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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第 2期退休人員惜別茶會致詞 

歡迎大家參加本年第二期退休同仁的惜別茶會，送別今年四月到八月

的退休同仁。在我國的送別詩中，李白「送友人」是比較感人的一首，

「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 蕭蕭斑馬鳴」，道盡離情

別緒。本期退休同仁，有五位是屆齡，三位是屆滿年資。服務年資少

則二十三年，多則如林文雄教授，長達四十年，對學校貢獻良多，清

華能發展成世界知名，國內頂尖高等學府，大家功不可沒，本人首先

要代表清華感謝諸位。 

根據美國最近戶口普查結果，密西根州亞裔人口壽命最長，平均可達

九十歲，因此可推論依亞裔人的體質，在良好環境中，高壽可期，日

本甚至有人喊出「百歲人生」。今天退休同仁在學校優美環境中長期修

心養性，未來將有一長段的退休活躍期，相信各位都有妥適規劃。有

人說，中國歷史上最簡潔的自傳是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逾矩」，又說「樂已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今天屆齡退休的同仁與

孔子同樣是學者，撫今思昔，可能會心有戚戚焉，祝大家都能所聽所

聞皆順耳，從心所欲。 

從去年開始，退休同仁都屬於戰後世代，人的一生受大環境影響很大。

後天學校會舉行「紀剛數位資料館網站」啟用典禮，紀剛先生以約四

十萬字寫的自傳式「滾滾遼河」，描寫一個抗戰期間醫學院畢業年青

人，在東北從事地下工作，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經過，是一個世代

年青人在戰亂頻仍時代的寫照；而戰後世代，大部份人在大致承平局

勢中，完成學業，在充滿期待中成家立業，親身參與臺灣社會從農業

到工業，清貧到小康轉型，共同創造經濟奇蹟，經歷過風光歲月，在

功成身退之際，可謂無怨無悔，是一個樂觀的世代，但如為下一代展

望未來，一方面也許會欣羨其多元豐富的開放人生，一方面也難免會

為其面臨的世界擔憂。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迄二十世紀後半葉科技革命，對對世界造成鋪天

蓋地的變化；有人估計，目前全球七十億人的生活，要靠1.5個地球資

源支撐，才能永續經營，同時世界上許多重要資源，僅有約五十年即

將用罄，科技進步帶來繁榮，也種下蕭索之因，而近年來，科技進步

減緩，不足以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下一代人所面對的是何等嚴峻的

世局，臺灣在此大環境中，深陷民主政治「選票至上」僵局，以關係

約九百餘萬勞工的勞保為例，據勞委會估計，勞保基金將於109年產生

赤字，120年即有破產危機，專家們指出，要解決技術上不是問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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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才是問題；我們今天可想像到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肯甚至有能力在他

當權的時候解決問題嗎？「全民健保」問題叢生，大學為什麼會過多？

為什麼常常一雨成災？光是一個八八水災，就造成兩千億的損失，一

連串的問題，主要靠我們的下一代承受，他們被叫做不安世代，我們

能安心嗎？ 

各位退休同仁一生求學任事，兢兢業業，在生活事業上有一定成就，

人生美好的仗已經打過，在以往退出江湖，安享餘年是理所當然；但

以現代人退休為「延長的中年」觀念，戰後世代最有錢、最有閒、人

多、選票多也最有權，實應為我們的後代多所謀畫；作家王鼎鈞先生

曾以「好奇心還沒滿足，求知慾還沒喪失，美好的想像還沒模糊，單

純的善意還沒污染，感情依然豐富而敏銳」形容爾雅出版社發行人隱

地為「七十歲的年青人」，我也以此祝福大家，並期待大家一起為下一

代年青人的未來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