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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致詞 

 

很歡迎與感謝大家來參加「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梅校長

一生奉獻給清華，在兩岸清華擔任校長二十四年期間，以全副心血發

揮才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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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和聲譽，是兩岸清華永久共同校長。今、明兩天舉行的紀念會，

除緬懷梅校長事蹟行誼，並就與其辦學理念契合的主軸，包括通識教

育、體育教育、全球化、學術自由與校園民主、大學的學術基礎與發

展、人文教育與大學精神研討，在追念一代學人風範之際，冀能激勵

清華在未來的前瞻發展。 

今天很感謝許多貴賓遠道而來共襄盛舉，包括北京清華的顧秉林前校

長與諸位師長、廈門大學的鄔大光副校長與雲南師大葉燎原書記與諸

位師長；尤其難得的是鄧昌黎院士，是梅校長日記中最常提到而讚譽

有加的青年才俊，是當年少見經常回國講學的學者；鍾秀斌先生，也

是「清華高階經理班」校友，去年與黃延復教授出版「一個時代的斯

文」專書紀念梅校長，本校駐校作家岳南先生在去年出版了對清華人

多所著墨的「南渡北歸」巨作，目前正積極進行「梅貽琦大傳」的撰

寫，他們都是當代梅校長研究權威作家；在此要特別感謝北京清華黃

延復教授，他曾多次說過：「此生最大的願望是弘揚梅校長教育思想與

道德文章」，另一是跟隨梅校長多年秘書，也是校友，趙賡颺先生，在

梅校長身後，對梅校長行誼多所追思著述；梅校長的知友、清華校友

胡適先生在晚年常引李恕谷先生語：「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

之不朽」，有人說是收徒弟哲學，黃教授、趙賡颺先生、鍾秀斌先生與

岳南先生雖不能算是梅校長徒弟，但發揚光大一代教育家精神的功績

則一。 

在台灣清華，我們處處可看到梅校長的遺澤，新竹清華的校地是梅校

長親選的，依傍十八尖山，有成功、相思、昆明湖，沿襲北京清華園

的「山明水秀」、「湖光山色」景觀，同時校地遼闊，預留了了發展空

間；台灣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學術用原子爐，是梅校長花了兩年多

時間，親自規劃、參訪、洽談、購置、監督建造，現命名為「梅貽琦

紀念館」，台北清華辦事處也是由梅校長選定使用，在他逝世後三年，

由校友集資改建，命名為「月涵堂」，梅校長逝世後安葬於清華園的墓

園，依山面水，園內遍植梅花，後來命名為「梅園」，園中並建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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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與「月涵亭」。另一方面，清華自1988年有「月涵文學獎」活動；

1964年設置月涵先生紀念獎助學金，1982年復由校友發起捐設梅貽琦

紀念學術基金，其中含有獎學金辦法，以獎助優秀、激勵後進。2003

年將梅貽琦紀念獎學金改為「梅貽琦獎章」，為本校大學畢業生最高之

榮譽。 

五十年前五月二十三日，梅校長逝世移靈新竹清華暫厝時，我是在新

竹參加路祭六千學生之一並到靈堂敬禮的高一學生，梅校長在當年十

一月十八日安葬於「梅園」，是我近十幾年幾乎每天散步必經之地，我

現住的校長宿舍正是梅校長當年宿舍；不時會思索梅校長是怎樣一個

教育家、怎樣一個校長、怎樣一個人，以下就我個人了解，略作闡發： 

 

一、梅校長與清華 

梅校長是清華第一屆直接留美生（1909年），清華大學物理教員、教授

（1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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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次致校友函中說：「生

斯長斯，吾愛吾廬」，而以終身服務清華實踐；一生盡瘁清華大學，未

曾一日間斷。清華事業就是他的事業，是古今極為少見的遇合。 

梅貽琦校長是一位傳奇人物，他三十七歲即由大師如林的清華教授群

票選為教務長，四十二歲時也在眾望所歸下擔任校長，一直到七十三

歲時在新竹清華大學校長任內去世。梅先生在擔任教務長期間，正是

清華成立國學院，震動學術界之際；他於 1931年起擔任校長，首先竭

力平撫屢有驅趕前校長之舉的紛亂氛圍，落實校園民主，繼而積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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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先生執椽祭文中

所云：「人才之盛，堪稱獨步全国，貢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

致，實耕耘者心血之所傾注」。 

抗日戰爭爆發前，清華已未雨綢繆，率先展開後撤行動，因而蒙受較

少損失，而在抗戰大後方物力維艱之際，梅校長以校務委員會常務委

員身份主持西南聯合大學校務，維持絃歌不輟，居功最偉；而在抗戰

前後國共內戰時期，由左傾學生，甚至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不斷策

動學潮，校園動蕩，梅校長均能站在維護學生立場，加以平息；19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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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滯美擔任清華基金監督，1956年自美轉到台灣創建新竹清華，從尋

覓勘查校地到籌措經費，披荊斬棘，蓽路藍縷，以六十八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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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研究生中即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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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西南聯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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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都出在梅校長任上，誠如名作家岳南

先生所言：「這個人才輩出，碩果延綿不絕的局機，不是偶然」。 

 

二、梅校長的教育與治校理念 

梅校長就任時提出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

也」，已成高等教育名言，深為世人推崇，清華得以成為第一流大學，

固然是因為有庚子賠款可以動用的優勢，但梅校長的知人與禮遇，而

能延攬第一流教授，也是主要因素。 

在治校理念上，他採取「無為而治」的政策，以教授治校為主軸，將

學校的重心建築在「教授團」上，由教授們選擇評議員，由評議會決

定大政方針。梅校長同時將自己比喻成京戲裡叫「王帽」的角色，「看

上去煞有介事，前呼後擁，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

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裡，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

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如果開會，為某件事大家議論紛紛，莫

衷一是，梅校長總是耐心的聽著，最後他提出意見，眾人莫不折服。

正是在這樣一種民主、自由氛圍中，北京清華與西南聯大才識卓絕的

教授們，才不斷創造了生動活潑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蹟。 

梅校長注重通識，他認為通識為「一般生活之準備也」，「治學貴謹嚴，

思想忌偏蔽」，「社會所需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所以「通識為

本，而專識為末」，「知類通達」，「不只潤身而止，亦所以自通於人也」。

今日觀之，均為至理名言，應為教育界人士多所省思。 

 

三、梅校長的為人與風範 

梅校長是寡言謙謙君子，他的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在放榜那天，考

生們都很活躍，考上的喜形於色，沒考上的則面色沮喪。只有瘦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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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始終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憂地在那裡看榜」，讓人

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實際上，在參加的全國六百三十名考生當中，

他名列第六。1909年，梅校長抵美攻讀電機系，當時的大學室友楊錫

仁對他的印象是︰「成績優良，性極溫良、從無怨怒，永遠輕聲細語，

篤信基督教」。 

梅校長不愛講話，並且很少用肯定的句子。當初清華週刊上曾經有同

學集校長的話寫了一首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

可是學校總以為，恐怕彷彿不見得」；梅校長是以迂迴的方式，伸張理

念，處理事情總是先傾聽大家意見，以集思廣益，在重大決策上，當

機立斷，而且擇善固執。以卓越的眼光，宏博的學識，把許多紛亂的

意見，改易為平正通達，緻密妥善的主張，使清華能在穩定中發展。 

據趙賡颺先生回憶：「後來在臺復校，與教育當局主張不盡相同，梅校

長避免爭執，沉默應付。拂意之事無時無之，但梅校長終身不發脾氣，

無疾言厲色，只有時閉門默思達二三日之久。辦長期發展科學，遭遇

惡意批評及阻礙甚多，梅師皆容忍之，終能開其端」，可看出其堅忍卓

絕的一面。 

梅校長好友也是清華直接留美生胡適在他七十歲生日時說：「梅部長酒

量很好、煙量也不壞、有空還打小牌，而且非常有幽默感，是非常有

人情味的人，但在大節上是一絲一毫不茍且的人」。梅校長以酒量大但

酒品好出名，從不酒後亂性；其日記有言簡意賅特色，但詳記打小牌

的圈數與輸贏，清華曾有教授統計他在台打小牌輸贏，結果是「輸多

贏少」；另一方面，日記中少有讀書記載，但有贈與軟禁中的孫立人校

友「王陽明傳，嚴習齋傳」二書以及數次整理案頭以及書架書籍記載，

使人好奇梅校長平常看什麼書？同時日記中屢有對餐宴與飲酒品評，

在清華有趣的話題是梅校長認為某師傅廚藝有待改進的記載。  

胡適先生所指大節，應是指梅校長選擇離開北京清華，輾轉自美來台；

胡適先生自由民主思想上向與共產黨格格不入，離開北京大學出走是

意料中事，而梅校長一向與政治絕緣，選擇與當時大多數知識份子不

同的路徑，則頗出人意表；據 1948年 12月梅校長離開北京時，擔任

教務長的吳澤霖先生轉述，他的離開是為保護由庚款設立的「清華基

金」；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出於對共產黨本質的了解，關於這點，部份

可由其日記中至少兩次記述對其子梅祖彥先生寫信勸其返回大陸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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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台灣的觀感得到證實；而見諸後來許多留在北京清華人的悲慘遭

遇，以及新竹清華的開花結果，梅校長可謂做了最正確的選擇。 

梅校長六十歲時，清華校友傅宗敢先生在「值得我們學習」一文中，

揭示梅校長具有「專、大、公、愛」四種高貴品格；梅校長專心辦學、

有容乃大、公正廉明，同時愛學校、愛國家、愛同仁、愛學生，錢思

亮先生（民廿年清大畢業，曾任臺大校長、中研院院長）說：「梅先生

一生在清華服務，梅先生忠於國家，敬業不遷，平易近人－－雖有崇

高學術地位，但對任何人都是那樣平易」，「他的為人作事許多方面，

都合中庸之道，平和但有原則，事必躬親，對大事的決定也能果斷」。

梅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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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校長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中錢思亮先生代表各界所致紀念詞：「梅先生

對國家的貢獻很多很大，每一件對別的人說都可稱為不朽。梅先生民

國二十年接任清華大學校長。那一時期清華的校長連年更迭，學校很

不穩定，校長很少作得長久的；自從梅先生接掌以後，就一直安定下

來，就只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清華自梅校長執掌不久，就已

在世界有名大學中奠立學術地位，這貢獻對任何人說都是很大的功

績；抗戰時搬到長沙、昆明，與北大、南開合組西南聯大，三大學合

作無間，並把學校辦得很好，梅先生事實上對學校行政負責最多。只

就此一事也足稱不朽；戰後復員到北平，梅校長重整清華園，兩年多

的時間，清華的規模與素質比以前更擴大提高了。大陸淪陷後在新竹

重建清華，極節省的、一點一滴的親自打下好的基礎，這件工作給任

何人，也足稱不朽；建立了中國第一座原子爐，以最少的人、最少的

錢、最短的時間，一次就成功了，這件事功給別人一生中都是不朽的。

我們今天在這裏紀念梅先生，我們就想到梅先生撒播的種子；梅先生

在清華四五十年，教導出這麼多學生，都各守崗位工作；作教育部長

時改革風氣；倡辦長期科學發展，影響既深且遠。將來再過十年再過

二十年，再來紀念梅先生，我們就更覺得梅先生的偉大，認識梅先生

比現在更為深刻」。在梅校長逝世五十年後回顧，錢先生一席話可謂神

準；清華何其有幸，有曠世不朽教育家引領，奠定今天的基礎與歷史

地位；據台灣科學雜誌「科學人」評選，今年台灣十項科技突破，清

華工作占了五項，象徵異地開花結果，是我們給梅校長的最佳獻禮，

在梅校長逝世五十周年之際恐非巧合；清華人當在此關鍵時刻，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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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後，由兩岸清華緊密攜手合作，追求卓越，才不辜負梅校長以生命

心血寫成的清華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