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頒贈珍古德女士名譽博士學位典禮致詞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名譽博士學位頒贈典禮。今天的典禮在戶外舉

行，對清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典禮來說是創舉，但非常適合一生

奉獻於自然環境保育的珍古德 (Jane Goodall) 女士；清華大學名譽

博士人選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精神為推舉方向；珍古德

女士在非洲長期致力於黑猩猩研究以及推動動物福祉與環境保育，長

年不懈奔走全球各地，啟動「根與芽計畫」，教育青年關懷自然環境、

尊重所有生物、理解多元文化。為本校校訓最佳典範，本校名譽博士

審查委員會據以一致通過授予珍古德女士名譽哲學博士學位。 

在 1960 年代初期，世界人類學界漸注意到從非洲傳來的訊息，即有

一英國女孩嘗試在荒野黑猩猩群中從事田野調查，這在以往是不可思

議的；黑猩猩是人類在所有物種中最近的親戚，黑猩猩的 DNA，血液

結構和免疫系統、腦部與中樞神經系統都與人類極為相似；從前對黑

猩猩的有限了解，都來自對動物園或實驗室內單支或少數黑猩猩的觀

察、研究；以往黑猩猩聚居於深山森林中，不讓人接近，同時孔武有

力，頗具危險性；珍古德女士以無比的勇氣與耐心，終於得到黑猩猩

群的接納，而得在荒野中長期與黑猩猩群共處，因而大大增進人類對

黑猩猩的瞭解，並揭露其許多不為人知的行為；例如她發現黑猩猩會

先除去小樹枝上的葉子，而以樹枝為工具，釣取蟻窩中的螞蟻，鼎鼎

大名的人類學家里奇博士（Dr. Louis Leakey）說：「這一發現，破

除了只有人類才會利用工具的迷思，甚至因而影響到如何定義人類。」

而由她與團隊從近距離細心觀察，推翻了只有人才有個性和情感、

有心智、會做理性思考、可以推理並解決問題的看法。在 1971年，

珍古德女士與其團隊發現黑猩猩有時會有暴力殘殺行為，如聯合捕食

小狒狒，攻擊其他社群猩猩，到 1975年，甚至觀察到自相殘殺，同

族相食，甚至系統性殲滅分家出走的小族群，粉碎以往「高貴的

野蠻人」迷思；她領悟並強調長期研究的重要，曾說「如果已歷十

年的研究在此之前停止，將無法知曉黑猩猩會有群體暴力相殘行為。」 

珍古德女士於 1957 年由於對動物的熱愛受到召喚來到東非的肯亞，

在里奇博士指導下開始旨在揭示原始人類行為模式的靈長類動物研

究計劃。1960 年啟程來到坦尚尼亞坦干依卡湖畔的貢貝溪黑猩猩保

育區（Gombe Stream Chimpanzee Reserve, Tanganyika, 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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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黑猩猩的研究計劃，連續長達數十年，成果斐然；1970 年代她

利用獲得的捐助建立了「貢貝研究中心，」專門進行黑猩猩的研究。

這家研究機構也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對黑猩猩連續進行近 50 年野外

觀察的研究所。 

珍古德女士在對黑猩猩侵犯性研究中得到啟示，認為人類黑暗與邪

惡面來自古老根源，而歷史上人類的惡要比黑猩猩最壞的侵犯行

為更甚，但與黑猩猩一樣，人類有愛與悲憫，更能在明知當下與

未來的危險情況下，表現利他行為與自我犧牲比黑猩猩更偉大；

人類異於黑猩猩在選擇能力大得多，她從黑猩猩能控制化解暴力傾

向行為中，產生對人類希望與信心；她認為人類演化數十億年，

於兩百萬年前與黑猩猩分枝，現正處於獲得道德特質的過程中，

攻擊性與好戰性漸少，關懷與慈愛漸多，越來越多的人都覺察什

麼是錯的須要改善的，「悲憫與同情是一種覺醒」，逐漸化除人

性醜惡面，成為真正有心靈的動物；但人類正集體大規模摧毀自

然，已開發國家人民過度消費並視為理所當然，世界人口爆增，

讓人懷疑是否有時間走完全程，而不致先面臨滅絕，使人憂心忡

忡，不容樂觀。 

珍古德女士近年來全力投身保育與教育，很多人問她「從哪裡找到

那麼多精力？」「我怎麼可以如此心平氣和？」「我怎麼還能如此樂

觀？」「她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嗎？」「她究竟怎麼想？」「她的人

生哲學是什麼？」「她的樂觀、希望從何而來？」她在 1999 年所出

的自傳性專書「希望」（Reason for Hope, A Spiritual Journey）

嘗試回答這些問題，非常具有啟發性。她對未來抱持希望的理由是

包括人類具有的智慧、自然的復原力、年青人已呈現與將點燃的

熱情以及人類不屈不撓的精神，近年來她將全部時間用於宣講黑猩

猩的行為和環境保護，巡迴於世界各地進行演講。1977 年她建立了

「珍古德研究會」（Jane Goodall Institute, JGI）致力於推進全

世界範圍的野生動物保育和環境教育與人道教育計畫，研究會資助了

「貢貝河研究中心」、動物庇護所、黑猩猩動物園等動物保育項目，

「貢貝河研究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類人猿研究基地，動物庇護

所用於收養那些由政府沒收的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黑猩猩動物園則

主要收留那些遭到非法捕獵的黑猩猩。並於 1991 年啟動了「根與芽

計畫」，強調個人價值，以改善周遭世界為目標，她引邱吉爾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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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猶豫與軟弱的時刻，這是我們被徵召的決定性時刻，」

「真正的改變只有從內心產生，」提倡「改變必須由你和我來做，」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締造不同，」該項目是目前最具影響的面向

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項目之一。她近三十年來，幾乎不斷旅行，除為「珍

古德研究會」各種保育與教育計畫籌募基金，並盡可能與人分享對地

球上一切生命體的未來所懷抱的希望的信息。 

珍古德女士是現代傳奇，她對黑猩猩研究「改變了人類對自己的認

知，」改寫了對「人性」的定義，被譽為「最偉大科學成就的代表，」

「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十位女姓之一，」最難能可貴的是她擁有高

尚偉大的心靈，對一切生命都尊重與憐惜，是清華校訓「自強不

息，厚德載物」的最佳表率，是最最自然的清華人；清華很榮幸頒

予其名譽哲學博士學位，讓我們歡迎恭賀珍古德博士，並期盼所有

的清華人雖不能都與她一樣偉大，但要學習並弘揚其長期獻身保

育、教育精神與悲憫生命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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