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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專題報導 --耕耘十一年　蘭陽校園現曙光 
專題報導

 

【記者賴映秀特稿】淡水到宜蘭，這段只消短短兩個半小時即可抵達的路程，看

似很短，但對於淡江大學來說，這一條從淡水日落到龜山日出的路程，卻整整走了十

一個年頭。

 

 

 

　十一年，從籌建宜江大學到宜江工學院，再到淡江大學蘭陽校區，今日終於在林美

山上種下樹苗。和教育事業百年樹人的大計相比，十一年或許不算漫長，但是看在年

過七十、一心盼望能在家鄉興學的張創辦人眼裡，這一條路通往家鄉興學的路可能是

他人生旅程上最長的等待。

 

 

 

為家鄉興學，宜江就是宜蘭的淡江

 

 

 

　張先生承其尊翁驚聲先生遺志在淡水創立了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半個世紀以來，從

專校到淡江文理學院，再升格到今日淡江大學，由第一屆的十八羅漢（第一屆畢業校

友僅十八人）到今日十四萬校友，從向淡江中學借木造房舍到今日五虎崗上巍峨學府

，一心建設淡江為世界一流學府。

 

 

 

　雖在淡水興學，但其為家鄉宜蘭盡心力的原鄉心情，始終未變。在他任交通部長期

間，始終特別關切北宜高速公路的修築，也始終參與宜蘭同鄉會的活動，關心地方的

發展。是以回到礁溪林美山興辦第一所綜合大學的行動，成就了他回鄉興學的盼望

，即使這條路跌跌撞撞、有晴有雨，走了十一年，他仍然不改初衷。

 

 

 

　十一年後的今天，張先生還是沒有後悔選擇了林美山、選擇礁溪和宜蘭，雖然也有

別的縣市找上他，希望提供土地請他辦學，但他說：「宜蘭是我的故鄉，我只有一個



選擇。」他還開玩笑的說：「我又不是做房地產生意的，給我再大的土地，也動搖不

了我。」

 

 

 

受制於教育部的規定　校名一改再改

 

 

 

　要了解整個建校的過程應回溯到民國七十八年，「宜江大學籌備處」由發起人張建

邦率代表和礁公所在礁溪大禮堂簽定協議書，鄉公所提供林美山六十公頃土地為建校

基地。「宜江」這個名字的由來，就說明了張先生的心意──宜江，就是宜蘭的淡江

。

 

 

 

簽約之後，以「宜江大學」名義報教育部，但由於教育部尚未開放設立私立大學，而

所能申請者僅限技術、工、醫等學院，故被迫更名「宜江工學院」。而後，民國八十

四年，教育放寬規定，私校可以另覓校區，「宜江」才由本校悉數承受有償土地，變

更為本校的蘭陽分部。

 

 

 

　校名一改再改，然不管是宜江大學、宜江工學院、淡江大學蘭陽分部，意義是一樣

，就如八十五年宜江工學院籌備處對宜蘭鄉親所報告的：「淡江人就是宜江人，宜江

人也就是淡江人，淡江和宜江的創辦人也是同一個人──張建邦先生。」

 

 

 

籌辦過程一波三折

 

 

 

　整個籌辦的過程歷十一年，曾出現幾次戲劇性的轉折。

 

 



 

　首先，籌備宜江工學院的過程，自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簽約日到內政部核准其「

整體開發及建築計畫」的八十四年五月廿三日止，這第一段費時五年六個月又十三天

的籌備工作已告一段落，原本應是整地建校的開始。但「許多當年熱心贊助、大力支

持的宜蘭鄉親及社會人士也在人事變遷，金融、股市低迷的情況下，相繼退出了建校

捐資人的行列。」八十四年五月廿九日所召開的發起人會議中，張建邦先生在報告指

出這個危機。而募款所得的建校基金僅餘八百十七萬元，和預估之初期建校資金九億

七千七百萬元差距太大，也迫使該會轉向淡江接辦宜江的可行性。

 

 

 

　八十四年六月，教育部已開放私立學校另覓校地設立分部的規定，張先生六月八日

前往教育部拜會部郭為藩，獲得支持，本校董事會遂在同年九月廿一日同意設立蘭陽

分部。

 

 

 

　八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宜江大學發起人張家宜及本校董事會率團到礁溪拜會鄉公所

及鄉民代表會，並於礁溪三民國小舉行「蘭陽建校聯合說明會」，十月十九日宜江工

學院籌備處並再度前往拜會鄉長及代表會，於是促成三方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簽

署協議，由本校悉數承受礁溪鄉公所有償提供給宜江的土地。至此，蘭陽分校身分確

定，但這一段自宜江轉為淡江的「正名」過程，又花了二年七個月。

 

 

 

　接著一連串環境響差異評估、籌設計畫報部、申請建照……等工作曠日廢時，至今

又過了二年十一個月，終於見到林美山上動工整地，蘭陽校園二○○四年招生的計劃

出現曙光。

 

 

 

棘手求償問題一一克服

 

 

 

　這樣的波折，全都可以依規定按部就班逐一克服，但難以解決的往往是「錢」的問



題。這其中遭遇的困難，曾任宜江工學院籌備處主任、現任蘭陽校園籌備處委員兼執

行秘書周新民說：「從籌建資金到地上物的求償救濟金，錢的問題最棘手，但事情已

經圓滿解決，學校實在不願意再提起。」

 

 

 

　雖然，就在校慶前夕，鄉民們一度因為求償地上物的金額問題，而在林美山上有抗

議的不友善行動，最後終在地方人士奔走之下圓滿的解決。「我們是來為地方辦學校

的，不是個人私利而來，鄉親們遲早都會了解這一點。」周新民感慨的說。

 

 

 

　「還好有地方人士的支持與幫助。」周新民表示，三屆礁溪鄉長從陳德治、吳正連

、吳宏謀，不管是何黨何派，一致對於教育環境的提升有著同樣的決心，加上現任的

宜蘭縣長劉守成，也有心要把宜蘭建設為文化的縣市，對於本校多方的支持，去年年

底亦曾應邀到本校來拜會，加速了雙方的的交流。「現在的宜蘭，一口氣有好幾個大

學落腳，其中，佛光大學也是我們的校友龔鵬程負責籌辦的。」周新民說。

 

 

 

實施英式全人教育 台灣版的劍橋重現

 

 

 

　「在張先生的規畫中，宜蘭校園將是一個實施英式全人教育的大學」周新民表示

，為此張先生在一年前就派曾振遠教授到英國劍橋去考察，要把最原味的英式教育帶

到台灣來。

 

 

 

　本身為美國伊利諾大學教育博士，探訪過世界知名學府，張先生在今年校慶出版的

「風帆正滿五十周年紀念畫冊」序中表示：「我曾探訪哈佛(Harvard)、史丹佛

(Stanford)，也去到歐洲，尋找大學的「根」，訪問過英國的劍橋(Cambridge)、牛

津(Oxford)，法國的巴黎(Paris)，捷克的查爾斯(Charles)，以及義大利的波隆那

(Bologna)等全球幾十所大學，我從這些歷史悠久的名校吸取了智慧與經驗，模擬建

構淡江永續經營的藍圖。」因此他對於這個等了十一年的學校，早已有周詳的擘畫。



 

 

 

　張先生的理想是：「老師和學生喝咖啡在一起、吃飯在一起、睡覺也在一起。」百

分百的從生活教育教起，注重生活薰陶、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培養。

 

 

 

　而蘭陽校園所規畫的學系也將是尊重地方需求，配合宜蘭的規畫，朝人文、觀光、

社會等學系去發展，預計在二○○四年招生。

 

 

 

　未來淡水校園以研究為重；台北校園以推廣教育為主；蘭陽校園則是教學為主，三

個校地齊頭並進，因地制宜，淡江在從此刻開始的第二個五十年作育更多傑出的人才

，將可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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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現植滿了茶樹。（馮文星攝）

 

 

創辦人張建邦（前排中）於八十六年第二次簽約後，領當時的高教司司長黃碧端（前排右四）及前任校長林雲山、現任

校長張紘炬等人至蘭陽校園視察，於茶園中合影。（董事會提供）

 



 

創辦人張建邦（中立者）及蘭陽校園籌備委員會委員至礁溪簽署協議書。（董事會提供，攝於民國八十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