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學生聯誼會冬至湯圓會致詞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大陸學生聯誼會冬至湯圓會；新竹清華大學自2001

年起進行與大陸高校暑期交換學生活動，由五校34人，增加到今年的

十一校74人，另一方面，自2006年起，增辦學期交換學生活動，十三

學期下來，也由三校13人，增加到二十二校73人，其中包括香港三校

5人。同時配合政府於2010年訂定「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學辦法」，第

一批陸生17人已於2011年入學，今年招收有23位碩士、1位博士新生。

同時與大陸高校雙聯學位也已於今年上路，目前已簽約的有北京清

華、浙江大學與南開大學，將會陸續擴展到他校；各項指標都顯示交

流在擴大深化中，是可喜的發展。 

大家到新竹清華來，就是清華人，應知清華事；新竹清華是 1956年

由在北京清華擔任校長的梅貽琦校長自美來台建校，從第一屆招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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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庚款基金的協助，自始建立招攬優異人才傳統，延續至

今，今年台灣「科學人」雜誌評選台灣十大科技突破，清華的工作即

占五項，可見一般。 

兩岸清華的特殊關係，可由我擔任校長不到三年期間，與顧秉林前校

長有十一次交會看出，交流之密切，是任何其他兩岸大學校長所遠遠

無法企及的；陳吉寧校長上任迄今，我們已三度會面，而他也特別選

擇新竹清華為其上任後第一個正式參訪學校；今年兩岸清華互動大型

活動，包括四月底邀請北京清華名師後裔訪台、七月初「徐賢修、徐

遐生校長父子雙傑，清華傳承」新書發表會、九月初兩岸清華在金門

舉行共同研究成果發表會、九月二十一日舉行「清華文武雙傑，吳國

楨省主席與孫立人將軍」紀念會、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舉行「西南聯合

大學建校七十五周年紀念大會」、十二月九日在廈門舉行「馬約翰教

授誕辰 130周年紀念會」等活動無不深深具有兩岸清華烙印；兩岸清

華不僅同根同源，而都有同是一家人的認知，最為難得。 

今天有些人慶幸馬雅末日預言沒有成真，但以世界面臨的局勢來看，

可謂人類正在「自掘墳墓」；從永續發展觀點，目前全球七十億人對

資源的消耗要 1.5個地球才能支撐。另一方面，也有人以美國三億人

口約消耗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資源推算，地球上如人人都要過美國人

一樣的舒適生活，僅適當十五億人居住，再再均顯示地球面臨資源枯



竭的局面。而近年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更突

顯出人類社會面對未來的危機，尤其科技進步速率未能趕上需求的增

加。人類在交通運輸、能源、農業、醫療科技的進步在近四十年來有

明顯遲滯的現象，處處顯示科技進步速率不足以應付如排山倒海來的

礦物資源枯竭、能源短缺、地球暖化、氣候變遷、人口暴增、糧食匱

乏、環境劣化等問題，所以使開發國家經濟實質成長接近於零；另一

方面，新興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對有限資源的需求急劇增加，更使

世界局勢如雪上加霜；山雨欲來風滿樓，現今世界的問題，也就是中

國的問題，反之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兩岸大學面對關係人

類生存發展的嚴峻局面，竭盡心力，相互合作，協助尋求解決之道實

為當務之急。 

大家在台灣感受本地的生活，可能有不同的面向；根據某大報與基金

會舉辦「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台灣二○一二年度代表字為「憂」，

成為這一年全民心情的寫照。另一方面，蓋洛普民調中心公布在二○

一一年對全球一百四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幸福感排行榜，台灣表現不

錯；蓋洛普問民眾五個問題：你昨天感到獲得充分休息嗎？你昨天有

沒有整天受到尊重？你昨天有沒有微笑或笑口常開？你昨天有沒有

學了或做了什麼有趣的事？你昨天大部分時間快樂嗎？台灣出奇的 

是亞洲四小龍中最幸福的國家，有百分之七十五，日本百分之七十

二，香港百分之六十九，南韓百分之六十三，新加坡以百分之四十六

墊底，新加坡人最缺乏正面情緒，幸福感墊底。與我們每天在各種媒

體上得到的訊息，有很大落差，是很值得大家在台灣一行所探究的。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聯誼會的冬至湯圓會，昨晚有合唱團同學到校長宿

舍報佳音，今午又有我過去與現在指導的研究生大團圓，都吃到了甜

美的湯圓，所以現在是我二十四小時內第三次享用湯圓；湯圓象徵圓

滿與甜甜蜜蜜，也是我給大家在台與未來生活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