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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張建邦接受淡江新聞專訪 
專題報導

 

記者：謝謝創辦人百忙中撥冗接受採訪，首先恭賀您最近獲頒大授景星勳章，據

知到目前為止，全台包括您在內，只有六位獲得，而您是教育界第一位獲得此殊榮者

，請談談個人的感想及對淡大的意義？

 

 

 

　創辦人：能獲總統頒獲大綬景星勳章，主要是對淡江創校五十年的肯定。

 

 

 

　淡大自1950年創辦，到今年公元2000年，正好走過半世紀。五十年來我們由小而壯

，不但和台灣的發展同步，可貴的是我們培養了十三多萬名校友，不負所望在政治、

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各領域都有良好表現，它們不僅遍佈國內各角落，更擴

及全世界，我訪問世界各地，所到之處都見到淡江的人才在各行各業默默耕耘怒力

，這一股力量是學校最寶貴的資源。所以獲得這一枚勳章代表著淡江五十年來辦學有

成，是對我們很好的鼓勵，肯定眾多校友在工作崗位上的付出，對社會國家所做的貢

獻。

 

 

 

　問：請創辦人談一談景星勳章頒發的經過。

 

 

 

　答：今年二月底，接獲總統府通知，說我大半生從事教育和擔任公職，淡江創辦五

十年來作育無數英才，對國家社會有不少貢獻，李總統肯定我們的成就，表示要頒勳

鼓勵。我覺得這份榮譽是屬於全體淡江人的，因為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從廿二歲投入教育工作，轉眼五十年，眼看淡江從無到有，不斷成長茁壯，如今

人才輩出，這是人生最大的安慰。所以雖然我的一生中曾擔任廿年的台北市議會議長

和副議長，也出任二年交通部長，但這些職務對我而言都是「過客」，是人生因緣際



會的客串，並非本業，教育才是我的終身職，是一生無悔的選擇。從政雖然也可以貢

獻社會，但和為國家育才比起來，我覺得教育是紮根的工作，強化國家的競爭力，必

須從教育開始。

 

 

 

　這次頒勳儀式，總統府邀請觀禮人員，我請了國大議長陳金讓先生，因為我擔任議

長時，他是台北市黨部主委，也請了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先生，因為當年他是台北市長

，府會互動我們曾一起工作。除了台北市黨政人員外，我也邀請交通部一些曾經共事

的同仁、本校校長、董事、校友會會長等人以及家屬一起觀禮，場面溫馨感人。此次

安排典禮的總統府副秘書長及第三局局長都是淡大校友，大家在這種場合相遇，備感

親切愉快。談及十三多萬名校友在各行各業發揮長才，咸認是淡江的光榮。後來校友

會在福華飯店舉辦五、六百人餐會，慶祝我獲得頒勳及淡江五十週年慶，我在台大教

過的學生──副總統夫人連方瑀也出席這項餐會，大家歡聚一堂，覺得這是一件值得

高興的事。

 

 

 

　問：您從事教育工作半世紀，這五十年來有無特別印象深刻的大事及值得大家分享

的成就？

 

 

 

　答：自1950年創辦淡江英專，學校以培養外語人才進軍國際為目標，在當年保守的

年代，我們已有全球化的創新觀念，殊屬難得。到1958年改制成淡江文理學院，在文

學院之外，設立理學院，加強數學系、化學系等理科水準的提升。我們長期以來不但

重視人文的薰陶，也重視科學教育，希望兩者取得平衡。這樣一步步踏實發展，到

1980年淡江改制成為大學，我們已擁有八個學院。

 

 

 

　回顧創校至今的成長過程，值得淡江人驕傲的是，一路走來，我們成功扮演開路先

鋒的角色，對很多事情採取創新的做法。如現在熱門的資訊教育，我們在1969年就開

始啟動，當年積極提倡電腦教學，設計許多相關課程，不但理工和商學院的學生必修

，文學院的學生也不例外，這些規定現在看起來理所當然，但在二、三十年前卻是創

舉。記得那時不少文學院的師生反彈，覺得學電腦對他們沒有幫助，但隨著時代進步



，時空移轉，如今發現這是資訊社會每個人都必備的基本能力。在遽變的時代裡，我

們親見許多原來不以為然的事，成為理所當然。如何掌握先機？走在時代變化之前

，這就有賴「先見之明」的前瞻目光。我很高興淡江在這一方面有不少地方領先他校

，希望這種優良的開拓精神，不守舊、勇於創新的觀念，成為我們的傳承，在淡江代

代相傳。

 

 

 

　像未來化的教育，我們也是帶動風潮，在卅年前就推動。希望培育具遠見的人才

，不但看現在，更要預見未來，放眼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趨勢和演變，不只認識潮流、

順應潮流，更進而創造潮流，為達此一目標，我們設計不少相關課程，希望這種掌握

未來脈動的精神，不僅表現在學校的政策上，更內化到每個淡江人的觀念裡。

 

 

 

　在上述的期許下，淡江的經營理念朝資訊化、未來化、全球化的目標發展。為邁向

全球化，我們1970年蓋會文館，希望「以文會友」歡迎國內外的學者到淡江從事學術

交流，但只在國內召開國際性會議是不夠的，我們更鼓勵師生出國參訪，廣結姐妹校

，積極參加國外的學術會議，增廣知識見聞。此外推動大三學生遊學一年，學校承認

他們在國外修習的學分，這些措施將有助我們國際化人才的培育。我希望同學深切體

認淡江三化精神，落實到思想觀念和行動上，這才是三化政策真正的成功。

 

 

 

　淡江另一特色，是自從創校以來，五虎崗就是一所沒有圍牆的校園，雖然近年來社

會治安敗壞，很多人建議興建圍牆，但我認為改善敗壞的社會風氣，不在有形的牆

，而是人心的善惡。淡江五十年來不設門牆，是希望造就一所與外在環境打成一片的

學府，同學們生活其中，敞開胸懷，心中無「牆」，不但和淡水社區打成一片，更進

而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培養無我的人生觀。站在五虎崗上，不只看到觀音山、淡水河

，在山河之外，更看到還有廣大的世界與我們聲氣相通，彼此息息相關，從潛移默化

中，培養國際觀，成為良好的世界公民。

 

 

 

　問：這幾年台灣教育制度有很大改變，如您現在是教育部長的話，台灣目前的教育

制度可以改善的地方在那裡？



 

 

 

　答：教育雖有階段性，但前後是一貫無法分割的。我覺得目前的中小學教育還要特

別加強，雖然這隸屬省和地方教育單位的職權，但還是要大家共同關懷重視，以奠定

永續發展的基礎。

 

 

 

　至於國內公私立大學，我覺得應朝三個方向發展。一是培養菁英的研究型大學，學

校招收一流的學生，不惜挹注經費聘請大師任教，以造就世界級大學為目標。像美國

的哈佛、耶魯、史丹福，日本東京、京都大學的水準。志不在國內搶第一，而是要在

世界的學術界佔一席之地，和外國頂尖大學競爭

 

 

 

　在此知識經濟時代，不論是全面帶動高等教育品質，或是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都

有賴研究型大學創新知識、研究技術、培養才俊。所以先進國家莫不重視大學的卓越

發展，目前台灣就需要辦幾所這樣的重點大學，但可惜我們公私立大學的設立欠缺明

確目標，大家一窩蜂朝綜合大學發展，結果造成功能重疊，失去特色，加上資源未能

有效運用，使我們大學教育的質與量不平衡，難以造就世界級的大學。

 

 

 

　其次是教學大學，有別於研究型大學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走重質不重量的研究

路線。教學大學著重知識技能的傳授，招收學生的數量可以放寬一些，注重教學，純

以培養教育學生為目的。

 

 

 

　三是社區大學，學校提供資源與社區結合，招收各類學生，配合社區的需要開設不

同的課程。

 

 

 

　以上三種類型的大學，各依研究、教學、服務不同的功能定位發展，不好高鶩遠



，各具特色，力求在自己獨特的領域追求卓越，我想這是我們高等教育應該走的方向

。教育部應鼓勵大學樂於分工，不要混合，大家目標明確，肩負不同任務，發揮個別

功能，以符合國家社會的多元需求。當然另一個方向要打破平頭主義，選擇重點發展

，以提高國家競爭力。

 

 

 

　問：在此淡江大學五十週年校慶之際，您認為學校還有那些需要改進和努力的地方

？

 

 

 

　一所學校創辦五十年，難免有缺點也有優點。雖然我們半百年紀，在國內算是最「

老」的私立大學，但從整個教育史觀之，世界最早的意大利Bologna大學、法國巴黎

大學，都創辦於十二世紀，距今已有七百多年。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也有三、四百年

歷史，美國哈佛大學在三百多年前創立，中國北京大學最近慶祝百歲，其他在大陸還

有不少教會大學擁有百年歷史，相較之下，淡大的歷史非常資淺，只因在台灣特殊的

環境下，日據時代不允許私人辦大學，所以光復後我們有幸領先。

 

 

 

　這麼多年來，我們最大的優點是不管在人文或科學教育，都發揮開路先鋒的精神

，可惜限於經費和人力物力，未能達到理想的境界。所以五十週年創校後，我們要加

強提升師資，聘請大師級學者任教，因要進入研究型大學，在國際上競爭，一定要擁

有頂尖師資，而要吸引這些世界一流人才到五虎崗，相對的我們也要提供可令其發揮

的環境和設備，這些條件具備了，招考一流的學生進來，校譽很快可以提升。但以國

內目前的現況，限於經費，不易聘請那麼多大師，私立大學難以達此目標，立足世界

。

 

 

 

　在有限的資源下，當前淡江採取的策略是發展重點系所，選出具有特色和發展潛力

之優良系所，給予獎助，使其師生有更多機會和預算從事教學、研究與出版，除了提

升其系所學術聲望外，也希望因此帶動其他系所見賢思齊，為學校塑造良好的研究風

氣，這是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希望十年廿年之後，淡江能擁有國際聲望。

 



 

 

　問：新設的蘭陽校園，目前進展情形如何？

 

 

 

　答：蘭陽校園是海拔五百公尺的山坡地，台灣重視環保意識，對山坡地的開發審查

非常嚴格，四十公頃的蘭陽校園環境評估在內政部和環保署就審查五、六年才通過。

現在案子已送到宜蘭縣政府，據說今年可以批下。獲准後我們就開始整地，大約要花

二年時間，完成後拿到雜項執照，就可以開始建校，這過程又需要二年，所以目前預

定2004年招生。

 

 

 

　淡江未來三個校園，依校區特性劃分，各有不同的功能。淡水校園將朝研究型大學

方向走，招收優秀學生，充實儀器設備、聘請大師級教師，廣設研究所，加強博士班

。台北校園則從事推廣教育，開學分班讓在職者進修，走社區學院的路線。蘭陽校園

擬採英式牛津、劍橋全人教育模式，以教學為主，只辦大學部，暫不設研究所，全體

學生一律住校，教學之外，重視生活教育，培養學生「為學」和「做人」同步成長。

 

 

 

　蘭陽校園面對太平洋，清晨可欣賞氣象萬千的龜山日出，淡水校園眺望觀音山，黃

昏可迎接霞光萬道的淡水夕照，這兩地的日出和日落，都是台灣著名的勝景。未來我

們的校旗將循此特質設計，從1950年五虎崗建校發展到2004年林美山招生，淡江走過

半世紀，從淡水觀賞日落到礁溪迎接日出，有許多人事物值得我們紀念和回憶，希望

大家多寫這方面的文章，如何從日落迎向日出？太陽對淡江而言是別具意涵的，每天

晨昏在我們兩地校園展現最美的景致，大家動筆寫出心中的感受，相信會有許多令人

激賞的好文章。

 

 

 

　問：請創辦人談一談對淡大學生的期許和建議。

 

 

 



　答：學生最重要的任務是努力求學，但美中不足的是淡江同學的讀書風氣不理想

，有待提升。大學生活是生命的黃金時代，我贊成同學玩的時候盡情玩，工作的時候

用心工作，但前提是要先把書念好。否則走出校門投入職場，一定面臨「書到用時方

恨少」的窘境，屆時能力不如人，缺乏競爭力，就後悔莫及。

 

 

 

　不談這些讀書的實用功能，人生在世，不斷學習成長，生命才有意義。多讀書，不

僅增加知識，解答人生疑惑，累積閱讀經驗到某個程度，讀過的書有助變化氣質和涵

養，透過長期深刻的閱讀，日久自然培養良好的獨立思考能力。自古成功者的特質無

不好學深思，希望同學們做學問一定要認真下功夫，時時自我鞭策，不能懈怠。現在

各種資訊透過網路無遠弗屆，新科技使學習超越時空，我們校園全天開放，24小時隨

時可獲得需要的資訊，與世界相通，但願同學善用資源，充實自我。

 

 

 

　社團活動方面，同學團隊精神的發揮和領導服務的熱忱，表現都很不錯，EQ很高

，這些特質顯示在國內工商界，是我們很多校友展現卓越的領導能力，這優勢我們要

繼續保持。

 

 

 

　至於師資，我覺得研究風氣要再加強。有些老師一年發表好幾篇論文，研究做的不

錯，有些老師未見著作，對研究不熱中，這些都是急待改進的。因為要提升淡江的學

術水準，教學和研究都不容忽視。此外，學校的建教合作和計劃，以及推廣教育，這

些服務社會的功能也要充分發揮，以扮演大學在現代社會的多元角色。以上所談是我

對淡江的期望，希望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所長、系主任及全體老師，大家一

起帶動學校讀書和研究風氣，以提升淡江的水準。我想只要持之以恆，努力十年、二

十年，甚至五十年，我們才能有朝一日在世界大學園地裡一爭長短。

 

 

 

 

 

 

 



　編者按：創辦人張建邦獲總統頒贈大授景星勳章，於三月卅日接受本校大傳系「淡

江新聞」專訪，成為該節目所製作的「五十週年校慶系列專訪」，第一位訪談人。張

創辦人於訪問中談他所期望的淡江發展方向，並陳述其教育理念，語句中每每流露對

於教育工作的熱忱與理想，本版特全文刊載，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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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伉儷留影。其夫人為本校董事長張姜文錙女士。攝影馮文星

 

 

創辦人接受淡江新聞專訪。攝影張佳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