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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友聲』接棒編輯

之回憶

圓電信六三級黃瑞雲

民國七十九年初，個人因故離開宏基企業與畢生所最敬重的施總經理，全心役入

自行創業中，由於瑣事繁多，只好辭去『友聲』之編輯一職。

六年來、在偶然驚喜下，收到了幾期友聲雜誌，總會讓我心中激起短時間內無法

平息的感觸與回憶，曾經親自編輯過這本雜誌，更能體會出其背後所隱含的訊息。樂

見近期來『友聲』之日益成長，心中也有不少安慰!

本想、永遠當個無憂無愁的快樂讀者，卻因現任編輯再三來電，希望我能寫些當年

我接管「友聲』之相關情事或感言，在盛情難卻下，只有打開那塵封已久的回憶。

模糊中，還記得約在民國七十六年三至四月間，當時任職宏基關係企業內，負責

第三波文化事業公司，由於施總經理振榮學長由林榮生學長手上接任交大校友會總幹

事，而我則在施總的授意之下，擔任『執行幹事dJ協助校友會各項業務活動之策畫

與執行，並因對雜誌編輯的熟悉，唐慧貞學姐也盼我能同時接下第二任「友聲雜誌』

之編輯重任。

當時，眾人尊稱的『唐大姐dJ已稍露老態的嬌小身軀，白髮現斑，帶著沙啞的

聲音，卻令我感受到她對友聲的熱誠與執著。她再三的叮嚀囑咐，希望有年輕的新

竹交大校友能負責地接下此一傳承重任，必須不可脫期，要使友聲能成為交大人的交

流園地與溝通橋樑，在唐大姐的殷殷交待中，曾有五本雜誌創刊與多年編輯經驗的我

，第一次感受到『友聲」編輯的任務竟是那麼沈重，尤其必須帶有傳承「感情」上的

壓力;從來對雜誌之編輯發行總以冷靜的態度對待，當成是一種事業的創造，而唐大

姐的交棒卻真的使我有另一層次的感受。

新的嚐試

接過了唐大姐的殷切指示與剩餘文稿，我很認真的思索了一些方向並提出新的編

輯與發行方針:

一﹒友聲雜誌之大小與風格定位:

唐大姐的編輯一直以二十五開小版本，黑白封面搭配一張照片為主，已出刊有三

百多期，有其一致的風格，相信對老交大學長們必定己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而當時

我所負責之宏基刊物大多以十六開本為主，為兼顧美工成本的考量與邀請校友事業機

構贊助廣告的方便下，我認為彩色封面的十六開本較能吸引注意，並展現新竹交大的

年輕風格，在施總的支持下，我接掌後的第一期便改變了其大小與風格之定位。

二﹒美工作業之編輯

為方便於免費運用我所掌握之宏基美工人力資源下，我採取叫莫組1t dJ的美工



設計方式，針對其性質類別，採取一定型態的打字完稿作業，以盡量不花費人力的

情況下完成美工編輯，如此便能『例行性地』將送來之手稿改為「美工手稿dI然後

在待印前才從各分類稿中「抽取』存搞，並編輯成冊，如此以確保五十六頁內文加上

四頁彩色封面封底的十六開友聲雜誌能按時『自動』出刊。

三﹒發行之擴大與出版經費之控制

由於接管校友會後，才發現校友會經費之措掘 O 通常必須依賴一些熱心的「大戶

』校友之捐助，才得以維持刊物之發行。

當時，居大姐每期之印寄數量約在四千本左右，而郵寄名冊大概只包含大陸畢

業之老交大人及新竹畢業之前幾期校友，民國六十五年之後之校友幾乎都不在名冊之

內，於是向校本部要求提供歷屆校友之聯絡名冊，利用電腦建檔與整理，整合了新舊

名冊，結果使郵寄名單由約四千份一下子就成長為八千餘份。

唐大姐每期出版花費約在新台幣四萬元左右，而我則整合運用7第三波文化事

業之大量製作與印刷採購的資源，八千多本六十頁的友聲雜誌每期印製費用約可控制

在新台幣六萬元左右，為使雜誌能自給自足，因此以校友會理監事會名義邀請交大人

校友事業之廣告支援，每期三頁的彩色廣告(封面裡、封裡與封底) ，一頁只收二萬元

，如此即可支撐友聲雜誌之印製成本，解決了「如期出干UJ 的經費問題。

四﹒內容編輯方向:

封面彩色頁用以突顯當期重點內容或活動，照片以生動吸引人為首要考慮。而內

文五十六頁，來稿有三方向: (1)游離稿，即校友主動來投稿。 (2)企劃邀稿，每期均

希望企劃出一主題，主動邀約適當校友來稿。 (3)活動報導，合學校報導、理監事會

重點決議、與各項校友會活動之報導。

編輯感受

在二年多的友聲編輯任務上，我至少達成了不脫期的責任，每期友聲之出刊，也

多少帶來了一些校友的回響，有好評的，也有壞評的，我們心自間，至少在我負責期

間，友聲慮是平平穩穗地如期出刊，從唐大姐手上接棒過來，我一直希望能無愧地面

對她的期許。

友聲編輯工作中，還是留下了一些深刻且無法抹滅的感受:

一.老交大人的熱心令人印象深刻

在主動投稿中，老交大人的參與幾乎佔了八成以上，其中有旅遊雜記、書評、心

得感言、回憶等等，很多是人生精華感言，實足再三閱讀，令人頗有所獲。另外，也



有不少的悼念文章，實也勾人省思。而世界各地的校友聚會合照也經常出現，令人彌

足珍貴。由這些來稿中，我真的深深感受到老交大人「飲水思源」的凝聚力。每每在

深夜校稿時，常有鼻酸的感受。

二各地校友藉此園地相互交流:

來自美洲、歐洲、東南亞等地的校友稿件與查詢其他校友消息的信函可說絡繹不

絕，當時負責編輯的我，為了控制印製經費，每期五十六頁的內文便顯得不夠分配，

也因此對於同一人之悼念文便有些予以合併刪減，此種編輯作法曾被部份熱L、的老交

大校友批評，我也只能默認。

另外，也曾意外的收到大陸上交大校友的來函，我也超幾次公務出差之便，到大

陸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等分校分頭採訪並收集了一些資訊刊載『友聲』上，對岸的副

校長或教授們都非常熱心，並認為應促成全中國交大校友會之聯誼活動。

三.校友名單之管理不易:

經常會收到校友來函或來電抱怨:沒收到第*期友聲雜誌，事實上，這是雜誌發

行管理上的最難，尤其是免費的贈閱。當時，每期均用電腦列印八千多份寄出，然而

一定會有二、三百份被退回，雖然當時採取退回三次者便暫不寄送之策略，但印象中

，每期還是超過上百份的退件，尤其剛畢業不久之校友，其地址之改變實在太快，電

腦建檔的速度總有趕不上的感覺;其次，有些信箱之收件狀況不穩，有些校友在要求

補寄三次還是沒收到，最後f采用掛號才收到，但郵寄成本便增加了好幾倍，也因此要

求部份校友支付掛號費用以確保如期收到，卻因此引來了一些批評。

四.經費來源不易掌握:

友聲是雙月刊，因此每年要出刊六期，若每期需要三個廣告，則一年需要十八個

廣告才能支撐下去，因此設法打聽並列出二十餘個交大校友相關企業，並以理監事會

決議之名義邀請交大校友以廣告支援，若分派得當，則每家校友事業一年只須麻煩一

次即可，有的交大校友很熱心的一口答應，而有些校友則推三阻四，當時我的秘書每

二個月就要打電話催促廣告之進來，沒有二~三天的密集催促，三個廣告還真不易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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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了開關郵寄及雜費之財源，貝Ij廣徵校友以訂戶出錢來義務支持，許多校

友也均慷慨解囊，使發行之經費大致能維持平衡 Q

『友聲』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

投入近三年的友聲編輯工作，感觸良多。居大姐足足做了三百多期，我個人實在



佩服她的耐，~、與熱忱;基於長期發行之需要，我還是要建議一定要聘用個「有給職」

的編輯，並發動校友們有錢捐錢、有稿捐稿，如此才能長久持續維持。

另外，我建議針對在校同學(尤其是畢業在即者) ，應加強宣導，使他們認識校

友會的存在與功

能，並請他們預

付一小筆「友聲

」訂閱金(如

sao元或 1000元

) ，重點不是在

收錢，而是藉此

強化畢業同學在

成為校友後，能

繼續關懷，因而

建立更強的「飲

水思源」之凝聚 臨輯磁盤觀路鹽聽摺骸聽聲戀翱

﹒請交大人共同來參與校慶返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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