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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一門三學士」是我國文壇的佳話，三蘇之中又以蘇軾

最出名，所以有「天下文章蘇家好，蘇門文章蘇軾好」之說，今天我

們可以說「台灣文章清華好，清華文章此廳好」，恭喜大家在過去一

年多中，屢得校外大獎，而創清華歷年新高；我在校外最常說的話，

正是清華有最優異的師資，在各位身上得到見證，尤其可喜的是，在

很多情況下是「百尺竿頭，更進一步」。 

今天大家得的研究獎項，有些是終身成就獎，有些是傑出表現獎，更

難得的是針對新進教師的獎項；這裡我要特別提醒新進教師，大部份

的研究獎項，除論文獎外，決勝點往往是教師整體表現；譬如說在決

選時要從五人中選三人得獎，此時多半情形是這五人的研究領域不完

全相同而表現不容易分出高下，此時評審往往會考慮或甚至討論到候

選人是否熱心於校內外服務或社會公益工作，是否認真教學，這些常

靠口碑或印象；因為一般獎項在獎勵傑出研究之餘，常有推舉典範，

以矜後式的意義，所以常看人到某一階段以後，連連得獎，也是評審

比較穩妥的做法；另一方面，如果對候選人在學術倫理方面有所疑

慮，則會有很大的殺傷力，尤其在很多情況下，由不夠嚴謹的助理或

學生擬稿，如有不察，將會很難澄清，雖很可能是無心之過，而評審

也往往缺乏足夠的資訊，很容易造成遺憾。 

大家都能感受到清華有很優良的環境與傳統，但近年來也面臨嚴峻的

挑戰；最迫切的當然是優秀博士生銳減的現象，其次是大學部與碩士

班招生的問題，博士生的問題，本校已通過獎勵辦法來吸引優秀博士

生；大學部與碩士班招生在近年則似漸難與台灣大學抗衡；在積極招

生的考量中，社會觀感很重要，學生在校受到的教育，畢業生是否能

有好的起跑點，都會影響考生、學生家長與用人單位的觀感；在月初

發生的本校學生在立法院指責教育部長事件中，學校本於教育理念，

同時認為會對社會觀感造成很大衝擊，故決定在第一時間發表道歉聲

明；危機處理，在事後看來，都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校方是做綜合

的判斷，效果見仁見智，但在校內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有相當多的教

師表達不同的意見；不同的意見在多元校園本為常態，但教育理念與

方式差異的鴻溝需要加強對話與溝通，這點我想在座的同仁以往多以

身教的形式教育學生；在社會與高等教育處於迅速變遷時代，我個人



期盼大家對教育理念與方式多所思索與發表意見，對清華的發展不僅

會很有幫助而且極為重要。 

上星期天下午參加本校與交大、竹教大三校「福智青年社」聯合舉辦

的感恩禮讚活動，他們的對象是父母與師長，其中本校同學對父母的

禮讚是以朗誦方式，並由五位同學講述親子互動的故事，包括一位同

學與他父親在十七樓層高地作工領悟父親的艱辛、有父親為女兒要參

加重要比賽趕時間而開快車，也有父親長期遠道不辭辛勞接送女兒上

下學，母親背兒子就醫的焦灼與內疚等，非常感人，主要是因為他們

講的故事都以各種形式曾經發生在我們或周遭親友身上，非常有真實

感，讓人有感同身受的感覺，父母確實值得我們感恩；另一方面，在

座已婚同仁應該感恩的對象是你的另一半，沒有她/他的照護與包

容，你/妳是沒有辦法得到這些難得的獎項的；為了落實我們的深切

感恩之情，我有幾句口訣給大家參考；口訣用語為了方便，暫以太太

為對象，如你要感恩的是先生，用替代法即可： 

太太的要求就是我的追求；太太的意願就是我的意志；太太的脾

氣就是我的福氣；太太的鼓勵就是我的動力；太太的想法就是我的做

法；太太的表情就是我的心情；太太的愛好就是我的嗜好；太太的意

向就是我的方向。 

如果您能身體力行，在另一半的加意呵護下，您未來連連得大獎的機

會必然大增，這也是我對大家新年的祝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