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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清華名師演講會致詞 

 

很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憶清華名師」演講會；很感謝北京清華名

師梁啟超、王國維、李濟、聞一多、夏鼐、周先庚及史國衡等先生後

裔專程從大陸來台參加校慶活動，也特別感謝現居台北王國維先生女

兒，百歲人瑞王東明女士以及梁啟超曾孫女，本校客座教授梁帆女士

今天也共襄盛舉。 

今年適逢兩岸清華永久共同校長梅校長逝世五十周年。梅校長最為人

傳誦的一句話是：「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大師是一流大學的靈魂，

有了大師，才能提供一流教育，吸引優秀學生，爭取教研資源，發揮

社會影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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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三十年慶之時，已有“中邦

三十載，西土一千年”之譽。梅校長於56年前在台灣創建新竹清華，

也積極延攬名師，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在很多場合提及，當年最優秀

的師資都集中在清華，而這個優秀的傳統也一直延續到現在。 

去年六月岳南先生，也就是今天的主持人，出版新書《南渡北歸》，是

以民初到國共內戰告一段落時期學術大師故事為主題的巨作。時報出

版社為本套書所出專刊中，列舉二十八位學術大師，其中至少有十九

位為清華人。從一個清華人的觀點來看本書，感覺處處皆見清華人，

遍地皆為清華事，情節扣人心弦。很高興清華有機緣請到岳南先生為

駐校作家，而在他的引介下，去年十二月趁在北京清華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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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在今天舉辦這別開生

面與意義非凡的活動。名師後裔聚首清華，漫談先人風采，是一場豐

盛的歷史饗宴。值得一提的是「清華名師風采」採錄原則，「生不立傳」，

若名師仍在世則不收錄。新竹清華相對年輕，但已造就很多大師，未

來出一本「新竹清華名師風采」是可以期待的。 

綜觀兩岸高等教育史，清華大師雲集，不僅璀璨杏壇，更有足以影響

社會思潮的能力。清華百年風華，有大師前賢光耀，發揚光大是現今

清華人的責任與使命。學校特別安排名師後裔來台活動，「尋清華源

流，留世間絕響」，除撫今思古，從不同角度和眼光考察、檢驗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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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師生、校友更大的鞭策和鼓勵，再樹典範，進而使清大的教育

與學術水準不斷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