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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先生「梅貽琦校長儒家思想與治校精神」演講致詞 

 

今天很高興來聽岳南先生講「梅貽琦校長儒家思想與治校精神」。

清華與岳南先生結緣正因他去年七月專程來校瞻仰梅校長墓園而

起，而他的巨著「南渡北歸」一書中對梅校長與許多清華大師多所

著墨，又規劃撰寫「梅貽琦大傳」。 

今年適逢兩岸清華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周年。梅校長是清華第一屆

直接留美生（1909年），清華大學物理教授（1916年），教務長

（1926年），代理校務（1928年），留美學生監督（1928-31

年），清華大學校長（1931-48年），清華基金監督（1949-55

年），新竹清華大學校長（1956-62年）。終身服務清華，一生盡

瘁清華大學，未曾一日間斷。清華事業就是他的事業。梅貽琦受到

清華師生校友很高的評價：「提到梅貽琦就意味著清華」，「梅貽

琦是清華永遠的校長」。 

梅貽琦校長是一位傳奇人物，他四十二歲時即在大師如林的清華擔

任校長，而七十三歲時在新竹清華大學校長任內去世。梅校長領導

清華從利用庚款設立的知名大學成為世界學術名校。梅校長於 56年

前在台灣，以六十八高齡，從尋覓勘查校地到籌措經費，披荊斬

棘，蓽路藍縷，創建新竹清華，從親自打字、照料抄寫蠟板、油印

考卷、檢齊裝封、監考、閱卷、登記分數，圓滿完成招收第一屆研

究生十五人開始，第二屆研究生中即有李遠哲先生日後榮獲諾貝爾

化學獎，加上華人中最先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和楊振寧先

生，使得清華成為華人地區唯一擁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常

言有云：見果知樹，兩岸清華今日均為兩岸數一數二世界名校，梅

校長貢獻獨多且要。 

為紀念梅校長逝世五十周年，學校正規劃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包括

在十月份舉辦為期兩天的紀念研討會，北京清華的陳吉寧校長已表

示將會儘量來台參加，屆時將會是兩岸清華盛事。梅校長在擔任教

務長期間，正是清華成立國學院，震動學術界之際；梅校長於 1931

年起擔任校長，更積極延攬大師級學者使清華迅速成為頂尖名校，

到 1941年，清華已有“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之譽。今年學校

特別邀請北京清華名師梁啟超、王國維、李濟、聞一多、夏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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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庚及史國衡等先生後人來參加校慶活動。目前公開活動包括， 4

月 29日校慶日早上校慶大會，下午「憶清華名師」演講會，30日

晚間有「清華學院與清華國學院」對談會，機會難得，歡迎各位參

加。 

這次邀請名師後裔活動，岳南先生是幕後大功臣。在岳南先生引介

下，去年十二月我趁在北京清華舉辦「新竹清華日」之便，與編輯

「清華名師風采」的名師後裔於北京清華園見面，發想邀請名師後

裔來訪，經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成真，對以延攬大師級學者為辦學

第一要務的梅校長來說，應是很貼切的紀念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