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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逢淡江大學創校60週年校慶前夕，《淡江時報》於今日發行
第800期了。從民國42年《淡江英文週刊》創刊以來，經過改版
或更名《英專週報》、《淡江週報》、《淡江週刊》到《淡江時
報》的歷史發展軌跡中，我也曾參加一段漫長的發展過程。民國
63年6月我奉人事命令，以「專才專用」調往本校台北校園出版
部服務。初期，我負責《淡江週刊》第一、四版的編輯排版工
作，後來也接續第一至四版的版面美工編排。當時的版面編排作
業不是用電腦排版，而是用手工打字，然後配合版面的構想需
要，每一條新聞或每篇文章，都要一一用剪刀裁剪後黏貼在版樣
紙上，再以美工筆畫線條，補上插畫或相片美化，同時為了印刷
的效果，在編排完成的版面貼上一張半透明紙並在上面表明要呈
現的印刷效果，再交由印刷廠處理。每週的整個編輯排版作業，
套一句現代語言：「全部純手工製作的！」

　依稀總是在靜謐的校園，每週四的夜
晚，一群熱情的小伙子聚會在宮燈教室的
一角，翻閱著當期的《淡江週刊》，同時
討論著兩週後所要報導的主題。
   除了《淡江週刊》的主編需要我們進行
的一些任務之外，所有的討論經常是無厘
頭的。一群小伙子無法盡悉學校的大事，
但總是有隨手拈來的校園點滴。許多校園
的點滴是屬於學生彼此間流傳、創造出
來的，不是「淡江週刊的老師們」所知曉
的，例如校園裡有哪些特殊的學生人物？
淡江一號是何等人物（他確實是某系的一
位獨特的同學）？他的生活點滴又是如
何？有哪些地方可以廉價地大快朵頤？哪
一個社團正在搞一些什麼創意花樣？有什
麼思潮正在醞釀著？同學對於勒退政策的
緊張與焦慮又是如何？當時《淡江週刊》
中許多的校園生活報導就是這樣出來的，
非常精彩！
   那 是 一 個 沒 有 電 腦 的 時 代 ， 遑 論
MSN、PTT！我們的「小道消息」和
「八卦故事」總是多樣的，多元管道的，
需要經過拼湊的。經過熱情的資訊匯聚，
主題與方向終於出現，大家頓時間活了起
來，好似要完成一樁豐功偉業。我們感興
趣的，總是學校政策以外的生活點滴。感
謝《淡江週刊》的老師們！總是支持我
們，擠出版面給我們，呈現我們的渴望。
   提供《淡江週刊》新聞只是我們這群小
伙子的任務之一，辦完了「公事」，三三
兩兩地總會漫步在牧羊池畔（現在被種植
許多花草），或聚集到某位同學的小小雜
亂無章的斗室裡，天南地北地閒聊，有
時嚴肅地關心教育的大方向和本土化的問
題；有時關切到校園人事物的點滴。或許
某人靈機一動就寫出一篇雋永的好文章，
校內外任何可發表的園地都是我們耕耘的
地方。你相信嗎？我們還自己出了書，不
要懷疑它的出路，絕對不會是暢銷書！但
卻是自我的肯定以及當時「時代青年」的
一些重要的觀點與想法！
   從懵懂青春的大學到專注研究的研究
生，始終不曾離開過《淡江週刊》的記者
生涯。曾幾何時，回到學校當起了老師，
也主編了《淡江週刊》。過去亦師亦友的
「淡江週刊的老師」變成同事，然而那份
從大學以來在《淡江週刊》建立的綿密情
感並沒有因角色的轉換而有絲毫的改變。
   雖然轉換了角色，但並沒有轉換對於校
園事物關心的熱情。印象很深刻，坐在
編輯台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與當時的週刊
記者共同製作的一項專題「淡江周邊的飲
食」，對校園周邊的飲食店進行調查。搞
得當時的店家雞飛狗跳，然而飲食環境改
善了，對同學的健康也盡了「秉千秋之
筆、匡社會之風」的記者天職！現在想起
來真有那麼一點天真的偉大！
   這一切看起來平淡無奇，最重要的是在
物質貧乏、資訊有限的時代裡，我們感情
的交融似乎是在充滿疏離的現代社會中所
難以想像的。那一種坐在牧羊池畔、楊柳
樹下談心；倘佯在牧羊草坪，數著繁星點
點，啜飲著米酒，凝視著相引裊繞，述說
心事，討論觀點的情景，在今天的五虎崗
上，依稀是只留下一種凝聚馨馥的記憶！

　我是一個喜歡知道外頭發生什麼事的人，從今天的太陽、校園旁新開的店、街上新的雕
塑作品，到市長的新政策、阿根廷新誕生的足球英雄、東南亞的水災，我喜歡感受自己處
於變化之中，知道世界仍在運轉。聽到悲傷的消息心中感到幸運，原來自己很幸福平安；
聽到鼓舞人的消息感到快樂，原來還有好多人也正為生命努力著；聽到輕鬆有趣的消息時
則感到開心，原來看事情可以有如此幽默的角度。
　記錄變化，讓人看見世界的更新，這是報紙的本質。在淡江時報社4年的時間，我明白
一份報紙對學生、師長、職員的重要，報紙讓有心的學生掌握訊息，讓他們創造機會；報
紙讓憂鬱的星期一早晨變得令人期待，新的消息是蒲公英種子，編輯與記者們輕吹一口
氣，話題隨風散布在校園間。電影《放牛班快樂頌》裡的音樂家曾經足不出戶，倚靠廣播
知道天下事，也因為聽到一首他曾寫過的歌，因緣際會找到他喪失多年的孫女。媒體在人
生活中的角色因人而異，經過4年的記者生活，「淡江時報記者」不僅是我履歷表中的一
行紀錄，更是一抹無法忽略的印記，停留在年輕。
　我是一個喜歡知道外頭發生什麼事的人，而在報社遇到的大家也是。個性裡喜歡公共
事務的細胞是我們的共通點，
而說故事是我們關心校園的方
式。除了採訪、寫作，我們還
一塊兒討論文學、電影與攝
影，像個小沙龍，可以聊上好
幾個夜。我們也一起去海邊、
慶生，給彼此好多驚喜。畢業
後，生活繼續變化，回頭看這
4年，我看見一個家，也看見
每天隨著新聞也在更新、成長
的自己。
　報紙的本質是望向明天，但
在想起美好過往的此刻，我又
再度依戀上昨天。

　八百期！這近二十年的歲月，放在這份
與學校同壽的報紙沿革之中，已然涵蓋了
三分之一的時間，這段歷史是時報人和淡
江人所共同譜寫的。
　我在七十九年間以新聞研習社的小記者
身分加入行列，當時的《淡江週刊》社長
是冷楓老師，七十高齡，滿頭華髮拄著杖
的老報人，衝勁卻是至今無人能及的，他
曾將週刊改為三日刊，二日刊，週刊始正
名為「淡江時報」。
　九○年代的淡江學生受六四學運、野百
合學運的影響，學潮迭起，校園舞禁和刊
物審稿制度先後解除，學生言論大開，學
生會、議會等自治團體活絡，《淡江青
年》、《學鐸》、《南淡水》等學生刊物
針砭時政之餘，對於由學校主導的《淡江
時報》亦常有批評，針峰相對。現在回頭
看看，當時言論尺度拿捏雖不易，但時報
持平作風（當時的時報LOGO上有一把天
秤），一方面報導蓬勃的社團活動，亦不
忽視學生意見領袖的動態，終為風風雨雨
的校園，留下了忠實的記錄。我從中學習

採訪，也有幸恭逢淡江學運之盛。
　當時《淡江時報》雖受批評，其與新聞
研習社合辦的編輯研習會卻十分受學生歡
迎，與淡海同舟、星宿海文藝營合稱「淡
江三大營隊」。我兩度參與編研「秉春秋
之筆，匡亂世之風」（編研SLOGAN）的
陣營，也拜《淡江時報》之賜，參與了不
少營隊和社團。那個時期淡江發展出來的
精緻營隊文化與風雲際會，都忠實地記載
在《淡江時報》上，令人懷念。
　其後經鈕撫民、王樾兩位社長，定位仍
在學生刊物與學校報紙之間搖擺，其間曾
一度交由大傳系作為學生實習報。但旋即
在一年半之後，由學校重新成立了淡江時
報委員會，在八十三年由楊立賢先生（曾
任訓導長）接任社長，定位亦定調為「機
關報」──淡江的校刊，不再向學生收取
週刊費，成為淡江校園最具權威與影響力
的媒體，其地位就如同她的SLOGAN：
「淡江時報，一份屬於淡江人的報紙」。
　我當時已回母校服務年餘，身分從學生
記者轉成編輯，有幸參與時報的成長。版

面從四開報改為對開報，由黑白走向彩
色，由手工編版進步到電腦排版，並成立
電子報。但這些只不過是形式，當時的羅
卓君社長最重視的，是這份報紙的實質內
在。他對於這樣一個校園報紙的要求是：
「要辦得像一份報紙。」記得每一位來到
淡江時報社的學生記者，第一堂課就是羅
老師的「淡江時報言論立場」。老師每次
一定要說的一句話就是：「要把時報社的
記者工作，當成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他的堅持，就是這個校內媒體一直以來具
體而微的像個報社的主要原因。
　其後時報由黃輝南及現任馬雨沛社長掌
舵，他們各有所長，接力賦予時報嶄新生
命，一批批學生記者，仍寫著淡江的編年
史。我已於九十六年調職，從記者、編
者，轉任讀者，持續著這緣份。
　在通往未來的大道上，我們站在八百期
的里程碑，在啟程之前，讓我們先敬《淡
江時報》、時報的夥伴們和這一段精采的
過往！

林筱庭：
淡江時報是我
永遠的家，我
愛你！

謝慶萱：
我無法想像沒
有報社生活的
大學四年會是
多麼普通！

曾 信 華 ： 因
有淡江時報，學校
資訊交流更完整豐
富，祝福報社永遠
人才濟濟。

鍾宇婷：願報
社 繼 續 灌 溉 淡 江 花
園，孕育出朵朵美麗
花朵！祝報社社務蒸
蒸日上，工作順利。

符人懿：
淡江時報地靈
人傑，八百發
行榮創新頁。

林世君：在淡
江時報努力與玩樂
的日子，是大學中
最珍貴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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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歲月

　如果我沒有《淡江時報》3年的訓練，現在的我恐怕無法應付報社
一日數變的角度，一週寫上一萬字，還得在一、兩個小時內填出半個
版，或在談笑風生中找新聞、挖獨家。
　4年的大學生活很逍遙、很自在，可以翹課、談戀愛。但若沒有一
個溫暖的社團支撐我，這4年可能真的白念了。回想在窮學生的時
代，一個有電腦、有冷氣、有便當、有稿費的豪華社團，可是人人擠
破頭的。或許當年的編輯看我念大傳系，理所當然地讓我成了基本班
底，也讓我提早展開記者生涯。
　一週交兩篇稿的基本義務對一般大傳系的學生來說並不構成壓力，
但卻讓我有很好的藉口每天進出報社。在學校沒有固定座位的我，
在報社不但有專屬杯子、還有超大置物櫃。所以除了在報社寫稿、吃
飯、午睡、準備考試，我們甚至在報社修起眉毛，玩起交換衣服的遊
戲。當然，每個月的慶生大餐也一定準時出席。
　《淡江時報》每學期的寒暑訓也是我最好的回憶，充足的經費讓我
們這些小記者還沒出社會就可率先與業界前輩接觸。這可不是念大傳
系就能有的福利，《淡江時報》培育記者的用心，不是一般社團可以
做到的。一直到現在，我的履歷上都還列著在《淡江時報》當記者的
資歷。對我來說，這不僅是社團，更是在新聞界的第一份工作。
　《淡江時報》給我們的訓練，在出社會後，更有所體會。久久回報
社（蘋果日報）的我，竟然巧遇當年同梯的2位記者，都在副刊服務
的她們，雖然不是大傳系科班出身，但也都能躋身在全台第一大報
中，再再証明淡江時報是我們大學4年中最有幫助的經驗。
　3年來，我從學妹變成學姊，但每次進報社，同伴的呼喚都讓我捨
不得離開，多年後回到學校，第一站也都還是淡江時報社。物換星
移，即使當年的編輯與記者已經各有發展，但是淡江時報社的溫暖，
還是從一踏進門就能感受到。
　看著一雙雙清澈的眼睛，從現任《淡江時報》記者身上看到專注跟
熱情。在《淡江時報》的訓練下，這些大學生的思考、反應及談吐，
都頗有記者架式、清楚邏輯。我為他們感到慶幸，因為加入了《淡江
時報》，在人人可上大學的時代，不致淪為「由你玩4年」。

　八百期！這近二十年的歲月，放在這份 採訪，也有幸恭逢淡江學運之盛。 面從四開報改為對開報，由黑白走向彩

回首　我所參與的歷史時刻

我是一個喜歡知道外頭發生什麼事的人
文／英文系校友王學寧（現就讀荷蘭馬斯垂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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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采 璇 ：
祝報社業績蒸蒸

日上。

陳怡菁：大
家在採訪之餘也
要保重身體！

林佑全：祝
時報社務蒸蒸日
上，時報800，
一路發發發，散
發快樂散播愛。

陳貝宇：希望淡江
時報，永遠保持熱情與活
力，就像是「歡鑼喜鼓咚
得隆咚鏘」，每天都是大
年初一，喜氣洋溢。

李 佩 穎 ： 祝 淡
江時報有無數個800
期，不輟不懈怠地創
造與深耕，為淡江記
錄美好的回憶。

邱湘媛：希望能
夠一直努力不懈地下
去，把淡江好的一面給
天下人知道。也希望
800期社慶和60週年校
慶，能夠順利圓滿。

余孟珊：
淡江時報旺旺

旺！

黃士航：淡江
時報讓我體會，每釋
放一次快門，離夢想

就更加接近！

陳思蓓：東方人
說8就是發，數學家說8
跌倒了就是無限。而我
說：淡江時報800期，
也太帥了!

林宛靜：希望淡
江時報越來越成功越來
越 受 歡 迎 ， 從 4 頁 變 8
頁～～～成為各大學效
仿的對象！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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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淡江時報社工作的同仁和新研社已畢業同學，經常安排聚餐，
圖為82年5月在台北麗晶飯店聚餐。（翻拍／曾煥元、黃輝南提供）

　民國60、70年代的《淡江週刊》並無專屬的採訪記者。每週的
新聞來源，除部份由週刊社編輯人員撰稿外，校園內的大部份學
校重要新聞和學生社團活動新聞，就由當時的學生社團「新聞研
習社」負責提供。因此，當時的《淡江週刊》的同仁和新聞研習
社的學生就保持密切來往關係，而報社的編輯人員理當成為研習
社的社團指導老師了。「新聞研習社」一直是學校重視的學生社
團之一。所以，每年學校都會支援舉辦「新聞編輯採訪研習會」
活動，一方面訓練新進學生的新聞新知，一方面分享新聞專業技
能經驗傳承，以提升「新聞研習社」的社員新聞專業素養。每年
的研習會，我也參與其中，在自己的新聞知識和編輯經驗上和同
學一起分享，這樣的經驗交流持續有15年之久。由於大家的反應
熱烈，我有時也會受邀到全國各大專校院、編研營，或青年救國
團、教師研習會等單位，進行有關「版面設計」、「圖片編輯」
及「編報實習」等議題的經驗分享和交流，前後大概也有
120場次。《淡江週刊》與「新聞研習社」的依存關係
一直到民國81年9月《淡江週刊》改由大傳系接辦後，
「新聞研習社」的角色因功能消失而停止活動。但在
《淡江週刊》與「新聞研習社」這些年的關係建立
中，也造就了不少的新聞人才。
　在《淡江週刊》和《淡江時報》的服務前後年代
之間，歷任社長的愛戴培育之下，我分別得到不同
程度的經驗傳承：王津平社長任內領受完全授權，
讓我放手將週刊的直排版面改為橫排版面（當時國
內尚沒有中文橫排報刊出現）；從冷楓教授身上，
學習如何以冷靜的思維模式來處理棘手的新聞問題；
在鈕撫民教授的指導之下，對於新聞標題的訂定能
更明確掌握方向；即至民國92年8月我接掌《淡江時
報》社長職務兩年當中，已經很有信心地掌握編務的
要素。
　我慶幸在淡江的環境中成長茁壯，讓我自由地展翅飛
騰！祝賀《淡江時報》更上層樓！

陳維信：
一份記錄和傳
播淡江活力的

好報紙！

陳若伨：
淡江時報生日

快樂！

圖／謝慶萱　文／符人懿、翁浩原整理

　　報社的文字及攝影記者們經常在採訪之餘聚會。（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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