然陡起，非常難跑;再加

上跑道鋪設不是很好，經常有突起的石頭。所以運動員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會跌倒

，要跑好更是必須要有過人的能耐。」黃遠東教授想起當時校慶的運動比賽場地;不

過[盡管場地如此惡劣，並不會影響全校師生與老校友的參與熱誠，全校更是瀰漫著溫

馨、熱|甫的校慶氣氛。黃遠東教授進一步指出，當時校團裡的運動風氣如此盛，跟當

時的郭南宏校長重視學生的運動、課外活動有很直接的關係。因為每每有學生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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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或課外活動舉行時，郭校長經常會到場觀賽、為學生加油打氣，甚至親自下場。

熱愛課外活動、運動比賽的黃教授透露，他自己就是因為非常喜歡交大這種競爭中不

失和諧、且師生良好的互動氣氛 o 所以才立下決心將來要走學術路線、選擇以「為人

師表」的角色，繼續留在母校服務。

除了老校友、交大老師與學生、及交大校友與師生的眷屬，這個時期的交大校慶

場地、圓遊會會場、各系所所在，還經常出現一群身穿綠色軍衣、頭戴綠帽的神秘怪

客。究竟這群神秘怪客是誰呢?原來這群神秘怪客就是剛從交大畢業、正在軍中服役

的交大學生，因為趕回來參加校慶，還來不及回家更換衣服、或把軍服脫下，就直接

到交大報到了。他們對交大的忠貞不二，實在沒話說。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交大校慶，學校人數少、系所少、空間集中在博愛校區裡

、加上大陸老校友與眷屬的熱烈參與，使得交大好像一個大家庭，雖然空間不是很充

裕，一家人卻像擠在一個溫暖的小窩中。在交大校園裡走著走著就會遇見認識的人;

就算不認識或不熟悉，也會因此而認識或得知有這一號人物。交通的不方便造成返校

專車的產生，卻因而使許多人有碰面相識的機會，另外交大學生親自到火車站、車站

去迎接校友們，更加深彼此的維繫，也許是那樣的年代造成那樣的情，那樣的關係。

但可肯定的是，這樣的關係使得交大人即使在畢業後，依舊很團結，並累積了化不開

的濃濃情誼。

九十年代的今天，交大已經堂堂正正步入一百週年的校慶了。

在台灣的交大已經從博愛校區，擴展至光復校區，學生人數與系所數大幅成長，

交通的方便使得返校專車已沒有存在的必要 o 空間變大、人數大幅增加、活動增多、

系所增加與分散的結果，校友與師生的連繫、碰面機會，跟過去相比，.到處都是認

識的人」的情況可能已不復見。黃遠東教授就指出，前兩年他們班號召了在台同學一

大群人要回來參加校慶活動，可惜的是由於校區太大、系所增加很多，活動太分散，

距離又遠，以致能參與的活動有限，聽說許多人未能如願見面。但相信基於大家對交

大一致的感情，這樣的遺憾還是可以避免的。就像同一家人雖然分住世界各地，只要

有心，依然可緊密維繫在一塊兒。希望不單單是一百年、往後的兩百年、甚至永永久

久，交大的校慶都是

維繫交大人心的時刻

黃遠東學長(左

後立者)與父母

合攝於民國六十

五年母校八十週

年校慶圍遊會會

場 O 右後立者為

莊榮宏學長，現

為資工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