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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老幹新枝　活化淡江  
社論專載

 

新年伊始，經歷紛擾多災的2004年，此時此刻我們有充份的信心，眼前的2005年

將會是一個充滿祥和、平順，甚至繁盛的好年頭！

 

 

 

去年，淡江大學也順利完成世代交替，由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長女張家宜教授接掌這

個擁有最龐大團隊（師生人數僅次於台大）的私立大學。新人新氣象，尤其在張創辦

人傾全力培育和提攜下，未來必有一番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建樹。此外，透過張創辦人

的精心擘畫，新建的蘭陽校園即將於九月以嶄新的面貌對外招生。這座投下龐大建設

資金和規劃人力的新學府，採行的是英國式1學年4學期、英語教學、導師制及大三海

外留學等多項新措施。它不僅是國內高等教育的新猷，也是國際教育的新趨向（即跨

國合作），更是因應教育全球化的一項本土策略。它的成功與否也將直接影響到淡江

的運作和聲譽。雖然當中難免有所風險，但淡江的精神正是要開風氣之先，化危機為

轉機；是以老幹新枝，永遠推陳出新，以求永續經營。再者，淡水校園的建設也未因

此受到排擠，全新美輪美奐的外語大樓可望在今夏提前完工，體育館也已破土興建

，預計95年7月落成。屆時淡水校園的基礎建設將更臻完備，而盡善盡美。

 

 

 

值此新年時分，在一片樂觀的期待中，我們全校師生同仁也在深刻思索：淡江我們這

個生命的共同體未來的發展方向及競爭力為何？事實上，也就是如何讓淡江「活化」

的核心問題。張創辦人在去年校慶前夕的講話中已明確點出，本校辦學的發展原則和

未來方向，即：文化遺產、歷史傳承、機構使命、因應現代需求、市場機伶及未來情

境的塑造等六項。我們當然高度肯定張先生所闡述的治校理念及所勾勒的努力方向。

相信有了這些前瞻性的指導原則，在全體師生同仁戮力以赴的前提下，將來必定會為

本校開創前所未有的新局。本校已經歷半個世紀多的經營，而有今日之規模及聲譽。

也正因為我們正處在歷史的新的轉捩點上，面對諸多外在及內在的新挑戰，可說已經

到了脫胎換骨的最關鍵時刻。

 

 

 

新年新期許，我們由衷的期盼所有治校同仁能秉持張創辦人的上述指示，以最務實的

團隊陣容、最細密的心思、最機伶的做法和策略，隨時隨地掌握新機，帶領本校邁向



國內高教的新紀元。其次，誠如張家宜校長所一再強調的，當前國內的高教早已邁入

戰國時期。因應之道，除堅持本校傳承特色外，更須努力開拓新的資源。國際合作和

國際策略結盟正是我們最大的資源！為此，學校的努力方向便是繼續強化及深化國際

學術交流及國際教學合作；同時做好各項校園國際化的配套措施，如：校內國際交誼

的空間及方式、國外交換生的起居及生活空間規畫等等。

 

 

 

總之，學校並非企業體，因為師生的關係全然不同於製造業或服務業；教育也非純商

業行為，因為市場考量只涉及當中的招生問題而已！再者，授課老師本身既是生產設

計者，亦是創造性成品。學生既是終端消費者，亦是生產過程的參與者以及最終產品

。這正是當前大學教育獨樹一幟的特徵！而箇中最關鍵的，除硬體設施、人性管理、

福利措施、行政支援外，莫過於學生活力及教師的教學和研究。尤其後兩者才是決定

教學成效及學校聲譽的重要指標。因為，唯有高素質的學生才會有較高的學習動力與

活力；唯有高素質的教學品質及研究成果，最終才會落實在每位用心的學習者身上。

如此才能相輔相成，凝聚共識！最後，讓我們以更踏實的態度來熱愛我們在淡江的分

分秒秒，也讓我們一起更踏實的思索教育事業的新方向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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