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年高中教師清華營致詞 

 

首先歡迎各位高中老師來參加「高中教師清華營」，各位老師犧牲寒

假到清華來，當然是有所為而來，一部份是對清華的好奇心，一部份

也是希望進一步了解清華，對所培育的學子能提供適當指導。至於清

華為什麼辦高中教師營，當然也是有所圖謀；每個學校都希望招收到

優秀學生，透過對學生有很大影響力的老師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俗

話說：「跑了和尚跑不了菩薩」，如果把高中比作寺廟，學生來來去去，

像是和尚，老師則是常駐菩薩，拜了一次菩薩，效果可以很綿長。 

據了解在開幕式後，教務長有長達一小時的學校介紹，所以我嘗試講

述一些預料不會與教務長重複的清華故事；百年清華肇因於美國國會

於 1908 年通過老羅斯福總統提出的將美國多要的庚子賠款歸還中國

法案，並指定歸還款項用於培育高等教育人才；原來庚子拳亂導致辛

丑和約，美國後來發現當初索賠而得到的賠償過高，事為當年清廷駐

美公使梁誠得知，乃積極運作使美國退還多要的庚子賠款，中間的插

曲是時任總理大臣的袁世凱原擬將該款用於「建設東北」，但梁誠抗

命並成功聯同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柔克義使通過法案，指定退還款項作

為教育之用；清廷據以自 1909 年起，在全國招考優異學子，連續三

屆，共錄取 180 人，直接送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是為「清華直接留

美生」，包括後來擔任清華校長二十四年之久的梅貽琦、胡適、趙元

任諸先生；這裡值得一提的是，當年署理留學生出國的大臣張之洞主

張選送的學生要具備深厚的國學根基，而後來這些直接留美生學成返

國後，許多成為各行業的領袖，與他們具有卓越識見與善於表達應有

密切關係；滿清政府在辦理「直接留美班」時，由於實務需要，在北

京「清華園」成立「清華學堂」，民國後，改稱「清華學校」，招收學

生在清華完成約當高中畢業程度學業，再直接插入美國大學一、二年

級，成為「留美預備學校，」初期洋化甚深，1912 年教員 30 人中，

美籍教習有 19 位，1918 年教員 49 人中，美籍尚有 25 人占多數，同

時廣用洋課本，並推動說洋文，廣建美式硬體措施，另受外交部管轄，

美國公使館也參與董事會的運作；英國哲學家羅素 1920 年到中國講

學後，曾寫下他對清華的印象：「到了清華園，一個英國客就感到彷

彿在美國一樣」，可見當時清華是高度國際化的學校，而在 1925 年改

制成立大學部後，師資也始終以留學生為主幹。 



新竹清華大學是曾在北京清華擔任十八年校長的梅貽琦校長於 1956

年創建，最初選擇代表未來的核能科技發展，設立原子科學研究所，

後來陸續成立數學、化學與物理研究所，1964 年成立大學部，1972

年成立工學院，1984 年成立人文社會學院，1992 年成立生命科學院，

2000 年成立科技管理學院，目前是一包含七學院與一共同教育委員

會的綜合大學；清大在台建校後，在政府與庚款基金支持下，較具優

勢積極延攬留美學人返國任教，有「人才集中地」的聲譽，無疑的擁

有全台最優秀的師資，可喜的是這項傳統一直維持到現在；如放眼目

前國內最重要的學術獎項，舉凡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國家講座、

學術獎以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等，清大教師得獎比例必然居冠，並常

遠高過他校；去年「科學人」雜誌評選 2012 年台灣十大科技突破，

清大工作即占五項，可見一斑。 

限於時間，今天我對清大初步介紹就在此打住；最後我要邀請大家，

這幾天一定要到校園中「梅園」一遊：「梅園」是為紀念兩岸清華永

久校長梅貽琦先生而設立的，位於梅校長陵墓旁，遍植梅花，是當年

任職國防部副部長的蔣經國先生授意榮工處處長嚴孝章自嘉義梅山

移植而來，目前已開始綻放，美不勝收；同時今年清華南校區新闢山

櫻花林也開始盛開，是水木清華最新一景，請大家也不要錯過這「賞

心悅目」的大好時機。最後希望各位老師參加清華營會覺得賓至如

歸、不虛此行，祝大家新春快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