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岳南先生與梁帆女士記者會致詞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向大家介紹兩位最新的清華人，一位是來自中國大陸，

馳名考古紀實文學作家岳南先生，現擔任教學發展中心駐校作家，另一位

是大陸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學者梁帆女士，擔任科技管理学院經濟系客座

助理教授，這兩位專家入駐清大，使原已多元的清大校園學術文化，更顯

得豐富。  

 

兩位專家所以入駐清大，梁啟超先生可謂串起二位駐校教師的關鍵人物。

民國三年，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先生，到清華演講時引用《易

經》乾坤二卦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來勉勵清華學生，學校因而訂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清華校訓，沿

襲至今，對清華優良學風和樸實校風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岳南先生

在2007年的著作《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們那一代文化名人》，

以及2011年以介紹梁啟超等大師故事完成巨著《南渡北歸—南渡、北歸、

傷別離》，其中梁啟超，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與梁從誡先生分別是梁帆女

士的曾祖父，祖父、母及父親。在《南渡北歸》第一章中，即敘及梁思成、

林徽因夫婦在抗戰初期，倉惶南渡，當時五歲的梁從誡先生後來回憶說：

「我父母原來是一對年青、健康、漂亮的夫妻，九年後北歸，已成為蒼老、

衰弱的病人」，讀來令人惻然。清大建校百年之際，在因緣巧合安排下，

這二位學有專精又與清大有密切關聯的傑出人士，現在都從中國大陸北京

來到海峽對岸的新竹清大聚首，對我們三方而言意義重大。  

 

前一陣子，台灣有家企業被大陸某商業團體評為馳名企業，我才了解出名

分有名、知名、著名與馳名等級，以此分類而言，岳南先生著作至今暢銷

數百萬冊，無疑是遠近馳名作家。他是中國大陸首位在全球具影響力的考

古紀實文學作家。主要作品有《風雪定陵》、《陳寅恪與傅斯年》、《南渡北

歸》三部曲等，多次在中國大陸內外獲獎。岳南先生既不是歷史學者，也

不是考古學者，卻因秉持對文化的熱愛，力求以嚴謹認真、處處有典的態

度來書寫歷史，部部暢銷、本本精采，也因此奠定其紀實文學大師的寫作

地位。岳南先生將自 12 月起在清大進行多場學術講座，包括：「二十世紀

知識份子的南渡北歸－以西南聯大為主軸的起承轉合（清華通識講堂）」、

「中國盜墓傳奇與考古大發現」、「曾侯乙墓超級青銅編鐘的發現」，以及

講授「非虛構文學創作技巧」。  

 

梁帆女士自幼即受有「中國民間環保第一人」之稱父親梁從誡的身教影

響，對環璄議題有很深的體認。她 2010 年自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獲得哲學



 

 

博士學位後，受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英-瑞中國適應氣候變化專案課題

組擔任特聘專家，研究重點為「氣候移民當中的公平問題」。除此之外，

梁帆目前最關注的學術問題涉及可持續發展（或「永續發展」）的文化內

涵，尤其是中國民間傳統文化中的「綠色」智慧。梁帆女士雖然以倫理學，

尤其是與經濟相關的倫理議題，包括環境倫理、生態資源配置、以及經濟

學的倫理與價值論基礎等為主要專長，她對環境永續性、  公平分配、以

及經濟成長之間的複雜關係的議題也涉獵很深。她目前在清大經濟系教授

「經濟學與倫理學」課程。並預計會承擔生態經濟學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

課程。這些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課程，既向學生介紹了可用來考慮經

濟與環境問題之間關係的新思路，新視角，又同時從哲學層面深化了學生

對現實困境的理解。以豐富學識，及對環境資源永續維護的踐行力，教育

大學部同學能從多元的角度，思考全球經濟快速發展造成環境變遷、全球

暖化、資源短缺、以及所得分配惡化等問題。  

 

清大前校長梅貽琦著名的格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

師之謂也」，影響清華近八十年，也足見「人」的因素在成就一所頂尖大

學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百歲清大鍾靈毓秀，在邁向華人首學目標努力的過

程，不斷從各領域吸納人才，讓校園在多元且開放的文化激盪下，能迸發

更多學術潛能，也建構更優質的教與學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