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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文武雙傑紀念會致詞 

 

首先歡迎及感謝各位來參加清華文武雙傑紀念會。去年清華大學歡慶

一百周年以及在台建校五十五周年校慶，是一個盤點過去，策勵將來

的好時機。當時大家在思索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清華大學對台灣社會

發展有甚麼貢獻與影響」？對我個人而言，除了較為熟知的孫立人校

友事蹟外，很驚奇的發現1949-1953年擔任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先生也

是校友。在1949年，中原板蕩，國民政府播遷台灣，風雨飄搖之際，

吳國楨省主席與孫立人將軍，一文一武分別擔任台灣軍政首長，文武

雙傑對台灣社會政治、軍事局勢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奠定後來穩

定發展，建設台灣為自由民主基地良好基礎。 

今年適逢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周年，梅校長一生奉獻清華，在兩岸清

華擔任校長二十四年期間，奠定了北京清華與新竹清華在兩岸分別成

為數一數二名校的基礎，是兩岸清華永久共同校長。梅校長在清華服

務期間，培育無數人才，歷數對台灣生存發展卓有貢獻清華校友，始

自吳國楨省主席與孫立人將軍，因此在紀念梅校長逝世五十周年系列

活動中，安排了「清華文武雙傑紀念會」，同時彰顯清華人對台灣的貢

獻。 

吳國楨省主席與孫立人將軍雖然一文一武，但有共同的背景與發展軌

跡，相似的際遇、命運，唯有身後遺緒相當不同；吳國楨校友於 1954

年留亡美國後，台灣報刊雜誌鮮少報導，吳又屬歷史學者唐德剛先生

所云「有將無兵」的「政學系」，吳出走後幾近被「連根拔除」；孫立

人將軍則門生故舊遍佈軍中，又有子女義子等人在台灣成長，解嚴後

獲得大眾注目。據 Google中文檢索，吳與孫各約 64,200與 1,930,000

辭條，Yahoo中文檢索，吳與孫各約 20,500與 81,300辭條，吳與孫

在華人世界的話題性有相當的差距。 

吳國楨省主席與孫立人將軍除均為清華傑出校友，保送留學美國深

造，返國後歷任要職，先受蔣介石先生重用，分別在文治武功上嶄露

頭角，有功於家國，在政府遷台，風雨飄搖之際，也同膺重命，對台

灣安定發展，卓有貢獻，終因與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有根本矛盾，不

容於當道，吳先出走美國，遭撤職查辦，旋與政府達成和解，從此流

亡異邦，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未再踏入台灣一步；孫則以「縱容」部

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等罪名，被革除職務，判處「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8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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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拘禁」，軟禁三十三年後平反，病逝後獲得褒揚，兩人宦海大起大落，

情節離奇，均顯有相當的冤屈與悲劇性。 

吳國楨先生為清華 1921級校友， 1926年，23歲時，獲得普林斯頓大

學政治學博士。曾任蔣介石機要秘書，漢口、重慶與上海市市長、臺

灣省主席等要職，蔣介石曾說：「平生待人，未有如待吳（國楨）者」。

吳在省主席任內，致力於推動台灣人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

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並試圖減少濫用警權，而與蔣經國先生系

統激烈爭執而著稱 ，1953年 5月 24日，吳與妻子前往美國。吳出走

後，國民政府有一連串打壓動作，先是立法院長三次質詢，列舉罪狀，

1954年 3月 17日國民大會通過臨時動議要求政府除撤免職務並依法

究辦，同日再以「總統命令」：「據行政院呈：『本院政務委員吳國

楨於去年 5月借病請假赴美，託故不歸，自本年 2月以來，竟連續散

佈荒誕謠諑，多方詆毀政府，企圖淆亂國際視聽，破壞反共復國大計，

擬請予撤職處分。另據各方報告，該員前在臺灣省主席任內，多有違

法和瀆職之處，自應一並依法查明究辦，請鑒核明令示遵』等情。查

該吳國楨歷任政府高級官吏，負重要責職 20 餘年，乃出國甫及數月，

即背叛國家污衊政府，妄圖分化國軍，離間人民與政府及僑胞與祖國

之關係，居心叵測，罪跡顯著，應即將所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職予以

撤免，以振綱紀，至所報該吳國楨前在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違法與瀆

職情事，並應依法徹底查究辦，此令。」將吳撤職查辦，並開除吳國

楨的國民黨籍。耐人尋味的是，吳五次上書蔣介石，隔海公開叫陣，

四月中旬，蔣與吳達成和解。此後國府不再攻擊，吳也停戰。吳國楨

從此流亡美國，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本紀念會在邀請吳校友家人參加上也不十分順利；年初曾面邀吳校友

女婿中央研究院院士厲鼎毅與其夫人參加，不意厲院士夫婦以及吳校

友另一女兒都因健康因素未克前來。由於台灣長期戒嚴，吳與台灣各

界互動非常有限，吳事件不得在公共媒體上討論，有關他的著作也很

少見，似在台灣集體記憶中消失，以致解嚴後的今天，大眾對曾在關

鍵時刻擔任省主席三年多（1949.12-1953.4） 的吳校友所知幾乎一片

空白，正顯示到本紀念會的切時性，今天很感謝兩位對吳校友有研究

的國史館呂芳上館長與「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 」校訂者馬

軍教授能幫吳校友行宜有所補白，在紀念之餘，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

歷史學者與吳校友親友故舊能共同建立其更清晰的音容像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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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人將軍為清華 1923級校友，1927年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他

的行宜大部份可以孫立人於 1990年 11月 19日病逝後，總統李登輝頒

發褒揚令呈現： 

「總統府前參軍長除役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學精韜略，性稟剛方，

早歲自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歸國陳力，歷經剿匪、抗戰、戡亂諸

役，南北馳騁，戰績彪炳，洊膺團、師、軍長、陸軍副總司令、總司

令兼台灣防衛總司令等職，勳猷卓著。尤以抗戰時遠征緬甸，解仁安

羌盟軍之圍，復破頑敵，打通中印公路，揚威異域，馳聲宇內﹔來台

後，組訓新軍，鞏固復興基地，益宏靖獻。茲聞溘逝，軫悼殊深，應

予明令褒揚，用昭勳藎。 總統李登輝 行政院長 郝柏村 中華民國七

十九年十二月七日 典璽官 甯紀坤」。 

在褒揚令中略而未提的是孫將軍於 1954年 6月陸軍總司令任期屆滿，

調任無實權之總統府參軍長，1955年 6月，政府當局以孫立人將軍與

其部屬少校郭廷亮預謀發動兵變為由，對孫實施看管偵訊。8月 20日

「總統府」發佈「徹查令」以「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

謀犯上」等罪名，革除孫總統府參軍長職務。10月 23日，9人調查委

員會，報告出爐，結論是：孫的部下 「為中共工作」，利用孫的關係

在軍中聯絡軍官，準備發動「兵諫」，孫未及時「舉報」亦未「採取適

當防範之措施」，「應負責任」。 孫被判處「長期拘禁」，軟禁三十三年

後平反，1988年 5月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才解除孫長達 33年的「監護」。

1990年 11月 19日病逝。 

孫將軍為何遭到罷黜，並被長期軟禁，這部份相信在紀念會中應多有

剖析；這裡我特別要提孫將軍有三位子女為清華大學校友，曾在清華

園手植杜鵑花；1979年，長子安平和幺女太平同時從清華畢業，在軟

禁中的孫將軍獲准參加畢業典禮。逝世後靈柩由清華大學校旗覆旗委

員洪同、李榦、劉兆玄、張昌華覆蓋校旗。 

另一方面，據梅校長日記記載，於 1956年 1月 14日晤蔣經國，談及

擬往看孫立人，蔣表示可以往看，同年 2月 8月在台北與葉公超前教

授，同往看孫立人，攜王陽明傳，嚴習齋傳贈與，談約三刻別出。另

8月 13日記曾為孫將軍重用的清華校友，美國炮兵學校畢業，時任陸

軍副總司令賈幼慧將軍來寓，稍談立人近狀，現在台中某地休養，情

形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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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校長日記有言簡意賅特色，但短短數語，可看到梅校長對孫校友的

關心。梅校長於五十年前逝世，而吳孫兩校友也分別於二十八年與二

十二年前辭世，今天的紀念會是紀念一生奉獻清華的梅校長與兩位對

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的傑出校友，他們是清華人的代表，也是清華人

的驕傲；先賢孟子強調「知人論世」，認為應站在前人、當事人的立

場去設想去體會，不苛求前人，「以今非古」，不溢美不隱惡。在大

時代的洪流下，兩位校友在功成名就，處於人生高峰之際都陡遭奇變，

黯然退出歷史舞台，「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清華人在唏噓之餘，

更應奮發有為，以文字語言與行動，「不讓青史化成灰」，以致類似

悲劇發生在現世代，而如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說「後人復哀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