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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濤壯闊迎未來

專題報導

這近幾年，台灣因政治掛帥而陷入紛爭，美麗島上層層烏雲未散，但在困頓的世局中

，位於淡水一隅、大屯山麓的五虎崗上展現的是一派興旺之氣。 

這所每天有二萬多人活動的淡江大學校園，人氣旺、士氣高，不受外界紛擾，兀自成

長茁壯，最近幾年軟硬體建設更神速進展。除了正在興建中的蘭陽校園外，在五虎崗

上又增添文錙藝術中心、文錙音樂廳、紹謨紀念游泳館、覺軒花園、擴建文學館等設

施，讓優美校園更添人文藝術氣息。 

以建立學術聲望，追求卓越自許的淡江，這幾年在教學和研究領域也屢創佳績。除了

歷年教育部的評鑑成績優異，我們培育的人才是企業最愛之外，教師的研究成果近年

大幅提升，通過SCI的論文由一百多篇增至三百三十多篇，專利權更從三件躍升至七

十八件，電機工程學系師生參加全球機器人足球大賽，一舉奪下世界冠軍，揚威海外

……。 

不斷締造亮眼成就的推手──今年暑期即將卸任的張紘炬校長毫不居功，他說：「長

久以來張創辦人一直有堅定正確的辦學理念，六年前我接任校長，那時學校已經奠定

厚實的基礎，我很幸運的在這良好的根基上傳承創辦人的辦學理念。」 

 

好觀念帶來好結果 

對張校長而言，他覺得辦學就像種樹一樣，根基堅實才能枝繁葉茂。走過半世紀的淡

江，今日開枝散葉，校友遍佈全球，全賴大家齊心努力，長期默然耕耘，付出無盡心

力。 

對淡江的理念，他是在三十多年前，成為五虎崗上的新鮮人時，就心領神會體悟出淡

江的創新文化。 

在那保守的年代，因當年張建邦校長引進新思維，讓師生們開了眼界，帶動校園熱心

追求新知的活潑氣氛。 

張紘炬校長很懷念那段時光，他回憶說：「到現在我還記得創辦人推介『知識的爆發

』和『成長的極限』這二本書的內容，當年從書中吸取新進觀念，對日後培養心胸器

識有很大幫助。」 

這一路走來，張校長和五虎崗結下不解之緣，不僅在淡江完成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更從教學到行政，歷任系主任、院長、副校長到成為淡江第一位遴選產生的校長

，肩負起領導淡江跨越世紀的重責大任。 



這樣的機緣是他做學生時從未想到的，但偶然撫今思昔，除了深覺人生際遇難料之外

，他很感謝在他求學的成長階段，五虎崗上與世界接軌。創辦人引進新知識、電腦和

未來學，努力讓學校掌握潮流，這種開拓精神不僅奠定日後淡江壯大的基礎，也提升

學生競爭力，一生受益良多。 

「用好的觀念做事才會帶來好的結果。」張校長有感而說：「三化理念的精髓，其實

就是放眼宇宙時空，將世界觀?釱未來觀和資訊的運用落實到生活中，在人生路上才

能掌握先機。」 

認為「觀念」如腳前的燈，引導人生的方向，為了使淡江人在職場旗開得勝，張校長

特別贈送今年畢業生每人一本「企業求才錦囊」手冊，登錄知名企業家的名言佳句

，對人才的要求和期許，相信這是一份最實用和最有意義的畢業佳禮。 

 

永遠創新的特色 

不管外在世局變化如何，一所學術機構的永續經營就是不斷追求成長突破，懷抱強烈

的使命感和旺盛的企圖心出任淡江大學第六任校長後，張校長念茲在茲的，就是思考

在三化政策之下，如何再創淡江第二曲線，讓浩浩淡江更壯闊奔流。 

做為跨世紀的領航者，他深覺自己責任重大。 

「我覺得淡江和其他學校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注入創新措施

，淡江文化的特色就是永遠創新。」 

因為不斷的創新和進步，所以這幾年來淡江成為許多大專院校前來取經借鏡的對象

，這樣的優勢無疑築基於我們擁有特別的組織文化、那就是創新與領先、前瞻的辦學

理念、時間架構與空間架構並重、民主、自由、開放的校園。 

張校長除了傳承一貫的辦學理念，加強組織文化特色之外，在教學單位的同僚模式和

行政單位的官僚模式互動中，張校長上任後採取充分授權和分層負責的管理方式，並

積極推動行政作業簡化，六年來發揮很大的功能。 

精研數學的他，認為要讓決策者不受一天廿四小時所限，可採取擴大授權範圍，讓更

多的人參與，這樣可以達到時間的充裕運用。 

為了使「充分授權」和「分層負責」成為學校創新的組織文化，他指出校務必需透明

化，凡事公平、公開、公正，如對制度有所質疑，則提到校務會議上充分溝通，經集

思廣益找尋更適合的學校制度，一旦制定後，大家照章行事。 

此一觀念的推動，不僅令參與的同仁全心投入，並因此創造更高的績效。在他主導下

，凡事力求建立全校性的共識，並要求達到共識所預定的目標。 

 

營造特色吸引一流人才 



在校務發展方面，六年來張校長秉持學術發展必須配合社會需要、有效運用資源、掌

握時機、活絡法規，打破舊有慣性、注重成本觀念，將產業化的經營觀念注入教育行

政中，他除了持續推動三化政策，以追求淡江在廿一世紀的創新發展外，更積極致力

於營造淡江特色和進行組織再造，希望以有效資源提升辦學績效，加強社會互動，爭

取外界資源。 

「一所大學一定要有特色，才能吸引一流人才，再造學術品質和教學成效，進而提高

社會聲望。」張校長說：「朝這方向努力是永無止境和無法速成的，必需長期耐心耕

耘才會開花結果，除了內部行政管理要求績效外，更需具備充分財力支援。」 

有鑑於「資金」是提高教育品質重要的動力，這幾年公務繁忙之餘，校長率先帶頭募

款、成果豐碩外，令他覺得欣慰的是，上述他所擘劃的發展策略，在競爭激烈的大學

生態環境中，證實快速創造了傲人的績效，六年來淡江大學不負眾望成為國內私立大

學的佼佼者。 

 

活躍的創造力是淡江的資產 

雖然學校的整體發展張校長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在內心深

處掛慮的是如何培養擁有專業知識又具備深厚人文素質的學生。電腦的發展雖帶動人

類文明突飛猛進，但科技如果未能和人文相輔相成，其後果往往帶來人性的失落和災

難。 

為彌補科學的不足，造就理性和感性平衡發展的人才，這幾年淡江在人文藝術教育投

注極大心力。除了成立收藏國內頂尖藝術家五百多幅作品的文錙藝術中心、定期舉辦

演奏會的文錙音樂廳，以及核心課程加重藝術學門美學教育外，木雕、漫畫、酒文化

等各類博物館的籌設，讓淡江鳥語花香的校園散播濃厚人文氣息，這是國內其他綜合

大學望塵莫及的。 

從上任之始，六年來張校長努力營造淡江校園美感情境和提升學生的文化涵養，其內

心有極嚴肅的看法。 

他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培養美的鑑賞能力，攸關著全民生活品質的提升，而這與加強

國家的競爭力和經濟力息息相關。 

「美感是一種人類共同的感覺，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藝術更是心靈智慧的結晶。

」張校長語重心長的說：「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是科學發展的靈魂，高科技如果離

開藝術，必然無法創新。」 

在他心目中，活躍的創造力，是人類寶貴的資產，美育有助提供創意升級，那是內在

生命力的表現。 

淡江同學有幸在充滿美感的環境中求學，耳濡目染，不僅豐富生活內涵，無形中更美



化心靈。對此張校長期望同學珍惜這樣的機緣，把握時光好好利用寶貴的資源，培養

文學藝術創作和鑑賞的能力，體認人生價值，成為有深度的現代人。 

 

奠定更雄厚的實力 

雖然即將卸任，但張校長還是心繫淡江的成長壯大，畢竟一日淡江人，永遠的淡江情

，在五虎崗上他度過一生寶貴的歲月。眼看從「知識之城」的淡水校園，發展到「知

識之海」的台北校園，再進一步擴充到「智慧之園」的蘭陽校園及因應資訊網路教學

與學習環境的「探索之域」網路校園，淡江依循區隔化、全球化、量身訂作和重點集

中四項特色完整的規劃四所校園，奠下未來雄厚的競爭實力。 

張校長對淡江的前景充滿信心，相信在新任校長的領導下，不久的將來淡江大學將浩

浩蕩蕩從第三波邁入第四波，展現更壯觀的景象，更燦爛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