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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萼：打造「淡江學派」名號

專題報導

【記者翁履中報導】本學期初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指示，學校當前最主要的中心課題

，是如何提高教師的研究成果和同學們的讀書風氣，在此前提下，九個學院皆集思廣

益，戮力以赴。本報專訪國際研究學院院長魏萼，談談他對此項課題的作法和和期許

。 

 

本校國際研究學院院長魏萼博士，畢業於台大經濟系，曾在美國華盛頓、伊利諾、柏

克萊加州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深悟國際脈動，更以其專長經濟文化、經濟制度、經

濟政策與經濟發展，掌握國際經濟現勢。他曾擔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

教授，八十九年八月接掌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一職。 

 

問：針對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所提出提昇教學品質和學生讀書風氣的目標，未來國際學

院將以何種方式來努力？ 

 

答：國際研究學院在淡江大學中，可以說是很特別的一個學院，因為本院並沒有大學

部的學生，本院共有九個研究所，院內的學生素質和讀書風氣一直以來都有一定的水

準，這一點是本院和其它學院較為不同的部份。至於老師的教學品質來說，本院的師

資都擁有相當高的素質，包括曾有駐外經驗的陸以正大使、陳錫藩大使、孔令晟大使

，知名政治家或學者蘇起、關中、張京育、邱垂亮、鈕先鍾、陳一新、陳雅鴻等人。

除了這些知名的教授以外，本院也網羅了相當優秀的一群年輕學者，研究領域橫跨了

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未來在師資的延攬上，仍然將維持「學術一體，一體

多元」的大方向來尋覓人才。本院的師生互動關係也是特別值得一提的部份，針對專

任教授駐校的時間，將特別予以要求，讓同學們要找老師更為容易，也對於院內教授

的學術研究給予適度的督促，質與量並重，打出「淡江學派」的名號。 

 

問：關於院長所提及的「淡江學派」，是怎樣的一個構想，又該如何來實踐？ 

 

答：國際化是二十一世紀必走的大道，儒家文化未來的發展一定首重國際化推動，淡

江大學擁有如此人才濟濟，「淡江學派」思想已在學術間滋長，淡江大學要邁向全球

化，更要走出自我的學術道路，必須要「擁抱國際、走出國際、貢獻國際」，更可藉



此晉身為國際學術重鎮。以世界知名的幾個學派為例，芝加哥大學的「芝加哥學派」

以海耶克為首，串聯幾位著名學者打響了知名度；過去北京大學也因為有了梁實秋、

胡適、陳獨秀等人，才讓北大佔有學術上的地位。 

 

今天淡江國際研究學院有了如此優秀的學者齊集於此，也因此有了「淡江學派」的構

想。而建構此一學派所須要的基本精神便是「新新儒家」的精神。所謂「新新儒家」

的概念，簡單來說便是結合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管理科學以及現代化的

科技，揚棄過去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及現代科技無法結合的觀念，以一種

新思維來將學術進行整合，也就是所謂的「學術一體，一體多元」。除了以上理論和

精神的層面的推動之外，實務層面上也將採取行動來打出「淡江學派」的招牌。國際

研究學院每年都會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與會參與討論；不

定期發表「淡江國際研究」英文期刊，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積極提供時事評論與政策

建言；聘請海外知名學者講學，增加學術視野；另外，對院內的研究生提供出國訪習

的機會，鼓勵全院研究生赴海外進行實地考察。有了願景及目標，配合「新新儒家」

的精神，加上實際的推廣，「淡江學派」的目標，希望在我任內可以建構出一個稍具

規模的雛型。 

 

問：國際學院中許多知名的學者，常常在媒體上對時事發表評論，這樣是否也可以打

響淡江的知名度？ 

 

答：學者對時事表示看法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適當的表現意見即可，畢竟學者的身

份應該還是要以學術研究為重。院內有許多的知名學者，常會有媒體的邀約，但從學

校的角度來說，多一點時間在學校，對學術研究和教學都是比較好的。說到打響淡江

的名聲，利用在媒體曝光的機會來提高知名度，或許速度很快，但是淡江畢竟是一個

學校，如果沒有好的學術發展，即使知名度提高了，對學校的師生來說，並沒有實質

上的幫助。要求好的名氣，還是應該從基本的學術研究層面做起。因此，院內特別要

求專任教授的駐校時間，希望在學校上課期間，老師們儘可能留在學校進行學術研究

。 

 

最後，院長補充說到，本來他已經做好了退休的打算，但是後來受到創辦人的邀請

，為了讓這樣一個值得努力理念，他決定為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再拼一次。 

 

在訪談的過程中，院長熱心的提供資料，不斷的解釋各種資料所代表的意義，對於學



院未來的發展也一再的加以說明，院長表示，自己的時間除了授課以外，隨時都開放

給同學們，歡迎同學找他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