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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棒 跑 了 五 十 年

專題報導

很多人以為我是在遷移到五虎岡校地以後才到學校的，其實在真理街上課的時候，我

就已經參與學校的事務。」在「迎聖火」活動中跑第一棒的張建邦先生翻起淡江的歷

史，在微黃的扉頁中有一行寫著：「五日（三十九年六月），本校副教授張建邦先生

陪同教育廳孫督學赴羅東鎮調查學校基金及有關事項。」這是張先生出現在校史上最

早的紀載。 

 

當年他與母親承父親遺志，變賣家產創辦學校，「毀家興學」的美譽曾傳頌一時，他

也踏著父親驚聲先生的腳步陪伴淡江五十年了。 

 

廿二歲接下贈地 

自嘲騎「虎」難下 

 

「現在五虎岡這個校地，其實是淡江中學一位老師叫陳泗治的帶我來看的，後來他也

當了淡江中學的校長。」張先生仔細描述當時勘地的狀況，五虎岡其實大屯山延伸下

來的五條餘脈，猶如人的五指，人們稱之「五虎岡」。在當時，曾經有人建議將學校

建在第一個山坡上，就是現今中正東路淡水鎮第一公墓所在地，但張先生以為遷墓的

工程曠日廢時，不可行，才打消念頭。後來選擇了這第二個山坡，由士紳募款，才在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由杜家齊先生代表建校贊助委員會，捐贈「淡水庄子內土地十甲

」為本校永久校舍。 

 

因為有這一段艱困的創校歷程，所以張先生說，就算是五十年初曾經因為交通問題

，在邀請師資上發生困難，他還是執意不肯遷校，他笑著說：「我說這是騎『虎』難

下！」 

 

張先生回憶當時參與捐地事務：「當時的校長是我的母親張居瀛玖女士，她常常把這

些事情交給我辦。記得杜先生把那塊地交給我的時候，我才二十二歲，他看了看我

，還不大放心把地交給這麼年輕的小夥子，後來我說我們會成立財團法人，他才放心

。」 

 



英專路　克難坡　學府路 

建造之初　都有插曲 

 

其實在建校之前還有插曲，令張先生津津樂道。首先，當時從淡水車站到五虎岡還是

一片荒蕪，要建校之前勢必要修路，根據校史上記載：「贊助委員會贈地的同時，並

代為修自淡水車站前到本校的一條道路，蜿蜒曲折，全長約一公里，寬約七公尺。

……於四十二年九月，測勘完竣，克日開工，奈因四十二年的冬天，陰雨連綿，四十

三年的春天，又是連月不開，以致修路的工，一再延緩，直到四十三年六月，始告完

工。」而當時所修的路只舖土石，凹凸不平，直到四十六年才與鎮公所合作，由本校

撥款舖設完成。這一條路就是你我現在常常經過的英專路。 

 

這一條路由於全由士紳與本校合力完成，張先生說：「連路名都是我們自己取的！」

，未列入都市計畫，在修路後的二十年後，曾經一度收到縣政府的函，說要拆路，張

先生說，那時道路兩旁己經蓋了許多房屋，想拆也拆不成了。 至於一百三十一階克

難坡，更是名副其實。由大石塊砌成的石階，五十年來都沒有改變過樣貌，張先生說

：「每一階的高度有二十公分之高，爬起來確實辛苦了一些。」以往是學生上淡江必

經之路，現在大家有了交通工具，都直接走車道，這條創校時期修的陡坡，顯得寂寞

了些。 

 

而學府路也是由學校出面向省政府要求興建的，張先生說：「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派

建設廳長林洋港來承辦，學校和省政府、縣政府三方出資興建，路名也是學校取的。

」後來林洋港當上台北市長，張先生剛好在市議會任議長，這件陳年舊事還常常被兩

人提起，常覺莞爾。 

 

英文校名是馬偕博士取的 

 

而「淡江」這個名字的英文譯名也大有來頭！張先生表示，當時在翻譯「淡江」二字

的時候，是採用馬偕博士的建議，以台語發音的「Tamkang」為譯名，日後，常有人

提說我們的英文校名似乎與中文發音不相符，經過張先生提了這個典故就了解了。 

 

一生只想把這件事做好 

 

「五十年來，我一直在思考著如何為淡江掌舵。」當年念農業經濟，認為全中國有百



分之八十農民，只要能夠解決農民的問題，一切問題就解決了。但是，後來因為淡江

，他改念了教育，也把他的大半輩子都奉獻給淡江。 他曾在其他媒體上提到過，雖

然在他的生涯中曾經擔任市議會副議長、議長、交通部長等職位，但那些都是「副業

」，教育才是本行。「我常常說人的一生假使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很好了。我的一生

只想把這件事做好。」 

 

他提到最近出席未來學會議，討論公元三○○○年的人類是什麼樣子，各國人士都認

為，人類應該要「有意識的進化」，而不是像達爾文所說的「物競天擇」。「我們淡

江也是一樣，從克難坡時代到第三波，從無到有，我們都有計劃，現在只是到了一個

階段，將來還要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