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兩岸四地大學校長會議致詞 

 

今天很歡迎兩岸四地大學校長與嘉賓們蒞臨新竹清華，清華大學在台

灣叫國立清華大學，在兩岸交流時，我們自稱新竹清華，才不會與北

京清華混淆在一起；事實上新竹清華是原來北京清華梅貽琦校長於

1956 年在新竹建校，當初有傳說清華梅校長把清華大印帶來台灣，

後來證實是誤傳，2010 年台灣主要報紙之一的聯合報曾專訪我與北

京清華顧校長，問到美國退還多要庚子賠款基金，即所謂「庚款基金」

的事，顧校長答覆是「有了解，未過問」，道出兩校同根同源，「親兄

弟但不明算帳」的特殊關係，也是兩岸四地大學多年友善和睦交流的

一個值得紀念的篇章。 

今天活動很感謝「旺宏電子」吳敏求董事長親自來參加，去年我們在

蘇州參訪「旺宏電子研發中心」時，承蒙吳董事長特地從台灣趕往親

自接待，並曾「相約在清華旺宏館」，今天大家如約在此相聚，緣分

非常，同時「學習資源中心旺宏館」是在「旺宏電子」慷慨捐助四億

元支持下，才得以興建，並於今年四月正式啟用。考量數位時代的圖

書館功能轉變，而須反應數位時代的來臨，學習資源館以學習者為主

體的資源利用與交流平台，全館規劃強調互動與共享，館內多項創新

設施包括：全國大學首創的「手機亭」、專供夜間讀書的「夜讀區」、

二十四小時不打烊的智慧型自助還書服務，並透過建置UHF RFID 智

慧型圖書管理系統，配合多功能空間設計、新穎的多媒體互動與影音

視聽設施，為讀者提供更貼心的服務；而呈現清華歷史縮影的「校史

展示區」與陳列清華教師著作的「清華書房」，更是清華人多年耕耘

成果的具體展現。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式啟用典禮前，清華已先在「國

際會議廳」為今天參加各項活動的鄭愁予教授舉辦八十壽誕詩樂禮

讚，是清華在中國新詩推動與發展歷程中的華美篇章，也是一個閃亮

的開始。據了解，「學習資源中心」「諮詢委員會」中多位諮詢委員是

兩岸四地友校圖書館主管，規劃新圖書館時，本校負責同仁也多次到

各友校圖書館去參觀、請教、取法，以各友校圖書館為標竿，精益求

精，承蒙大家發揮夥伴精神，讓台灣圖書館建設一同向前跨了一大

步，也是兩岸合作實質成果「外一章」。 

剛才安排大家去參觀本校新闢的「奕園」，也有特殊意義；「奕園」是

在本校服務長達三十餘年的沈君山前校長七年前 (2006 年) 手書心



願，希望捐助清華大學一座奕園，今年六月一日正式啟用；奕園入口

的「奕園」二字，是久居香港的金庸先生所書，路徑上矗立中、日、

韓六位國際圍棋大師墨寶與經典名局立牌，開幕時，圍棋大師林海

峰、聶衛平和曹薰鉉專程來台，並在現場對弈三十手紀念棋，「奕園」

不僅將成為世界圍棋勝地，而且是由兩岸三地攜手促成，別具意義。

另一方面，沈君山前校長也是兩岸交流的先行者，對兩岸關係的發展

投入尤深，他於 1990 年代初，兩岸開始解凍之際，出任國家統一委

員會委員，提出兩岸分治之觀念，並三次與江澤民主席晤談，對於和

緩兩岸，啟動交流很有貢獻。沈前校長的好友張作錦先生說：「至於

兩岸間事，那更是他這三十幾年來全力以赴、生死以之的大事業，他

奇蹟似的創造了「中華─台北」的奧會模式，使台灣能適度參加國際

活動，不致窒息，他參與制訂《國家統一綱領》，並提出「和平統一，

一國兩治」、「一屋兩室，各持門匙」、「一個國家，兩個政府」等各種

方案」，並曾以一句話概括其生平：「先生之道無他，為兩岸和解一以

貫之耳！」沈前校長為兩岸找出制度性的和平共存之道的積極作為，

令人懷念。 

此次兩岸四地大學校長與嘉賓們蒞臨，是本校年度盛事，在此再致歡

迎之忱，接待容有不周之處，還請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