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奕園揭幕典禮致詞 

 

非常歡迎大家來參加「奕園」揭幕典禮，建設「奕園」為沈君山前校

長的心願，他在2006年第三次中風不省人事前，曾手書略為：「余自

1956年與清華結緣，1973年長期返台，迄今已33年，以後亦不會離開

清華園，故對新竹清華有特殊感情，擬捐助奕園，原則如下：一、地

址須在清華校園，二、園中不砍一樹，全園少用水泥（最好不用）」；

在劉炯朗與陳文村前校長努力下，在本校南校區生態區建設「奕亭」，

已於2010年元月20日揭牌啟用；而進一步造景建設「奕園」則在沈前

校長昔年棋友蔣亨進教授等倡議下，於2011年十月起開始啟動；籌建

小組提議蒐集圍棋大師墨寶及珍貴棋局展現於園中，同時公開徵求設

計團隊，在蒐集圍棋高手墨寶及經典棋局方面，在林海峰國手協助

下，在2011年十二月蒐集到包括吳清源、林海峰、日本木古實、韓國

曹薰鉉、中國大陸聶衛平以及陳祖德大師墨寶及經典棋局，讓奕園深

具潛力成為未來的世界圍棋勝地；在其後「奕園」規劃討論會並決議

由藝術中心主辦，結合圍棋主題與融合於環境的公共藝術方式進行，

採公共藝術邀請比件方式，而由楊尊智老師率領團隊脫穎而出，順利

於最近完成，而在今天正式揭幕；另一方面，沈前校長胞妹慈源女士

與妹婿盧博榮博士在得知學校規劃後，決定將他們代管的沈前校長在

美國的退休金匯回作為興建「奕園」費用，因此也完成了沈前校長捐

款興建「奕園」的心願，別具意義。 

「奕園」位於清華大學南校區自然生態園區及草原區內，園內設有碑

群，分別刻有吳清源、木谷實、林海峰、陳祖德、曹薰鉉及聶衛平六

位圍棋大師的墨寶、自選平生重要棋局棋譜以及其小傳，供大家欣

賞，草原區則展示以圍棋子造型為基礎的公共藝術創作「對奕‧對

藝」，將成為臺灣乃至全世界最具特色的圍棋勝地。 

沈校長唯一圍棋著作「沈君山說棋王故事」，由漢聲圖書公司出版，

由其口述故事向小朋友介紹棋王故事；沈前校長以自身對圍棋的喜

愛、對世界棋壇的認識和瞭解，選出近代最具代表性的五位棋王，正

是吳清源、林海峰、木古實、曹薰鉉、聶衛平等五位大師。他並以五

位棋王的成就以及對棋壇的貢獻和特色，取了不同的稱號，分別是：

「棋神」吳清源、「棋師」木谷實、「棋聖」林海峰、「棋俠」曹薰

鉉，以及「棋雄」聶衛平；他在序言裡說：「這個棋王故事，說的人



開心，聽的人開心，編寫的人開心。希望看書的人也同樣開心，如果

還能有所收獲，學到東西，那我就更開心了」，饒足趣味。 

沈校長是本校 1956 年建校時，首批招募的四個員工之一，赴美深造

學成後在美國大學任教，1973 年返國服務，擔任「理學院」第一任

院長；由於沈前校長有很高的人文素養，並有豐沛的人脈，受託規劃

「人文社會學院」，而促成該院於 1984 年成立，以後以同樣方式促

成「生命科學院」與「科技管理學院」分別於 1992 年與 2000 年成立，

而在校長任內，「電機資訊學院」經教育部核准設立，可謂一手協助

清華成立五個學院，1994-1997 年擔任本校第一任「遴選校長」，任

內推動兩岸清華交流、設立共同教育委員會、開辦中等學校教育學

程、參與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設立、成功爭取國家理論科學研究中心

在本校設立，功在清華。 

沈君山前校長年輕時能文能武樣樣精通，被稱為「才子」；在圍棋方

面，曾是三次美國圍棋本因坊冠軍，同時他是圍棋界有名的伯樂，珍

敬天才；許多成功的旅日棋士如王立誠、王銘琬到張栩，赴日前都曾

通過沈前校長的「考試」，拔識出多位「千里馬」！當初圍棋高手王

銘琬興趣很廣，他特別告誡說：「圍棋如人生，是藝術也是競賽，追

二兔不得一兔」，也就是專心做一件事，才會成就大業，王銘琬於

2000 年拿下日本「本因坊」桂冠後，特別來到清華，在成功湖湖中

亭與沈校長對奕，成為清華圍棋盛事與佳話。在日本曾獲七大頭銜的

張栩九段，是林海峰大師的弟子，也是沈校長的義子，「由此可見他

們兩位關係的密切」。 

這次「奕園」的建設，承蒙公共藝術核心執行小組在主席，藝術中心

前主任，劉瑞華教授及諸位委員的指導協助，蔣亨進教授協助策劃，

除諸位大師貢獻墨寶與經典棋局外，沈校長好友、也是清華名譽博士

的金庸先生為「奕園」題字；楊尊智老師在「奕園」公共藝術邀請比

件中獲得優勝，他也是去年文化部第三屆公共藝術獎「最佳創意表現

獎」得主，很感謝楊老師精心設計以及悉心監督的公共藝術傑作得如

期完成，展現在世人面前。 

最後要特別為「奕園」正名，「奕園」的建設，不久前經媒體披露後，

本校收到不少迴響，認為應名「弈園」，而非「奕園」，事實上根據「教

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奕通「弈」，而奕本身有美好、盛大、超

群、舒適、安樂之意，到有圍棋意象之園，得以神采奕奕，豈不更佳？



另外，在字典中，國字同奕字音的多達 188 個，而多為美字，遊客隨

性所致，可以有閒情逸致、精益求精、記憶猶新、多才多藝、技藝超

群、剛毅果決、超軼絕塵等想像，這又是文字語言的巧妙與威力了。 

沈校長曾說：「歷史的步伐是如此的巨大，個人的生命，朝代的興衰，

在他起伏的間隙中流過，唯有文化民族源流，一以貫之，悠悠不絕」，

我們希望「奕園」的建立，代表沈校長、圍棋、清華與公共藝術永久

結合，悠悠不絕，最後謝謝大家的光臨，見證一個新的圍棋聖地在清

華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