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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國立成功大學馬校長哲儒教授民國20年（1931）出生於河北省新

城縣，隨雙親來臺而先後就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附屬中學、新竹中學，又考入本校前身臺灣省立工學院化學工程學

系。民國48年（1959）馬校長赴美國賓州・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研讀碩士，取得學位後轉往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化工系攻讀博士。民國59年（1970）馬校長應石延

平教授建議返回母校執教，民國67年（1978）出任化學工程學系系主

任兼所長，民國70年（1981）擔任工學院院長，民國77年（1988）

獲聘為本校校長。馬校長執掌校務6年，民國83年（1994）由吳京校

長接任，民國91年（2002）榮退。 

馬校長治校可謂人如其名。馬校長賡續前任夏漢民校長計畫，不僅

設置附設醫院與航空太空研究所，又取得航太實驗場、附設醫院門診大

樓、安南校區與自強校區北段等土地，使校園擴增加倍；期間更榮獲教

育部評優等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運用補助款興建成功校區新圖書館與

自強校區工學院等五棟新大樓。馬校長以「馬」之精神任重致遠，底定

今日成大規模。馬校長任內訂定《校長遴選辦法》，樹立校長遴選制

度，開國內風氣之先。又成立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使教師得

以申請或參與校外建教合作計畫，奠定成大產學合作績效領先全國公私

立大學之基礎。馬校長深具「哲」思而慮周行果，公心之至足堪吾人表

率。適逢教授治校思潮與學生運動勃發，馬校長以雍容氣度與柔軟身段

妥切回應師生要求。無論公私場合，馬校長謙沖自牧、和藹可親之身

沈孟儒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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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令人印象深刻而倍感溫馨。馬校長爾雅「儒」風，今日思之仍使

吾輩動容。

哲範足式，儒德貽徽。馬校長無論生前身後，不僅成就母校更功在

國家。為匯聚社會各界對馬校長之追思與感謝，出版《馬哲儒校長紀

念專輯》永懷誌念。於付梓之際敬撰序文，謹表對馬校長與諸位先進

之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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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1。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2。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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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3。

慶生會暨「編者的話」簽書會照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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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化工系友年會與同學陳柱華、黃漢琳賢伉儷合影。

103年大學化工教育研討會前會。

系友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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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化工系友年會43級同學慶祝畢業60週年與化工系主任系友會理事長合影。

103年化工系友年會43級同學慶祝畢業60週年與全體系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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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化工系友會理事會暨董事會聯席會議。

107年化工系友年會大合照。

108年化工系友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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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教育部林常務次長清江主持，夏漢民校長與馬哲儒校長之交接典禮。

前成大校長馬哲儒、前成大校長翁政義、時任校長黃煌煇，以及門生、友人、共事之主。

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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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馬哲儒。

43年剛畢業的馬哲儒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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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2.14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西博格、唐尼斯一行人來校參觀訪問02。

78.12.14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西博格、唐尼斯一行人來校參觀訪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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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2.14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西博格、唐尼斯一行人來校參觀訪問03。

100.11.04 校史文物‧檔案‧映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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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18馬哲儒校長。

105.07.25細說成大 。



020 馬哲儒校長　紀念專輯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105.07.25細說成大。

105.08.08工學院院長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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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31匯智高峰論壇。

106.04.28李克讓獎學金頒獎 。

貳、紀念照片 ● 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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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13新春團拜。

107.07.25細說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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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1馬校長參加校友之夜-1。

107.11.11馬校長參加校友之夜-2 。

貳、紀念照片 ● 歷史照片



024 馬哲儒校長　紀念專輯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108.01.22春節團拜。

108.07.01孫運璿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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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6追思馬承九教授。

77.12.10 臺中顏鴻森+李克讓+石延平+馬哲儒。

貳、紀念照片 ● 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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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9.05 UoDelaware G2。

110.11.11週年校慶校友之夜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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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1週年校慶校友之夜03。

110.11.11週年校慶校友之夜02。

貳、紀念照片 ● 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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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圖書館藏馬校長之著作。

朱經武院士蒞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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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哲儒校長-臺北校友會的運動會-楊友偉。

馬校長致贈成大圖書館珍本及其手稿照片檔。

貳、紀念照片 ● 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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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校長與李德音顧問。

監察院委員蒞校巡查，馬校長親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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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9.05 UoDelaware G2。

貳、紀念照片 ● 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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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勤奮精進 化工先驅

馬哲儒校長於民國20年（1931年）在河北新城出生，臺灣光復後隨雙親

來臺，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就讀，後來轉

新竹中學。39年考入臺灣省立工學院（現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四年

中，都獲得工讀獎學金，並擔任伙食委員得以減免伙食費。43年畢業，首屆預

官役畢，在聯合工業研究所（現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4年，從事煤氣脫硫、

煤炭化驗，以及用萘試製苯酐的研發工作。

旋於48年（1959年）搭船赴美國賓州‧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進修，碩士論文是從事流體化床相關的研究。獲碩士學位後，由該

校老師介紹轉往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化工系攻讀博

士學位，研究在化學核反應器中進行甲烷的氧化。53年獲頒博士學位後，進入

Selas Corporation of America服務；因對工作內容不感興趣，半年後轉入羅徹

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資深化學師，從事油水

界面和水蒸汽在油的表面的冷凝現象之研究。

二、窮理致知 典範傳承

民國59年（1970年）應石延平教授的建議，毅然返回成大母系任教。67

年8月出任系主任兼所長3年（67年8月至68年1月期間，出國講學，由翁鴻山

教授代理），70年擔任工學院院長6年，77年由教育部毛高文部長聘為成大校

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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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6年，至83年交棒給吳 京博士。91年退休。同年1月，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聘請，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至106年底卸任，長達16年。

馬校長在成大化工系32年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共培育了57位碩士和7位

博士。他教學的科目包括：單元操作、輸送現象、高等輸送現象，以及程序設

計等；研究領域涵蓋：界面與成核現象、輸送現象等。他的研究成果極為優

異，在國際學術期刊共發表論文百餘篇。

先後獲頒：教育部工科學術獎（72年，1983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74-77年）、斐陶斐榮譽學會第2屆傑出成就獎（86年）。另榮獲中華教

育文化基金會獎金計畫傑出學者（74年）、中國化學工程學會化學工程獎章

（79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傑出工程校友（83年），以及臺灣化學工程學

會終身成就獎（99年）等獎項。學術成就非凡，為成大母校「窮理致知」校

訓，樹立典範。

三、領航成大 建樹非凡

馬校長出任校長時，恰逢教授治校和學運風起雲湧的動盪時期，他都適切

因應教師和學生提出的要求，例如：公布校務帳目和開闢言論廣場，讓學生暢

所欲言。

在6年校長任內，接續前任夏漢民校長的計畫，完成醫學院、附設醫院和

航空太空研究所的設置，以及航太實驗場、附設醫院門診大樓用地、安南校

區，以及自強校區北半段的取得，校區擴增加倍。

任內後3年，最初，設置研究發展委員會（今研究發展處）；領導部屬完

成榮獲教育部評為最優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從而獲得27億元的補助，得以

興建成功校區新圖書館和自強校區工學院的五棟新大樓。

接著，制訂《校長遴選辦法》，建立校長遴選制度；成立財團法人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讓教師得以申請或參與校外的建教合作計畫，成功奠定成大每

年產學合作額度均為全國之冠的雄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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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謙虛雍容 師道山高

馬校長為人謙虛，自謙非幹練的人，但能夠讓一些能力強的人參與校務；

雍容的氣度是他主持校務成功的關鍵，也是獲得同仁愛戴的因素。退休後，常

有同仁和舊識邀請馬校長伉儷餐敘或旅遊等活動。

馬校長退休後，國科會聘他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除需洽請各

領域專家學者撰稿外，也要修改稿件，頗為辛勞。馬校長早年在其尊親的督導

下博覽群書，奠定良好的國學根基，因而文筆甚佳，且富邏輯思維，每月一

期的〈編者的話〉都寫得很出色。直到累積至百篇（第349期至448期）時，

門生集資印製出版《編者的話‧彙集》（99年，2010年），為馬校長祝賀八十

壽慶。嗣於107年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為馬校長出版《編者的話》（第349期

至540期，達192篇），門生則再集資購買分送系友，並為馬校長祝賀八八大

壽。此一尊師敬師之舉，允為上庠佳話。

馬校長也曾編撰《樹人存稿》（84年，1995年）、《大自然的規律》

（89年）、《牆頭的梯子》（92年）、《老榕的話》（105年）等書。其中

《大自然的規律》，多所大學採用為通識教育的教科書；而《樹人存稿》是將

他任內撰寫的主持或應邀集會的講稿和文稿合輯成書，是校史的重要資料。

五、伉儷情篤 學海偕航

馬校長在賓州州立大學唸書期間與楊友偉博士認識，於52年（1963年）

結為連理；回臺後，夫人在成大物理系任教職。育有二女，皆受過良好的教

育，目前各在知名的公司和研究機構服務。

約十年前，馬校長曾意外遭遇車禍；所幸吉人天相，循序醫療轉危為安。

103年（2014年）為籌措成大畢業60週年校友會，多方奔勞，圓滿達標後，感

冒咳嗽，久久未癒，以致肺功能受損。其後又在上下班時跌倒三次。自此，身

體健康每況愈下。

近兩三年來新冠肺炎肆虐期間，甚少外出，僅在110年（2021年）成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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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校慶出席受頒名譽講座教授，111年成大91週年出席校友之夜餐會。隨後

於家中靜養，進出成大醫院多次，以迄安詳辭世。

六、哲人樹儒 永留懷思

綜觀馬校長勞碌的一生，在求學階段，奮力上進得以進入省立工學院；畢

業十六年後，回臺在母校擔任教職，致力研究，從而榮獲多項獎項榮銜；膺聘

主持校務，獲致優異的成果，為成大奠定爾後發展的基礎，允為「哲人樹儒、

學界典範」，祈願安居天國，永留懷思！

隨文敬賦「馬哲儒校長永生頌」悼詩，以誌典型長存：

馬力雄心壯志馳，哲思誠敬道隨時；

儒林祭酒成功業，校務咨謨大學師。

長善宏仁三不朽，永圖博愛九如彞；

生生窮理致知樂，頌德高明典範垂。

治喪委員會 謹撰

參、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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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和大哥年紀差了十三歲，我在苗栗進小學時

大哥已離家到臺南讀大學了，只依稀記得他放假回苗栗時，曾帶我們到苗栗農

校游泳池游泳，他浮在水中，我們騎在他身上，好像騎在鱷魚背上。他也曾帶

我們走一段鄉間的路，到大河玩 (應該是後龍溪)，有一次我腳沒站穩，掉到水

中，喝了好幾口水。印象較深的是，他大學畢業，受預官訓練，好像是第一屆

預官，他有假回家時常講一些受軍事訓練的趣事。一次他穿着全套軍服回家，

相當神氣，我爸爸很高興，到鎮上照相館照了一副全家合照，放大的相片在我

們家牆上掛了很多年。有客人來，我爸爸就可以誇誇自己的大兒子。

記得中學時，頗喜歡讀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主角是武功高不可測的英

雄，常常讀着讀着，一個人的身影就在心中浮顯，不是別人，就是自小讓我佩

服不已的大哥。他在我們家，什麼都是第一個做，念大學，做事，出國，拿學

位，甚至到後來回臺灣教書，每件事都是那麼新奇，特別，讓我們仰慕不已。

尤其是他開了一個家庭先例，在國外時每週寫一封郵簡回家，描述一些在美求

學生活。他都講一些趣事，但會讓爸媽擔心的事他是隻字不提。後來我知道他

有一次和大學同學一家出去旅遊，輪胎爆了，車子翻了一個滾，幸好大家都綁

了安全帶，平安無事，這類的事他是不會提的。只是有次他寫說(他寫時沒預想

到後果)，美國雞翅很便宜(是早期，不是現在)，他會烤雞翅，這可真讓我爸爸

心疼很久， 講了好多次，說這個兒子在美國多節省，沒好好吃。

大哥結婚在我們家是件大事，那時好像是遠程電話連線，大哥大嫂在美

國婚禮，我們馬楊兩家也在臺南慶祝，我父母也跟楊伯伯，楊伯母常臺南新營

兩地相聚，到新營時，常帶回楊家特別好吃的大芒果。隔年大哥大女兒燕軍出

生，好像軍字是我父親選的，我們之後孩子們也都排軍字，但名字中間一個字

追思文

自小景仰的大哥
胞弟 馬哲申

親屬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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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選，還是花不少工夫才能選定。 

等我到美國念研究所時，趁開學前一段時間，搭灰狗巴士自明尼阿波里市

到紐約州羅徹斯特，在大哥大嫂家住了幾天，才見到大嫂和燕軍。 記得大哥

帶我看過他的實驗室，羅徹斯特光學博物館，又老遠到尼加拉瀑布一遊。

套一句中小學作文常用的句子，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幾十年過去

了，中間與大哥都是短暫相聚，直到2009年我再次回到臺南，就常有機會相

聚。大哥已退休多年，我也退休了，跟大哥是景仰之心更加上兄弟之情。有幾

年大嫂安排，趁燕軍回來，一起在臺灣本島旅遊，真是很讓人回憶的一些快樂

時光。

我曾將父親過去七八十篇教堂講道錄音請人打成文字檔後，有稍加整理，

後跟大哥談到這事，說這些可能需要校稿，他很樂意幫忙，說校稿他很在行，

他果真一個字一個字仔細讀過，校對修正，真讓我佩服，也體會到大哥對大小

事情認真的態度。 

我思考大哥的一生，實在說，他在我心中幾乎是個完全人。 他聰明，正

直，有能力，很孝順，照顧家，也非常照顧我們弟妹。他個性溫和，很容易接

近，對人沒有架子，我心裡想，是不是就是古人所說的仁者，智者呢。我看看

自己，各方面都有很多缺欠，需要基督的救恩和引導，信仰的帶領，走過人生

道路，而大哥本身就這樣走過一生，真的讓我佩服。是不是父母和長輩曾格外

替他禱告，還是他心中深處本就有福音的種子，讓他一生本就有一個平穩安靜

的內部引導。我沒有答案，總之，他在今年初，在妹妹，妹夫，外甥女見證下

接受基督，又在醫院中在大嫂，燕軍，名軍，夏軍見證下，由Brian施洗，是

的，好人也需要救恩，讓我們在這裡為他一生的美好，感謝天父格外的恩典。

這幾年也常有機會和大哥的成大友人見面，親眼目睹，從心裏羨慕大哥大

嫂這幾十年與許多同事好友建立的情誼。我真要在此向這幾十年照顧，關愛，

敬重我大哥的成大同事及友人深深致謝，謝謝你們帶給大哥許多的快樂，這情

誼是無比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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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年 前 的 聖 誕

節，我帶著十二歲的大兒

子自新澤西回臺灣看望我

的父母，等我們回去美國

没多久，就接到父親的長

途電話，我很吃驚的聽他

說要我再回去看他，我當

時的反應是最近已經跟老

闆請過假，實在回不去，

我完全沒有想他為什麼叫我回去看他，那事以後就忙著而把老父親的要求忘

了，過了短短的幾個月，我們在家裡接到家人來的電話，我的父親過世了，

那時的我非常震驚心痛不已。

自從父母親相繼過世，我在我丈夫任職的教會與會眾一同唱詩時總會一

邊贊美一邊流淚，尤其是大家一同唱「感謝神」的詩歌，愈唱愈流淚。

自那時開始一直到廿年後，我的大女兒因朋友介紹成大醫院的醫生，我

們決定每年回臺南，而且得以與親愛的大哥大嫂相聚。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是主給我們的感動，讓我與丈夫及女兒常來看看比

我年長十六歲的大哥與大嫂，就如長兄如父一樣的尊敬大哥大嫂。

非常感恩大哥大嫂每次見面都體貼的寵愛照顧我們，吃盡了臺南最好吃

的餐館，當年最令我們驚奇的是「蒼蠅頭」還有最好吃的「金沙豆腐」「辣

炒鱔魚」還有許多海邊的鮮美小吃，說不盡的美味。

懷念哥哥

胞妹 馬哲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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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七月的一天，收到大嫂的信說大哥需要進安寧病房，我丈夫二話不說，

就決定我們三人開始找機票找住處，要趕回來，在大哥還清醒時見到他，雖然有

點周折，三人還是很順利的快快回到了大哥大嫂大舅舅大舅媽的身邊。

在我們回來以前也回應大哥大嫂的要求，請了宣教士的姪女婿Brian與

Faith來為大哥施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

在今年的春節時，我們三人再來臺南，一進大哥家門，我們立即輪流為大哥

禱告與唱詩歌，後來我邀請大哥與我一同禱告，我講一句，大哥大聲的跟著我

說，他向主認罪祈求主赦免，也感謝主愛他，感謝主接受他成為神的兒女，他向

著主的迅速的大聲的禱告，是主的聖靈的真實的感動他，是他對著主的虔敬的回

應，因此為著主對大哥的大恩典，我們向主獻上最深的感謝。

看到大嫂、燕軍、名軍，在大哥耳邊細語，抱著他，一遍又一遍的告訴深愛

的人，她們愛他，看到大哥心滿意足的面容，讓我們在他床邊也都安心下來。

大哥現在在天與主耶穌見面了，也與為他禱告的爸爸媽媽見面了，並且他的

身體安息在主的懷中，有一天我們都要復活一同永遠與主同在，也會在天上與大

哥一同歡聚。

感謝深深愛我們的主，讓我們的一生有主的同在，更為我們在天上預備了美

好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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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lar, The Educator, My Father

長女 馬燕軍

The legacy that my father left behind for the world is as a scholar and 

an educator. His life work is dedicated to his research, his students, the 

university and in his later years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out the years, I see his diligent 

attitude towards his research, the amount of work and consideration he 

puts into doing the right thing, always looking at the big picture and the 

greater good. Although I may not have known it at the time, I do learn my 

life lessons by watching him. I remember in high school, I would bring my 

Chemistry questions to him for help. His first reaction would always be 

“Bring me your text book, lets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then we solve your 

problem”. Being an impatient teenager, I would complain and want quick 

answers so I could get my homework done. However, he would insist on 

explaining the basic concepts so I really understand. Years later, I realize that 

I have witnessed demonstrations of the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way he 

treats his work, his craft, his research. 

Outside of work, my father was a loving, kind, gentle and very often 

mischievous soul. He talked about and was always quite proud of the antics 

he did as a teenager and even in graduate school. This somewhat confused 

me as I wondered whether we were allowed to behave the same?  We do 

witness his mischievous and fun side in the various pictures of him posing 

with statues and signs all over the world. As a doting father and loving 

husband, the words of love were not spoken much but we experience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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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through his actions and small things like the facts he worries, often in 

my mind to a fault, about things like my luggage being too heavy on my 

many trips back from the States.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hat I got to be by my father’s side for the last 

month of his earthly existence. Although it is sad to let him go and I will miss 

him dearly, I believe he is now in peace and without pain. I believe he will 

still be watching over our family from heaven. So here is to Daddy: don’t 

worry, we will be ok. We will miss you, love you forever. 

Daughter,

Yann Jiun 燕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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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我的爸爸

次女 馬名軍

記得小時候爸爸雖然每天花很多時間在學校陪學生或處理公務，但是仍

會陪著我們玩，我學騎腳踏車、游泳都是爸爸帶著學的。還有教我打彈珠和

抓四腳蛇，害我現在只要看到四腳蛇，就會想要找根草來把它吊起來。爸爸

也很喜歡卡通，以前喜歡頑皮豹、老夫子，後來最愛看櫻桃小丸子。但是有

一年帶我去看電影，想說去看老夫子吧! 應該是我們都喜歡看的，爸爸竟然

在電影院睡著了。

我爸對我們的穿著打扮從來不注意，高三時在成大圖書館念書，他來叫

我回家吃飯，不知在裡面逛了幾圈，都沒找到我，他說從背影認不出哪個是

我。還好一般學生不知校長長相，不然他在圖書館巡邏是很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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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爸爸生病住院狀況不太樂觀時，我就開始整理家裡相片，發現早期的

相片中很少有爸爸的身影，因為他多半是拿相機拍照的人。後來我們每人手

上都有相機了，爸爸就變成了被拍照的對象。有非常多我們家人或和朋友出

去旅遊聚餐的相片，雖然後來發現我爸多半不記得去過哪些地方，但他注意

的是一同出遊的同伴，不論是家人還是朋友，對他來說比去哪裡玩都重要。

我很感激能夠提早退休，讓我能在這二年可以常常待在家陪伴爸爸。給

他泡咖啡，準備不同的食物；以前爸爸最怕癢，但是我可以強迫他讓我洗腳

按摩，我很珍惜這段陪伴他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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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大舅舅

外甥女 Jessica Le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USA.  During my childhood, plane tickets to 

Taiwan were a luxury.  We visited Taiwan twice:  once when I was 5 and once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t that time, our Maa family was scattered over the US and Taiwan.  

Some were in New Jersey, Chicago, Washington state, and other places.  We 

children, the cousins, remember quite vividly the few times we gathered.  I 

never dreamed that one day I would be able to meet and spend time with 

my cousins, aunts and uncles in Taiwan.

Then in 2009, due to illness, I came to Cheng Da hospital to consult 

with a very good doctor.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time, but 大舅舅 and 大舅

媽 (Ma Jer Ru and Yang You Wei) welcomed me and my parents with open 

arms.  They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do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cheer me 

up, bringing me to flower gardens, good places to eat, and fun local places.  

大舅媽 often emailed me beautiful powerpoint slides with birds and flowers.  

I knew that they cared very much for me and I deeply appreciated it.  

Everytime we came, 大舅舅 and 大舅媽 would make time for our visit. 

It was good to spend time with them and get to know them.  Whenever 

大舅舅 and 大舅媽 drove us places, their dialogue in the car always made 

me smile and encouraged me.  We also saw the silly similarities in the Maa 

family that I treasure.  I did not realize until recently how important our visits 

were to them, too.  That made me all the more glad that we could spend 

tim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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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舅 and 大舅媽 were so kind and loving to me.  My parents and I 

hoped and prayed that our Maa family would turn to God through Jesus.  

This was my prayer for many years.  Thank God for answering our prayers!  

大舅舅 is in heaven with Jesus, and one day we will meet with him again!

圖右一為Jessica Li。

圖右二為Jessic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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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於1968年赴美國Rochester大學進修，那時馬校長的夫人楊

友偉教授也正在同校的物理系修讀博士學位，而馬校長則在當地的

RIT(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研究員的工作。因為他年

長好多歲，加上他一幅溫文儒雅的學者形象，所以就以「馬先生」尊稱

他，這個稱呼，我就一直沿用至今。兩年後，楊教授完成博士學位，他

們於1970年舉家返臺，馬校長任教於母校化工系，楊教授任教於物理

系，直到退休而至今，可說他們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成大。

我於1973年回母校機械系任教，而學校分配給我的宿舍，讓我們成

了鄰居，也因為這個關係，我和馬校長接觸見面聊天的機會就多了，也

促成我們彼此之間的瞭解；隨後他接任工學院院長及校長的工作，當時

我也擔任機械系主任及教務長的工作，所以，加上這層行政上的關係，

我和馬校長之間可說是一段長久的鄰居、長者朋友及部屬的因緣，於公

於私當然會有許多事值得回憶與懷念。

 於私方面，我就提兩件印象深刻的事。那時宿舍的院子裡栽植韓國

草，在韓國草未長滿之前，會長很多雜草，我們常會在下班或週末的時

間拔草，那些雜草埋根很深，不容易拔除，對於生長於農村的我，當然

曉得如何能將雜草連根拔起，而馬校長則只是將長出來的新葉拔斷，過

了兩天，新草又冒出來了。有一天，他跟我說：「都是你，都是你害我

被太太駡。」原來，楊教授曾揶揄他說：「你看看，人家翁政義雜草拔

得又快又乾淨，而你…」，馬校長甚至補上一句「那天我當了校長一定把

你Fire掉!」(當時他還是化工系教授)，事實上我知道這是一句調侃的玩笑

話。那知1988年，馬先生真的當了校長，他不僅沒有Fire我，還請我當

懷念一位令人尊敬的溫文儒雅學者 馬先生

翁政義
國立成功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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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記得，當他到我家要我當教務長時，我回說「我知道你一定會

來找我。」人之相知之可貴，莫此為甚。

另有一事，也令我印象深刻。有一年的暑假，楊教授赴美探親，只

有馬校長一人在家，有一天晚上約八、九點時，馬校長打電話來說：

「老翁，過來喝酒!」我隨即應允過去。他拿出一罈兩公升的高梁酒及一

些乾果點心來，於是兩人你一杯我一杯的暢飲開來，一直到凌晨三點，

酒也所剩不多，我才有點醉醺醺地回家。隔天早上十點，我到校長辧公

室，他說你來幹什麼，我說我們不是說好今天要討論事情嗎，他隨即搖

手要我離開，並用手勢比著想睡覺。回憶這些往事，倍感溫情的可貴。

在我任職國科會時，國科會的一份刊物「科學發展」正需要一位主

編，那時我想以馬校長深厚的科學素養以及流暢無比的文字功力，是

擔任主編最適合的人選，乃指示人文處與其直接連繫，馬校長也慨然

允之。此後，憑藉他在學術界的廣泛人脈，隨著每期不同的主題，邀

約許多優秀的學者專家撰稿，而他對每篇文章也都很仔細的閱讀並逐

字修正，每期他也針對主題及各篇文章容撰寫一篇非常精闢的「主編的

話」；連續十幾年花費他無數的心力，對臺灣的科普教育推廣具有重要

的貢獻。

於公方面，馬先生擔任校長六年，對成大的校務發展具有影響深遠

的貢獻，可資書寫的事蹟當然很多。他是一位充分授權與尊重信任部屬

的領導者，所以我在擔任教務長期間對於教務發展及協助校務推動都能

盡情的發揮，也讓我也有很好的成長。就以當年奉命擬訂中程校務發展

計劃來說，在校長的充分授權下，我們得以放手來做。在過程中，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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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校所有的基本資料，包括發展沿革、校地、學院系所成立歷史、校

舍面積、學生、教師與職技人員人數、圖書儀器設備、教師論文發表情

形、畢業生人數等，以做為檢討現況及擬訂計畫的依據。接著舉辦七次

說明會，以凝聚共識，及彙整各方面意見而完成「校務發展計畫擬訂原

則」，隨後進行分層規劃，並由專案工作小組就各單位研擬之計畫，依

據「計畫之擬訂原則」及年度經費概算額度，予以協調及修正，如此經

過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多次的溝通、協調、而完成了非常完善而具有

可行性的校務展計畫書。後經教育部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評定為十所

國立大學最優者，並通過排序前面的六棟建築的經費，總共25.5億元，

讓學校的硬體建設來個大翻身，這對日後的發展影響至深至大。

馬校長也是一位深具民主且開放的領導者。當年新總圖書館建造地

點的選擇是一個重大的難題，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一派主張就

原有圖書館向西擴充有利於節省經費，而另一派則主張仿效歐美大學其

圖書館設於校園中央區域。於是馬校長很開明地讓他們在校務會議公開

闡述其觀念論點，經討論後付諸表決，結果選址成功操場的意見獲得多

數人的支持。可是那時的工科系主任又出來抗議反對，馬校長也很阿莎

力地同意他們提出復議；再經表決仍然維持原議，於是一場風波總算塵

埃落定。

總之，馬校長是一位和善可親、學術素養深厚、而兼具充分授權、

民主開放等人格特質的人，令人尊敬；他的離去讓人不捨，謹以此文表

達我最深的哀思。

   馬先生，安息吧，您這一生已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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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高強校長、翁政義校長、馬哲儒校長、賴明詔校長、黃煌煇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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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

馬 校 長 ， 您 是 在 民 國 5 9 年

（1970年）秋季回到成大，而我在同

年春天就負笈美國進修，直到4年後

完成博士學位回國才跟您見面。我回

國不久，您夫婦倆邀請我到您們的宿

舍，閒談彼此在美國留學期間的事。

我還記得，當時微波爐還沒普遍使

用，當天您為示範它的功能，就將一

杯水煮沸給我看。

代理系主任半年，共事二年半

民國67年石延平老師擔任系主

任滿6年，要換新的系主任。當時夏漢民校長屬意您接任，但是當時您在美

國，還要半年才會回國，石延平老師就去見校長，建議請我代理系主任。但

是一個剛升為教授的年輕人要代理系主任好像有點不妥，夏校長就任命我為

化學工廠主任，就這樣，我代理了系主任半年。

您回國後，我仍繼續當工廠主任，一共擔任了三年。在這段期間，除了

管理化工系實習工廠外，我也協助您管理化工系的實驗儀器設備、儀器設備

經費和建立一些制度，您説我作得蠻公平的。民國69年，教育部要我們化工

系增收一班，也同意在系館前排增建二樓，您就請我幫忙處理相關事務。我

們常常由系務談到研究，談研究時，也會談一些基本的物理、化學和化工方

面的原理，我覺得蠻不錯的。

謝謝您，讓我有機會為成大做一點事

翁鴻山
國立成功大學前代理校長

馬校長與翁老師於成大化工系友年會合影翁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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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通識教育課程，讓我對工程領域的內涵更加瞭解

您當系主任二年半後，升任工學院院長。您擔任工學院院長最後一年，

成大開始推行「通識教育」。工學院在上、下學期各開授一科有關工程方面

一般知識的課程；一個學期是「應用科學與工程」，另一個學期是「工程概

論」。您請我協助規劃，由您出面邀請產業界和學界的專家學者來校演講，

每一個星期一位，少數是請我們學校的老師。這個課程要發講義，要考試，

由我出考試題目、改考卷。這種課程類似現今的通識課程，因為各系所的學

生都可以去修。由於參與這個課程，雖然比較忙，但是我對「工程」領域的

內涵更加瞭解，謝謝您！

任命我擔任研發會執行長，給我機會為成大做一點事

您於77年起榮任本校校長，79年校務會議通過研究發展委員會（今研

究發展處）組織規程。由於我與您有前述共事的機緣，您原擬聘我出任首任

執行長，但是因為我已答應出任高雄工學院首任教務長暨化工系主任而未便

接受。您曾擬聘另一位教授出任，也因該教授另有新職務而婉謝，您遂決定

研究發展委員會延後設置，等我於次年返校後正式營運，並聘我為首任執行

長，非常感謝您看得起我！

任內在同仁協助下，訂定相關規章、編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校長

遴選辦法、因應新頒佈的大學法大幅修訂本校的組織規程。其中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是在您充分授權下，由翁政義教務長、楊明宗總務長、營繕組陳長庚

主任、企畫組召集人黃得時教授和我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因為被教育部評為

最優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從而獲得27億元的補助，得以興建成功校區新

圖書館和工學院的五棟新大樓。

接著，制訂《校長遴選辦法》，建立校長遴選制度。本校第一次遴選校

長之工作由研究發展委員會負責，於83年2月底開始第一階段之推薦作業，

歷經三個階段，最後於4月24日由遴選委員會推薦二位為校長候選人，呈報

教育部遴聘。83年初，為因應大學法的大幅修訂，本校的組織規程必須全盤



052 馬哲儒校長　紀念專輯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修訂，您遂聘請數位教授和我，組成研修專案小組負責此一任務，並指定研

究發展委員會擔負相關工作。此外，82年底我們排除諸多困難，在83年初創

立了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您也任命為我第一任執行長。

民國83年8月1日，您在擔任6年的校長後卸任，我也離開雲平大樓，我

們都回到化工系館。您為人謙虛，自謙：非幹練的人但能夠讓一些能力強的

人參與校務；這種雍容的氣度是您主持校務成功的關鍵，和頗受同仁愛戴的

因素，也讓我非常敬佩！

退休後相處閒聊，是很愉快的事

您在民國90年，年滿70歲退休後，辦公室也搬到五樓，積極從事科學發

展月刊的編輯工作。我在98年退休後，辦公室也搬到五樓與您為鄰，所以常

常見面，尤其是當您不再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後，更常見面，您常在下

午到我的辦公室閒聊。

您和我偶而會談唐詩宋詞；我們有好幾次談到：蘇軾的〈念奴嬌〉、

〈水調歌頭〉和〈前赤壁賦〉---等；也曾談到岳飛的〈滿江紅〉，您可背

頌全文。唐代劉禹錫的烏衣巷，我僅記得「----王謝堂前燕，飛入----百姓

家」，您卻記得全部(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我喜愛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您也會背誦該篇文章

的片段，顕見您有相當好的國學造詣。跟您閒聊，談些詩詞及逸事，是很愉

快的事！

跟您相處和共事近半世紀，有機會跟您共事，在您充分授權和信任下，

讓我有機會為成大做一點事，謝謝您，祈願您安居天國，永留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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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馬哲儒校長的人文素養

肆、追思文 ● 八、緬懷馬哲儒校長的人文素養 / 賴明詔校長

一個大學的良窳可以從學校的師長、校友、甚或學生在校的言詞行

為多方面來表現。但我覺得另一個的指標更能反映學校的特質，那就是

校長的領導能力所影響的校風，在這方面馬哲儒校長是成功大學極傑出

的校長之一。未到成功大學之前，我認識馬校長不深，以前只聽過馬校

長的名字，知道他是我伯父賴再得教授的同事，他們都是化工系的元老

級傑出教授。我的伯父及馬校長有共通的特質，即兩人都有人文素養：

賴教授的反應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的藝術；馬教授的反應在無數的文學

作品，闡述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我就職成功大學校長的當天，

我即接到馬前校長的賀卡，其中的一句警語即是「要注重成功大學的人

文風氣」那就是人際關係。這個理念永遠留在我心頭，成為我治理大學

重要的指引。

馬校長最令人欽佩的是他的博學。除了眾多的人文與科學介面的小

品文（發表在各類教育雜誌），特別是有關各種教育的話題，例如“通

識教育”的內涵及定義；工程教育與科普教育的關係等等，內容無所不

包，卻仍然能夠做深入的討論，令讀者嘆為觀止。

最令我欽佩的是，他數十年來作為“國科會”通識教育雜誌的主編

所付出的心力，他每期都要寫一篇“編者的話”，介紹該期主要文章的

內容，從工程到數理，從生物到人文，包羅萬象，雖然只是簡單的描述

介紹，卻需要真正了解內容才能如此勝任。我仔細讀了幾篇，深深被馬

校長引用的文章吸引，衷心佩服他的智慧新知及好學。

由於種種理由，在我接任成功大學校長前的一段時期（2007年），

就常常聽到馬校長的名字，但沒有機會在上任前去拜訪他。但是我接到

賴明詔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成功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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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他和夫人的卡片，要我注意學生活動的空間，（尤其是舊學生活動中

心改建的事），他們關心學生活動設備不夠，而關懷學生正好也是我的中

心理念，所以我在上任第二天即批准了中心改建計劃。這是我在成功大學

批准的第一個大計畫。接著我又批准了成功廳的改建，這些學生活動的計

畫可以說是受到馬校長的助力，在在顕出馬校長對學生的關懷。

2007年3月，我以成功大學校長的身分舉辦了一個“早春音樂會”，

這是我以音樂人文治校的策略的開始，從此揭開了音樂充滿校園的特殊文

化。 我認為馬校長為我這個理念做了催生的工作，所以我把這個榮譽和他

分享，在當天晚會因為我是表演者，不宜當音樂會主席，而改請馬校長作

為主席來為音樂會開幕，所以我說馬校長也是成功大學文藝復興的催生者

之一。後來我也經常看到馬校長在校園騎腳踏車或散步，陪伴著他的夫人

楊友偉教授參加成功大學的藝文活動，特別是合唱團，溫馨感心。

今天我們追思馬哲儒校長，這些往事特別躍上心頭。謹以此文代表我

的思念，祟敬和感謝。

右起為黃煌煇校長、賴明詔校長、馬哲儒校長、翁政義校長、高強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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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格的典範

8月8日早晨收到馬校長揮別耆壽人生的訊息，當下是無法綜整歸納

的不同滋味...與成功大學同齡的馬校長，在成大的基地上盡職、盡責的教

研生涯超過一甲子，以經年常在的身影，照看過許多世代的傳承，但也

一如他一向予人如沐春風、自帶幽默的性格，我深信，馬校長親自挑選

了「父親節」的特別時刻，與我們告別、讓我們記憶！

我加入本校服務後不久，還在四處探索、專心致意於跨國合作的奔

波時，馬校長已卸任他的最後一個行政職務，對於非工學領域的後輩如

我，自然也難以有直接、或高強度的鏈結。但是，因為當年父親有幸參

與多項媒合台南在地企業資源、協助校務推動的機緣，我卻常有機會耳

聞這個敦厚樸實、常在輕言淺語之間成就智慧與品格的馬校長。

多年之後，我獲遴選委員會推薦接任校務治理大任、惶恐自然，而

上任前在化工研究室向馬校長請益的晤談、卻是至今不忘的溫暖！我們

對坐書桌、馬校長拿出紙筆，他輕緩說著道理、又彷彿怕我忘了關鍵

字，慢慢作記、點評。回憶當時對話的情境中，有時我實在無法體會他

的某些段落究竟要帶向那個結論去？一直到其後的治校過程中，我才有

機會領略那其實是用生命與情感在這個校園中經過的軌跡、淬鍊後的心

得！馬校長說，「你要記得，成大是一台大巴士、不是小跑車；轉彎加

速時要有完整的規劃、也要能實在地掌握速度，否則無以成美事。」卸

任半年之後的此刻，再次回顧馬校長的真知灼見，感受尤為深刻！

我的8年任期中，馬校長在楊教授的支持下，是每一個校級活動中固

定出現的身影...我習慣他出現在吉隆坡的校友會大路跑、西雅圖的全球校

友嘉年華、每年一度在台南的校友之夜...然而年歲添長，我也學著習慣看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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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從不樂意受我協助拄杖起身、到漸漸自在地讓我推動輪椅到舞台上

參加薪火相傳的點燈...我自己也要接受他出入醫院的頻率增加、看他在

家中蟄居的樣態...而馬校長總不失那一抹永遠不勉強的笑意，像是有一

種不待人定義的自信與滿足、有一番自成典範的修為與存在，煦煦麗日

和風、從不相違、從不離散！

作為一個前輩校長，馬校長在校園中用30年持續參與的摯誠、遞送

給後輩最堅定的支持；作為一個前輩學人，馬校長用60年孜孜不歇的學

術服務、啟發了後學永遠可以貢獻的榜樣。

成功大學和我們都將因而永遠學習、各自永遠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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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哲儒校長1970年回成大任教，當年我是成大土木系碩士班二年級研

究生，馬校長當時兼任國科會工程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辦公室在成大電子

計算中心樓上，我當時常去電算中心使用電腦，就見過國外回國的馬教授。

後來馬教授擔任工學院院長及校長，接觸機會就更多了。認識馬校長長達53

年，雖無緣直接受教，但受馬校長身教卻影響我一輩子。

回首馬校長帶我踏入學術行政工作，深感榮幸。1975年我開始在水利系

擔任講師，1978年獲教育部頒授國家工學博士學位，改聘為副教授，後赴美

國夏威夷大學及德拉瓦大德進修研究一年，於1982年升等為教授。從事較單

純的教學、研究、服務工作，感覺上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精華的時光，教

肆、追思文 ● 十、一生的導師 / 歐善惠校長

馬校長與歐善惠教授(後排右六)聚會照片。

一生的導師

歐善惠
國立成功大學前副校長

大仁科技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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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全心投入，熱誠十足。到了1986年情形開始改變，當年8月我接了成

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系主任。

當時大學學術主管是派任的，有一天我接到當時成大工學院院長馬哲儒

教授的電話，說有事來研究室看我，我是晚輩怎能勞駕長輩來看我，趕緊去

院長室看他，心中也猜測可能是有什麼事。

果不其然，他說水利系郭金棟主任6年任期將屆滿，水利系研究成果很

好，建教合作計畫甚多，學術活動也很積極，以後水利系主任請我接棒，繼

續提升辦學績效。我則以系裡有些教授比我資深，可否請他們接任；院長

說，請誰當系主任是由學校決定，不是由當事人決定。從此開展了我一生長

達23年半的大學學術主管的日子。

在學校擔任行政職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但不是每位教授都願意當，

也不是每位教授都做得好。能推動各項學術活動，有機會參與建立合理制

度，將學校資源做最有效合理的分配，幫助教職員成長，提升教學品質，最

終受惠的是學生。1986年起受任水利系系主任兩任6年，積極擘劃，建立制

度，爭取學術資源，水利系教師榮獲國科會研究獎助的比例大幅提升。

在擔任系主任第5年某一天，又接到已升任成大校長馬哲儒教授的電

話，邀請我擔任成大總務長。這次我則堅持婉謝，這對我往後的學術生涯，

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在系主任6年期間，雖可減授2小時教學，但為維持研究與教學，確實辛

苦。系主任任期屆滿，申請休假研究一年，這是我第一次申請休假，沒有繁

雜的行政事務，感覺非常輕鬆，也是非常愉快的一年。

但在休假的後半年，情況又有改變。成大工學院李克讓院長6年任期將

屆滿，當時新的《大學法》已頒布實施，大學學術行政主管須由遴選產生，

成大也已開始工學院院長遴選作業，公告各界推薦候選人。

成大水利系在我休假期間經系務會議通過，推薦我為院長候選人。此事

當初毫無規劃，而且成大工學院規模龐大，涵蓋完整工程領域，人才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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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系在工學院是小系，出任院長可說毫無希望，所以當時我的態度頗為消

極。經系裡資深教授勸說，認為即使未選上，也是件光榮的事，何必拒人千

里。因此休假的後期又得準備院長遴選資料，也過著忙碌的生活。

後來，成大工學院院長遴選第一階段，我名列名單之內，第二階段遴選

3位候選人送請校長聘任，我也在名單之內。最後，又接到馬校長的通知，

聘任我自1993年8月起接任成大工學院院長職務，沒想到與馬哲儒校長有這

麼深的淵源。

為增加與外界的接觸，在任教期間我也參與一些社會團體的活動，曾擔

任1994-1995年台南國際同濟會會長，參與社會服務工作。於2006年從成大

退休，前往大仁科技大學擔任校長職務。某天我接到已退休的馬校長電話，

他說推薦我為府城集思早餐會會員。第一次參加早餐會，馬校長及夫人楊友

偉教授還親自陪同我與內人與會，避免我們有陌生感。現在我每個月第一個

週日早上都參加早餐會，於今馬校長卻永遠缺席了。

府城集思早餐會成立於1973年，由當時張麗堂市長號召成立，會員涵蓋

政、商、學、醫、媒體等，每月輪流專業分享。成大前校長倪 超教授亦曾為

會員，後來有會員進入立法院，也在立法院成立集思早餐會次級團體。

近幾年成大幾位同仁發起成立成大十全老人餐會，定期歡聚餐敘，享受

老人生活。後來更名為成大十全養生會，馬校長賢伉儷也是成員之一，輪流

作東，閒話家常交換養生心得，可惜馬校長也將缺席了。

馬校長一生奉獻成大，低調勤奮，提攜後進，是典型的成大校友，令人

永遠景仰懷念！

肆、追思文 ● 十、一生的導師 / 歐善惠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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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國國民黨青工會設於臺南市南門路的南部辦公室，定期召開嘉義

以南的大專校院校長座談會，我時任臺南家專校長，會議中得識當時的成功大學

校長馬哲儒先生。他偉岸高大的身影及幽默風趣的性格，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馬校長的宿舍在臺南市大學路十八巷底，那時炙手可熱臺灣排名第一的網球

國手王思婷也住在同一巷內。中華日報在報導中美稱十八巷為「名人巷」，後來

我由東寧路遷居大學路十八巷，沾了一點名人巷的光環。

因住同一巷內，常遇馬校長騎著腳踏車上班，相遇時他總是客氣地下車跟我

聊幾句，交換治校心得。他治校有方，任內成功大學校譽日隆，交談間他誠懇相

與，我受益良多。

七十九年寒假，救國團在臺南家專辦理大規模的青年研習營，馬校長代表總

團部蒞校探視學生。他非常重視學生的生活環境，我陪同他看了廚房、餐廳、及

住宿床舖等處。在對學生講話時，輕聲細語，備極關懷，不似長官，倒像慈父，

學生們均感如沐春風。

八十八年，東方工專(後改制東方技術學院，今為東方設計大學)由教育部接

管，組成公益董事會，延攬多位退休的大學校長出任董事。

馬校長比我早進董事會，九十五年改選董事長時，大家一致推舉德高望重的

馬校長出任，但他謙虛禮讓、堅辭不就。後承董事們不棄，推選我擔任董事長，

由馬校長監交接任。數年之間，屢次董事會中，馬校長發言不多，但每遇重要關

頭，他總「一語中的」，高手出招，化解難題，董事會得以順利運作。對於他屢

次的出手相助，我是既感謝又敬佩！

東方設計大學董事會依例每年辦理共識營，馬校長偕同夫人楊友偉教授從不

哲人其萎  儒範長存

李福登
臺南家專前校長

高雄餐旅大學創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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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一次前往恆春半島最南端的「龍坑生態保護區」參觀，園中珊瑚礁遍佈，

小路崎嶇難行，馬校長自認行走不便，怕拖累大家，乃自願留守在管制區幫大家

看守行李，夫人則隨大家前行，觀海吹風。我提前返回管制室想陪他，他卻一再

催促我隨同眾人，他體貼寬厚的性情，我深有所感。

    佛光山開山宗師星雲法師為鼓勵教育工作者，特設「星雲教育獎」。由於

馬校長的鼎力推薦，我倖獲第三屆「終身教育典範獎」，除深感榮幸外，更特別

感謝馬校長愛護提攜之情。

    退休後，我邀約多位退休好友一起遊山玩水，大家歲數加起來將近兩千

歲，故取名「千歲團」；又因眾人不認老，更稱「不老千歲團」。

馬校長賢伉儷亦曾參加多次旅遊，途中相攜相伴，談笑風生，斯情斯景猶

在目前。記憶中，他們總是提早上車或提前到達集合地點，因為自覺動作慢，怕

耽誤團體行動時間。如此自愛自重，當今之世，幾人能夠！

    晚近幾年，東方設計大學董事會因情勢所需，常在臺北召開會議。

馬校長每次出席，楊教授必親自陪同前往，坐在會議室外靜靜等候，夫妻

鶼鰈情深，令人稱羨。他二人個性爽朗，每邀餐敘，只要時間允許，總爽快應

允，席間與同仁共飲同歡，親切隨和，獲得同仁一致敬愛。

    驚聞馬校長高齡辭世，往日種種一一浮上心頭，亦哀亦傷。馬校長，哲人

襟懷，儒者風範，此生圓滿，典型永在。祈願一路好走，天堂永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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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成功大學自日治時期1931年創校，歷經4任校長開創；臺灣光復後

1946年起，再經19任校長，經營迄今92年，已是躋身國際名校。成大博

物館歷年蒐羅校史，訪談歷任校長，製作《校史人物系列》專書，各具

建樹，二十餘萬校友，親受領航薰陶，締創幸福人生與貢獻國家社會，

無不感念師恩，心繫母校。

馬校長是成大化工系43級校友，留美賓州州立大學博士，59年返校服

務，歷任系主任、工學院長、校長、名譽講座教授，長達32年。退休後復

受國科會聘請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長達16年192期，是成大卓

越大師、領航者，也是科普教育泰斗，一旦辭世，令人崇仰，永遠懷念。

二、榮幸共事  備承厚誼

民國70年8月，我於夏漢民校長任內，由教育部科技顧問室研究員兼

秘書，應聘成大中文系教授兼總務長；與工學院馬哲儒院長/化工系教授

共事，也知道馬院長夫人物理系楊友偉教授，是成大第一對夫婦博士教

授，甚感榮幸；同時，楊教授的表姊旅美宋 樹老師，與我夫婦是臺南師

範同窗，尤覺親切。

 初來成大，先住光復校區禮賢樓招待所，再遷勝利校區舊學人宿舍

(當年接待普渡大學合作學者；大學牌樓西面，現為成大會館舊址)，後遷

東寧路95號主管眷舍。原住戶石延平教授剛好榮任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

院(臺灣科大前身)校長，曾託馬院長轉達，該二樓宿舍後方曾自增建孝親

房，依當時公務慣例，後住者都有適當補貼前任；惟經表達當時自身實

況，並承馬院長溝通後告知，石校長免收補貼款，謹勉戮力奉公，對於

領航守護  成大典型 敬悼  馬校長哲儒教授

陳金雄
國立成功大學前總務長、主任秘書

教育部前主任秘書
國立僑大、樹人醫專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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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前輩厚愛，終身銘感。

夏校長拓展成大校務8年(1980~1988)，我則任總務長3年、夜間部

主任與主任秘書各2年；經常日夜上班，以校為家。平日與馬院長相處，

他常善意婉言，應當適度休息，勿太辛勞；友善關懷，令人感念。

三、掌舵六載  風雨精進

77年7月，夏校長於治校有成，含創建醫學中心、增設航太所等興

利除弊後，榮升國科會主委。毛高文部長則聘馬哲儒校長接掌成大，與

中興大學陳清義校長，由媒體讚譽為毛部長打出兩張學術王牌，而為學

界津津樂道。

馬校長學術地位崇高，先後獲頒教育部工科學術獎（72年）、國科

會傑出研究獎（74-77年），為人謙卑懇切，深獲全校教職員工敬仰愛

戴。主持校務，留任前朝與啟用新人，大致各半，對於安定人事，穩健

發展校務，都能水到渠成。

馬校長治校6年，接續夏漢民前校長的執行計畫，依次完成醫學院、

附設醫院和航空太空研究所，以及歸仁航太實驗場的軟硬體措施，增購附

設醫院門診大樓用地、安南校區，以及自強校區北半段，校區加倍擴增。

第二任後期，創設研究發展委員會（今研究發展處）；領導翁政義

教務長、翁鴻山研發處執行長等部屬，草擬陳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榮獲教育部評為最優計畫，隨而獲得27億元的高額獎助，同時

興建成功校區新圖書館和自強校區工學院的五棟新大樓；其中機械、電

機、化工等三系新館，各為8,000坪，造價4億元，號稱亞洲各大學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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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館，校園氣象一新，學界刮目相看。

接著，制訂《校長遴選辦法》，建立校長遴選制度；成立「財團法

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親赴教育部溝通獲准，讓全校教師得以申請

或參與校外的建教合作計畫，奠定成大每年產學合作額度均為全國之冠

的雄厚根基。此項產學合作計畫績效，和畢業校友成為企業最愛的兩項

指標，成為成大常站鰲頭的驕傲。

值得一提的是，馬校長初任校長時，適逢教授治校，學運湧起，南

北多所大學師生串聯，動盪不安，惶惶不可終日；而馬校長都能與行

政、學術主管，適切溝通，及時回應教師和學生提出的建議，比如公布

校務帳目、開闢言論廣場，妥善因應，安定校園。

四、兩度奉聘  幸不辱命

馬校長榮任之初，他說，我是附工校友(41~44年日間初級部末屆，

當年三千餘人報考，僅錄取120人；翌年省立工學院，將升格成功大學

而預先停招)，聘我擔任附設高工補校校務主任。

接任之初，學年度招生四、五百人，報名僅五、六百人；心想振衰

起敝，刻不容緩。乃洽新聞中心李金振主任，協助製作口袋型文宣，並

由本人與行政主管、教師代表，前往臺南縣市學區國中宣導，並邀請國

中校長、主任蒞校參訪，相互交流。令人驚喜的是，第二年起，每年招

生報名，多達千人以上，奠定長期穩定基礎。令人欣慰的是，而後多

年、多任校務主任，多採此種方法，加強招生，維持校運不墜。

再者高工職校學生，每年都有參加技能競賽，縣市、地區、全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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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附工以往也定有獎勵師生辦法，但長期無法突破獲獎。本人乃與

資深教師、校友多方溝通，各科擬訂培訓選手計畫，並接洽行政院勞委

會南區訓練中心訓練師，協助培訓。第二年起，陸續於南部縣市、地區

競賽脫穎，金銀銅牌相繼湧現，校園士氣高昂。到了第三年，除總體獎

牌增加外，榮獲全國鋪面冠軍，我和學生代表李欽雄參加勞委會組成的

中華民國代表團，前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舉辦第31屆國際技能競賽，

並考察荷、比、盧、德、法、瑞士等歐洲六國的職業教育概況。

又接任第二年，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審查年度預算，突有兩位立委提

議撤消政大國關中心、中央大學遙測中心與成大附工，且自成大附工執

行。接獲消息，猶晴天霹靂，立馬連夜趕往臺北內湖，洽請當年附工周

文欽總務主任，託其千金北縣周 荃立委營救。所幸二讀會由臺南市王滔

夫立委，發言撤消此案。

現今，今(112)年8月1日，成大附工合併臺南高工，又併入成大附屬

臺南高工，配合國家教育政策，而有圓滿結局，身為附工校友、校務主

任的我，不由由衷欣慰。

再則，附工校務主任三年之後，80年8月，承蒙國科會夏漢民主

委，商請借調前往擔任研究員兼機要工作小組召集人兼太空計畫室主任

秘書一年半，又隨同夏主委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科技顧問組召集人(原

李國鼎政務委員創設單位)，續聘為研究員兼秘書半年後，歸建成大。

82年8月，承蒙馬校長續聘為夜間部主任一年，當時一面執行公務，

一面有感於馬校長榮任校長期間，主持各種會議演說、或應邀公私場合嘉

勉晚輩後學，都先行寫稿，時有名言金句，適合編輯成書，分享學界。

肆、追思文 ● 十二、領航守護  成大典型 敬悼  馬校長哲儒教授 / 陳金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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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與新聞中心李金振主任等同仁，協助編輯成書，而為《樹人存

稿》，開啟之後馬校長陸續著書立說，相繼出版、《大自然的規律》、

《牆頭的梯子》、《老榕的話》等書。至於之後榮任國科會《科學發

展月刊》總編輯，自349期至540期，每月邀稿、潤稿、親撰《編者的

話》，既是士林大師，又為科普泰斗。

五、敦厚溫情 典範長存

馬校長具仁者胸懷，早年得知秦大鈞前校長(任期1952-1957年)，轉

任臺大任教並退休後，家居生活困頓，乃與石延平教授等校友聯繫，時

予接濟，敬師尊長之情，令人感動。

又王唯農前校長(任期1978~1980年)，既是當時原子科學博士，又

曾任青輔會、省黨部主委的國家棟樑，主政成大，校譽鵲起；可惜不幸

英年辭世，王校長夫人將當時學界與親友於告別式致贈之奠儀，捐為成

大文、理、工、商學院與附設高工等五單位之獎學金，惟十餘年之後，

基金將罄。

馬校長心有不捨，乃與李士崇前訓導長、章 然前主任秘書等舊屬，

商議邀請南北書畫名家蒞臨成大揮毫，義賣所得，預估募款二百萬元，

作為基金，讓王校長與夫人這番心意，得以繼續嘉惠學子。

本案經過全校主管同仁通力合作，努力勸募，結果超乎預期，共募得

三百餘萬元。而本人擔任附工校務主任，乃與林耀鴻教務主任、電機科白

錫明資深老師首往臺南市議會拜訪副議長林南生校友，承其慨捐王校長基

金二十萬元，另自捐附工獎學金200萬元，加上建築科張錦鳳主任、劉曉

嵐數學老師發動校友踴躍捐款，王校長獎學基金部分，計捐六十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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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馬校長治喪事誼，感謝沈孟儒校長暨行政團隊，宏觀歷任校長、師

長貢獻，比照王唯農校長、蘇雪林教授、吳 京校長(夏漢民校長2021辭

世適逢新冠疫情，未能治喪)等前賢，全力治喪。

沈校長依家屬意願，調整告別式由中正堂調為市殯館景行廳，親洽

達成；並於學生活動中心多功能廳設置三日追思會場，播放回顧影片，

展覽文物；團隊編著追思文集，為馬校長治學、治校風範，存為成大永

恆教育資產，成大人同感哀榮。

 陳金雄校長(前排右一)聚會照片，馬哲儒校長(前排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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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馬校長時代的行政點滴

李金振
國立金門大學前校長

光陰飛逝，時光倒退到四十年前，憶往事，歷歷在目；那是民國

70年，我取得臺大碩士學位後，承蒙恩師李國鼎政務委員之推薦，受

聘為國立成功大學助教，職司夏漢民校長機要秘書。

從此，我似乎不由自主地掉進一個工作狂熱的戰鬥團隊中；夏校長

腦筋動得不停，下班只是工作地點由校長室移至校長宿舍。在工作團隊

中，號稱夏校長左右手的李茂雄主任秘書和陳金雄總務長，只要夏校長

說得出口的，他們兩位忠誠的幹部一定全力以赴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連

滾帶爬也要達成任務。

那年夏校長50歲，其麾下的一級主管也差不多50歲；包括教務長

李克讓以及後起之秀的翁政義，學務長李士崇、文學院院長吳振芝、理

學院院長田憲儒、管理學院院長周春堤，以及醫學中心籌備處執行秘書

黃崑巖。

其中工學院院長馬哲儒，更是備受矚目；彼時，工學院擁有15個

系所，超過全校系所總數的二分之一，呈現一黨獨大的局面；相對的，

在校務任務的分工上，也責無旁貸地肩負起較重的壓力。

夏校長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機關首長，他滿懷旺盛的企圖心，使他不

僅白天行程滿檔，似乎未曾錯過任何寶貴的分秒。即使下班後也不得

閒，若在校務發展上有所新的思維，或找到新的突破點，乃等不及天

亮；上班後立即通知相關主管前來辦公室討論。此刻，身為第一大院的

工學院馬哲儒院長，其被邀的機率自然最高。馬院長也習慣性的提早上

班待命。每次看到馬院長面帶笑容、雙手捧著資料地走進校長室，似乎

胸有成竹地預測夏校長會出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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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馬院長不僅會解題，而且也會命題。他能舉一反三地歸

納夏校長可能會涉及的配套子題，所以每次馬院長來校長室時都帶著

有解的問題來見夏校長；並且按各項業務的進度表按表操課。也許是

英雄所見略同，馬院長的大膽假設，常提供了夏校長的新靈感。

強將之下無弱兵，與夏校長並肩作戰六年的馬院長，於民國77年

夏漢民榮升國科會主任委員後，馬院長在人才輩出的成大主管中脫穎

而出地被教育部毛高文部長聘為成大第八任校長。

因為對校務的充分瞭解，所以一上路就全速進行。在兩任六年內，

為成大奠定了承先啟後之基礎。其中在學術系統方面，使醫學中心和

航太實驗場，由誕生成長期邁向成熟期。在校地的擴張上，任內取得

安南校區、歸仁校區、以及自強校區北半段，為成大提供了未來的發

展用地。在建設經費上，馬校長任內爭取27億元，在成功校區興建了

圖書館總圖以及在自強校區興建五棟工學院各系所大樓。在軟體制度

上，馬校長任內設置研究發展處的前身研究發展委員會。此外，又制

定《校長遴選辦法》，成立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為成大建立永續發

展之根基。

馬校長是一位很會鼓勵、讚美人的長輩，例如:民國84年11月6

日，馬校長在〈發展中的國立成功大學〉一文中指出:民國八十年，為

了紀念建校六十週年，又編印了一冊《成大六十年》。在《成大四十

年》(原校史自臺灣光復後35年起算，於75年出版)和《成大六十年》(

校史後來自日治1931年創校起算，於80年出版)中都收集了許多紀念性

的文字和圖片，印刷相當精美，在編輯過程中出力最多的是李金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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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這段文字，令我雖不敢當卻是很高興。

從客觀的事實見證馬校長在成大校務發展之貢獻自然不在話下。他

待人謙遜的態度，更令全體教職員生至為敬佩。馬校長對後學晚輩常

以鼓勵代替責備。例如民國84年出版的《樹人存稿》一書，我正因為

未做到盡善盡美而自責時，卻接奉馬校長在贈書的簽名上寫著說:「金

振主任吾兄留念:為了本書的出版，吾兄投入諸多心力，在此敬致最高

謝意。弟哲儒84.9.6」。

民國86年，我奉教育部吳 京部長的吩咐，從成大借調返鄉籌設金

門第一所高等學府。坦白說，我對大學的設校流程和建設規劃完全外

行，大多抄襲成大醫學院的籌設模式。校園的整體規劃也是複製成大

光復校區的成功湖和榕園。籌備金門大學過程中，首先由專科改制為

學院，再由學院改制為大學。

在關鍵時刻，我都懇請昔日的成大長官跨海蒞臨金大校園實地指

導。馬校長在百忙之中，都排除萬難撥冗參加。我知道，馬校長是擔

心金門大學若做不好，將會丟成功大學的臉。

民國99年，正逢金門技術學院升格為金門大學時，在評鑑成績備

受質疑時，馬校長在評鑑前夕，再度與昔日夏校長的成大行政團隊風

塵僕僕地來到金門。在繁複的評鑑流程中，馬校長從大處著眼，從小

處著手，他以宏觀的角度指出:今日兩岸的競爭，可由金廈先行。廈門

島已有廈門大學，金門島豈可認輸。是故應以大局為重，力勸金門島

不可沒有金門大學。至於其他技術問題，可逐一克服。

回顧近十餘年來，我仍留在金門工作，鮮有機會回成大向馬校長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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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驚聞馬校長於父親節回天家，哲人雖遠，昔日談笑風聲之謙遜典

範猶存。令我萬分的不捨與感恩。

李金振校長伉儷感恩餐會，邀請夏漢民、馬哲儒、黃定加等校長。

肆、追思文 ● 十三、憶馬校長時代的行政點滴 / 李金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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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永遠的老師 馬哲儒先生

黃　奇
國立金門大學前校長

今年是我辭去成大化工系教職屆滿三十年，雖然離開了臺南及成

大，但三十年來，若有機會回臺南，都會到化工系館走動，因為在系館

內可以與昔日的老師和同事敘舊。自從馬老師退休後，系上為他在系館

五樓退休教師休息區保留了一個小房間。一二十年來，每次回到系館，

若時間允許，都會特意到五樓，十有八次會見到老師在房間內讀書或寫

字，一點都不像退休的人。但在過去一兩年多來，我再也沒在系館內遇

見過他，據悉馬老師因年邁行動不便已無法外出家門。十天前從Line群

組中得知老師住進成大醫院安寧病房，八月八日父親節早上收到臺大化

工系何國川教授傳來馬老師辭世的信息，我的腦子裡開始浮現老師過去

的種種。

五十年前我是大二生，馬老師教授我們班上單元操作一、二兩門化

工重課。那時他剛從美國歸來不久，國語講得不是很流利，我們學生聽

課要等他講述一個完整的概念是有點吃力。馬老師授課時除了講話慢，

在黑板上寫字畫圖也慢，因此沒有被疲勞轟炸的感覺，反而有時間反芻

消化，記憶也就特別深刻。自大二起到博士班畢業，從聽課、考試、看

他做的研究，發現馬老師的思維不受傳統化工教育的束縛，極具前瞻性

與創新性。他是臺灣第一個做海水淡化研究的學者，他出的考題也很特

別，如從中東運石油回來要如何在油輪上煉油? 從南極拖一個冰山回來會

被融掉多少? 抽油煙機油滴打在濾網的機率有多高? 他跟我聊到人類使用

核能會產生新的環境汙染--熱汙染，因為核能屬於熱能，要把熱能轉換

成功，根據熱力學的原理必須排熱到周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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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老師人如其名，是一位德智兼備，待人溫文儒雅的賢哲。他不嚴

肅，臉上永遠帶著笑容，對學生和藹可親，在化工系他對待學生輩的同

事客氣且尊重，在學校他不是強勢的行政主管及校長，主持會議遇有反

對的意見，他會不慍不火以耐心來溝通。有一次在校園內，電機系的王

惠然教授告訴我說，在會議上若有人與馬校長爭吵，會落得一個欺侮好

人的罪名。示弱無敵手，在那校園民主意識高漲的年代，馬老師以智慧

示弱而非懦弱，校務得以順利推展。馬老師深知為政為師不在多言，言

教不如身教，他不會對人諄諄教誨，完全以表裡如一身體力行來樹立榜

樣，並以一貫謙虛誠懇的態度及高尚的品格贏得學生、同事、部屬、以

及學術界朋友的一致愛戴與尊敬。我也是在大學裡教書，除了教學與研

究外，也兼任過學校的行政主管，不管是當老師還是當主管，馬老師一

直是我學習的對象，尤其在為人處世及人格修養方面，深受其影響。

從學生時代在課堂上認識馬老師開始到現在已有五十年了，在這麼

長的歲月裡我和他也有不少的互動，許多有趣的談話和往事值得傳述，

在此略提一二。在馬老師擔任校長期間，我曾被校務會議選為經費稽核

委員，有機會見到學校的經費預算及使用情形。年度結束了，看到校長

的特別費還有不少的結餘，我感到很驚訝，因為之前聽說特別費有一半

可以不用檢據核銷，只要寫一張領據就可把錢領出。後來臺灣政界發生

多案機關首長特別費的弊端，我才向人提起馬校長的廉潔，也當面向馬

老師提起他特別費結餘的事。他說使用特別費每一筆都要檢據也有不可

行之處，譬如去探望蘇雪林老教授，包了一個紅包給蘇教授，總不能拿

一張領據給蘇教授簽收，那多失禮啊! 很多人在退休後花很多時間在爬山

或運動以養生，馬老師以前沒有運動的習慣，有一次我在他的退休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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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跟他聊天，問他退休後有沒有運動，他回答說烏龜沒甚麼在動，壽

命也很長，若拼命花時間運動來延長壽命，是拿能做事有用的時間換取

年老時沒法用的時間，是不值得的。由此可知馬老師珍惜寶貴的有用時

間，不是為活著而活著，而是活著為做更多的事。

擔任行政主管時，馬老師一向十分公正，但他在做工學院長時，卻

破格幫我生上教授。話說當年成大是由省立改成國立，學校看似升格

了，但校內各學系各層級教師的編制員額是固定的，若某一級的教師

員額沒有空缺，下一級的教師是無法升等的。因為這個僵化的規定，

我雖然努力做研究，研究成果的質與量也超過了升等教授的門檻甚多，

但連續兩年的升等申請都未獲通過，直到第三年我以副教授職級獲得了

國科會第一屆的傑出研究獎，馬老師特別想到用我對學校有特殊貢獻的

理由，說服院、校教評會委員及校長專案讓我升等教授，從此我的職涯

發展就十分順遂。由於馬老師在學術界德高望重，遐邇聞名，做學生的

我，遇有獎項的申請抑或職位的升遷，常會麻煩老師寫推薦信，希望藉

助老師的聲望及公信力為自己加持，他都樂意幫忙，親自撰稿慢工手

寫，好令人感動。我回到家鄉金門大學擔任校長，上任及卸任時，都邀

請馬老師及師母到金門參加典禮，事後馬老師都親筆來信致謝，讓我感

受到一位長者對晚輩的愛護與客氣，由於馬老師的字體有獨特的風格，

我還特意將信保留下來典藏。 

馬老師逝世的噩耗在「歷任大學校長」的Line群組內傳開後，許多

大學卸任的校長紛紛表達對他的感念。看到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校長寫道

「令人遺憾，很少看到如此自然，以校為家的領導人」的留言，讓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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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前在化工系舊系館的情景。馬老師每天很晚才會回家吃飯，而我吃

過晚飯後約七八點的時到系館，經常遇到他剛離開辦公室，當我半夜

十二點多要回家睡覺，常會碰到隔壁礦油系(已更名為資源工程系)的廖學

誠教授剛要進研究室工作，長期如此規律的交班，就有其他同事笑稱我

們三人在成大輪夜班。的確，馬老師是以校為家，退休前如此，退休後

亦是如此，一生沒有閒著的時候，令人敬佩。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以馬老師高尚的人格作為前行的標竿和航行的

燈塔，沒有偏離正道，也沒有在大海中迷航。在過去半百年的歲月中，

馬老師對我而言有多重身分，他是我的學長、老師、同事、系主任、院

長、及校長，但不管他的職位如何的改變，除了在正式的公開場合外，

我都稱呼他老師，因為師生是最真誠的關係，是老師對學生無怨無悔的

付出，是學生對老師發自內心的感恩與尊敬。小時候在家鄉金門講閩南

語，「先生」就是老師，小學生都會用姓加一個「先」(讀音接近國語的

顯字)字來稱呼某一位老師。在成大化工系，我們私底下也會稱馬老師為

「馬せんせい（Sensei）」。

馬老師畢生奉獻高等教育，育才無數，賢明領導，拔擢人才，功在

國家。如今馬老師以「哲人無憂儒生無慮」走完他精彩豐富的人生，享

九十三歲高壽。雖然我們五十年的師生緣已盡，為生者除了為老師的離

去感到難過與不捨外，特撰此文，以表達對永遠的老師 馬哲儒先生表達

無限的懷念與感恩。

肆、追思文 ● 十四、懷念永遠的老師 馬哲儒先生 / 黃　奇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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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馬前校長哲儒博士

楊明宗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系名譽教授

馬前校長哲儒8月8日上午8時33分安詳辭世，享耆壽93歲，消息傳來讓人

不捨。馬校長自赴美深造學成歸國即返母校成大化工系任教，歷任系主任、工

學院院長及校長，退休後除了身體違和期間外仍幾乎天天到研究室，可說一生

都奉獻給成大。待人溫文儒雅、虛懷若谷，不論貴賤高低皆一視同仁，備受教

職員工生之敬重與愛戴，他的離去對成大及國家社會而言實為一大損失。

余於夏漢民校長任內兼任兩年總務長的行政職務，馬校長繼任後獲留任

在原職續予服務。由於校長室及總務長室分別在行政大樓2樓走道兩側，故

每當兩人同時加班時，他偶而會來我的辦公室閒聊，得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及

理解他的待人處事及治校理念。今謹就觀察體驗的心得形諸筆墨，以表對馬

成大馬前校長哲儒（中）與成大統計系名譽教授楊明宗（左）、

成大化學系第 6 屆系主任葉茂榮合影。



077 J     R     M 

校長之崇敬及追思心意。

一個組織要運作順暢，把適當的人擺到適當的位置上去發揮其才能最為

重要。馬校長上任後，留任了多位現任主管，使重要校務能無縫持續推動。

他用人唯才，並多方徵詢取才，在當年尚未實施主管遴選制度時，他已先行

實施。他曾說：「其實選出來的人，與我心目中的人選是差不多的。」不久

管理學院院長出缺，他曾問我有無校外適當的人選，我回答「有一位交管系

系友劉水深，在政大企管所任教，曾擔任所長一職，應是適當人選。」他回

應說：「我馬上去找他，因李茂雄教授也推薦他」不久管理學院召開院務會

議，馬校長親臨說明，並經院務會議投票通過劉水深教授擔任院長，只可惜

劉院長僅任職一年即轉任大葉大學校長。但後續院長之任用，仍組成非正式

的遴選委員會遴選。

民國73年實施大學聯招新制，夏校長對此新制度的實施成效非常關心，

且各學系應如何因應此一新制，希望時任統計系主任的我進行研究分析，費

了近半年的時間完成了研究報告，而結論中的建議事項，涉及教育部權責

者，也由夏校長轉請教育部參考；至於校內的5個學院中，僅有時任工學院

院長的馬哲儒教授立即召集全院各學系主任，邀我做簡報，提供他們設定聯

招選才標準的參考。能掌握機先，精準決策非他人能及。

我在總務長任上，臺南市政府的某項計畫將破壞校園的完整，為此馬

校長與我專程前往拜會市長，希望不要執行該計畫，離去時馬校長甚至說出

「此計畫若執行，我校長就不幹了」的話來。結果在馬校長任內該計畫始終

未實施，使校園的完整得以持續多年。

身負校務行政重任，總希望各學院間能均衡發展，有一次他告訴我說：

「目前各學院間管理學院看起來較弱，需要予以適當的協助。」於是在當年

度教育部核給學校的81會計年度的教師員額中，他批示「管理學院工管系增

教授1位，統計系增教授4位、副教授1位」，管理學院能有今天的發展，馬

校長可說功不可沒；至於對各院系所經費的分配，亦一改過去的集中制，給

予各單位較大的額度，以自主發展特色。

肆、追思文 ● 十五、悼念馬前校長哲儒博士 / 楊明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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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需要持續的發展，但校地若不配合擴充，恐怕會使發展受到限

制。馬校長任內，除接棒完成自強校區大學路劃分之北側9.57公頃及歸仁

校區21公頃土地之價購外，對安南校區之購置亦逐步排除障礙，奠定日後

順利取得的基礎。

安南校區75.73公頃，原為製鹽總廠之鹽田，臺南市都市計畫將該處

劃為「文大5、6、7」，並於其旁規劃一「文中」的中學用地。「文大」

之三塊土地分別考量作為「南商升格商專」、「護校升格護專」及「南師

遷校」之需，經馬校長爭取，市府同意作為成大用地；而地主製鹽總廠余

光華董事長說只要都市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則可依公告地價的1.4 倍價格

價購，同時可將緊鄰之「文中」用地一併以成大附工之名義買下。因此為

求早日定案，馬校長擬與我親自拜會內政部吳伯雄部長，希望早日將臺南

市都市計畫變更案排入議程審議，但他突因視網膜剝離住院，只好由我單

獨赴會。而在某次宴會中，地主余光華董事長知我已戒酒多年，卻勸我喝

酒，我告以：「若購置安南校區土地乙案能簽約，我便喝」，他應允，為

了學校我只好不計後果破戒當場把一大公杯的陳紹喝光，沒想到在旁之馬

哲儒校長亦主動斟滿同量的陳紹一飲而盡，隨後翁政義教務長及顏富士教

授亦跟進。在馬校長任內雖先取得其中30.93公頃，但後續可以順利取得全

部校區土地可說是水到渠成吧 !

學校執行14項國家建設計畫「成功大學成立醫學中心」子計畫，醫院雖

於民國77年6月12日在夏校長任內啟用，但僅開放1至4樓，其餘各樓層仍局

部施工中，後續的施作及工程與設備驗收等計畫執行由馬校長接手，約有一

年的時間始結案。這期間經建會(今之國發會) 負責計畫之管考，要求執行醫

療網子計畫之臺大及成大前往專案報告。會議由錢復主委主持，臺大由醫學

院及醫院相關人員出席報告；成大則由馬校長領軍，我負責報告。會後馬校

長有感而發說：「臺大把計畫執行當做醫學院的事；成大則把它當做全校的

事來執行。」無怪乎成大較臺大先行完成計畫之執行，而為14項國家建設中

僅次於中鋼擴建計畫完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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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國家建設計畫可說功勞不小，論功行賞本校計有夏漢民前校長等5

人獲頒行政院三等功績獎章，另有多人分獲大功2次、1次等之獎勵，而身為

計畫結案者之馬校長，謙沖為懷，婉謝獎勵，令人敬佩。

當年大學校長尚未實施任期制，但當他就任快6年時，他曾說「做了快6

年的校長，能力範圍內能做的都做了，就應該換別人來做。」不久後，即看

到報紙報導教育部郭為藩部長宣稱「成功大學馬哲儒校長寫信向他請辭校長

職務」，這種豁達心胸，不計名利的作為，足為典範。

馬校長任內亦陸續完成一些學校軟硬體設施，購置成大臺北聯絡中心(

現改稱成大臺北辦公室)，使學校在臺北有一落腳活動的場所；設置成大幼稚

園，使年輕同仁不必為幼兒的教育而煩惱；完成雲平大樓東、西棟之興建並

將行政中心遷入，有一集中且舒適之場所提昇效率；完成勝利八舍及敬業教

職員單身宿舍之興建，解決學生與教師之住宿問題；而任上正興建中的尚有

管院、造船、化工及會計等大樓，充裕教學空間。

有人說若要害一個人，就請他去編雜誌，馬校長卸任校長職務後曾有

16年的時間，主編科技部之《科學發展》月刊，自349期至540期，除邀約

撰稿人外，每期並寫一篇字數有限卻能涵蓋整期概要以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

「編者的話」，以他充沛的人脈及淵博的知識，輕易地圓滿達成任務，對傳

播科學知識及概念貢獻甚鉅。

馬校長在追悼夏漢民前校長時說：「成功大學有如一座金字塔，從籌

備、創校直到現在，是由無數師、生、員、工，大家一塊一塊地用石頭堆積

而成的。夏校長是曾經堆了不少大塊石頭上去的一位，堆上去的石塊難免被

後人的掩蓋，但它們卻是後來者的基礎，當然，最大的石頭是不易被掩蓋

的。」馬校長一方面是延續夏前校長的施政，另一方面則施行新政。他所說

的這番話若用以描述他自己亦不為過。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範永留存。謹以此文敬表對馬前校長之崇

敬與哀思。

肆、追思文 ● 十五、悼念馬前校長哲儒博士 / 楊明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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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懷馬校長

黃定鼎 廖美玉
國立成功大學前主任秘書

國立成功大學前中文系主任

我們從美國返臺當天，就趕回到臺南，希望能去探望馬校長，無奈緣慳

一面，第二天早上八點多與楊教授聯繫，尊敬的馬校長已經離開我們了。心

裡明白馬校長不喜麻煩別人，卻還是難掩哀傷與悵惘。

可敬可親的的馬校長，是我們不管走到哪裡，都會想起的一位長者。往

事歷歷，我們各自以自己的口吻，傾訴馬校長的好，是許多人的共同回憶。

民國77年馬校長就任國立成功大學校長，當時教師會尚未經教育部核准

設立，成大同仁率先成立了教師聯誼會，我在擔任理事主席期間，每當例行

會議決議向校方提出的建議方案，都親自面陳校長說明，馬校長仔細垂詢議

題的細節，並感謝教師聯誼會的理監事們為學校的發展提供建言，而教師聯

誼會的提議也多獲得了正面的回應。在歷次互動中，深深感受到馬校長溫文

儒雅隨和的氣度，他親切待人戳力為校的處世風範，在我們心目中留下深刻

而不可磨滅的印象。

民國78年我剛到成大，記得第一個學期末，文學院在鳳凰劇場舉辦一場

座談會，馬校長親臨會場，同仁發言很熱烈，我也被點名發言，就隨口說了

一些教室設備之類的意見。過完寒假回到學校，在雲平大樓的階梯上遇到馬

校長，他親切地對我說：妳的意見，我們都做到了。我一時沒會意過來，只

是誠心道謝，等進了教室，煥然一新的教學設備，心裡很是感動，慶幸能遇

到這麼用心的好校長。印象最深刻的，是要吃二個便當的校務會議，對於每

一個提案，馬校長總是不厭其煩的傾聽委員意見，務求把事情弄清楚、講明

白，做了決定就大家遵守。每次開完會，都有很安心的感覺。

第一次傾聽馬校長的致詞，是到鹿港參加中文系施人豪教授的告別

式，馬校長很努力、時有停頓的講完了話，我聽得有些著急，聽完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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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感動。往後中文系的鳳凰樹文學獎、鳳凰劇展、研討會等開幕致詞，

馬校長的致詞總能貼合活動性質，深具啟發性，也總會留到該場次的結

束，甚至多留一個場次。深深感覺師生的用心有被看到，好些話，馬校

長都聽進去了。特別喜歡聽馬校長的婚宴致詞，妙語橫生，總聽得滿心

歡喜，相信好事已經發生了。

馬校長以校為家。記憶中，走在校園，很容易就會遇到馬校長，遇到了

也不用擔心冷場，馬校長總是很容易就開啟一個話題。記得有一次，是晨掃

時間，馬校長說著落葉其實不需要掃，它本來就屬於土地的，地上的落葉一

點都不礙眼；需要清掃的是人為的垃圾，紙屑、塑膠袋啊，有礙觀瞻。馬校

長很重視生活教育，他說，老師教學除了傳授專業知識，也要把生活的道理

教給學生，這在理工科的課程並不容易，要想辦法才能技巧性地說一些。人

文課程很自然就可以帶到有關生活的話題，要我們盡量把生活與生命的道理

教給學生。

馬校長致力於科普教育，退休後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不止一

次聽著馬校長說，寫科普文章很不容易，審閱科普文章更難，要邀請、拜託

很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馬校長還說，他有一份黑名單，凡是文稿或意見

寫得又認真又具體切要的，就會成為他的黑名單，常常要去麻煩他。說的時

候，馬校長笑得很開心。深深感覺到，馬校長對學術服務的知之且樂之。

因緣際會，我們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馬校長和楊教授，伉儷情深，相知

相敬，又能自在自得。退休後，偶然在音樂會等場合遇見馬校長、楊教授，

依然如沐春風。

馬校長虛懷若谷，雍容謙和，溫厚誠摯，是我們念茲在茲的典範。高山

仰止，德澤長流，我們永遠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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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馬前校長哲儒教授

詹錢登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

 今年父親節8月8日的上午我們悲痛地得知，我們敬愛的前校長馬哲

儒教授已於當天上午8點30分平靜地離世。內心充滿難以言喻的不捨之

情。馬校長於1931年誕生，正是我們成功大學創校之年，他享壽93年，

他的智慧如磐，他的品德將永世流芳。

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工程系完成博士學位後，於1992

年8月受聘於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當時的校長正是馬校長（任

期1988-1994）。因此，我第一張教職聘書是由馬校長親自頒發的。

自加入成大以來，我在各種會議和聚會場合有幸與馬校長交流。他給人

的印象是一位謙遜的君子，親切又平易近人，善於以簡單的語言和小故

事傳達深刻的道理，鼓勵我們。馬校長對於我們這些新進的教師充滿關

心。我曾提及我畢業於新竹中學，他告訴我他也曾就讀過新竹中學。這

使我感到親近，也引以為榮，因為我們學校的傑出校友成為了我的上

司，讓我倍感榮幸。

馬校長非常重視教學。我至今仍記得在一次學校教師節慶祝活動

上，他在優秀教師頒獎典禮上，對得獎教師說，他已在我們的額頭上標

記了「優良教師」的標籤，以後我們這些老師就不敢不優良了，肯定會

持續做好教師的工作。這番話深深震撼了我，也深深感動了我。自從獲

得優秀教學獎以來，我遵循著這個標準，持續努力，保持著優質的教學

工作。

馬校長也曾經擔任過六年的工學院院長(1981-1987)，帶領著工學

院的發展。在他擔任院長及校長期間，他總以耐心的溝通和全心全意的

奉獻精神，全力投入校務行政工作，為學校長遠的發展努力。當他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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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職務，退休之後，他仍然活躍於校園活動，熱情參與各種活動和

研討會，擔任致辭貴賓，鼓舞著大家。馬前校長將永遠被我們珍愛和懷

念，他的影響將在我們心中永不磨滅。願我們將他的智慧和品德傳承下

去，繼續為教育事業努力，讓他的精神在我們的教學中永遠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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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文儒雅　努力不懈奉獻

許瑞榮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教授

成大物理系許瑞榮教授自 1989 年來到成大任教就與馬校長結下不解

之緣，「第一張聘書就是馬校長給的。」而馬校長夫人楊友偉也是物理

系的教授，馬校長夫婦常連袂參加物理系餐會或旅遊等活動，也讓他有許

多親炙馬校長的機會，甚至到馬校長家叼擾。長達 34 年頻繁互動之間，

「更加深刻感受到馬校長是位令人尊敬的長輩，溫文儒雅，努力不懈地奉

獻。他的為人猶如其文章風格，質樸無華，卻感動人心。」

「雖然知道馬哲儒校長近年來健康大不如前，但聽聞到他仙逝，內心

還是有著言語難以形容的不捨！」許瑞榮教授透露，得知馬校長辭世的消

息時，他正出席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會議，當下腦袋突

然當機好一陣子。

馬校長夫婦常連袂參加物理系活動，圖為日月潭旅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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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奇妙的緣份是，許瑞榮教授轉換學術研究路道也與馬校長有

關。許瑞榮教授回憶，最初的研究領域是理論物理、黑洞物理學、非線性

動力學。後來因為馬校長說服吳京教授參與成大校長遴選，吳京校長上任

後網羅了李羅權院士到校任教，開啟了成大參與太空計畫：福爾摩沙二號

衛星科學酬載計畫－高空大氣閃電影像儀（ISUAL），他也因緣際會下捨

去鑽研多年的專業，投入較陌生的領域與團隊。

歷經了一段辛苦過程，團隊交出漂亮的研究成果「Gigantic jets 

between a thundercloud and the ionosphere」，論文登上頂尖國際期刊 

Nature。而此衛星升空前就得到的甜美果實，是團隊用一套不到 20 萬元

的自行拼裝儀器所觀測到的結果。後來許瑞榮教授在成大九十周年校慶專

刊「藏行顯光 成就共好」中馬校長的專訪文章，看到馬校長曾說自己最得

意的研究成果是「沒有貴重的儀器，大多是自製的而可以得到世界級的結

果」時，感受到無比的榮幸，「居然可以與馬校長有相同的體驗。」

從此許瑞榮教授更將馬校長完美詮譯「事在人為」的話語，放進自己

的內心，日後在設計科學教案與推行科普活動時也都會想到這句話，斟酌

如何應用較少的經費獲得最棒的成效。

馬校長最讓人佩服的是，時間到了，該轉身的時侯就轉身，卸下校長

職務後，完全交棒，毫無懸念地投入另一項他認為有意義事業—推動科學

普及，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投入。馬校長曾

經說過「不管人的年紀多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總是好事」。許瑞榮

教授說，自己也到屆退的時刻，現在回味馬校長那句話，格外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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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榮教授表示，現今是科技、科學時代，國民若普遍具備科學基

礎，對個人或臺灣未來產業發展都會是正面的。自己與馬校長一樣，很認

同推動科學普及教育。可是，馬校長有幾次邀約加入《科學發展月刊》編

輯行列，自己卻因本身的太空計畫以及在國科會擔任複審委員，抽不出時

間而未能跟隨馬校長學習，只有偶而為月刊寫稿。等到後來比較有空，可

以協助《科學發展月刊》相關事務，月刊卻停刊了，每每想到這件事情，

內心不免覺得愧疚。

馬校長的言談充滿人生經驗與睿智。許瑞榮教授指出，很多「談生涯

規劃」的相關課程邀馬校長演講，但馬校長在演講時卻會告訴學生「可以

規劃的人生就不叫人生，人生是充滿未知，等著我們去闖去開創的。」許

瑞榮教授說，對照自己學術研究轉換跑道，人生的確是充滿未知，之後也

常以此與學生分享，鼓勵學生勇敢地跳出舒適圈，去開創未來。

馬校長與夫人楊偉友教授鶼鰈情深、互動也很讓人羨慕。許瑞榮教授

表示，馬校長夫婦參加物理系尾牙或旅遊活動，馬校長總會顧慮到夫人的

身份，本著眷屬身份「婦唱夫隨」，那種發自內心敬重、疼惜太太的心

意實在不多見。在馬校長影響下，週遭的人包括自己在內，也都身體力行

疼惜老婆。許瑞榮教授感嘆，馬校長的長者風範、對晚輩的照顧，受益無

窮，「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範永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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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哲儒老師的退休與退而不休

楊毓民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教授

老師是我在成大化工系唸碩士班和博士班時的指導教授，我則在完成

學業以後繼續留在成大化工系任教，算一算日子與老師相處的時間至今竟

然已經長達46年。我自己也才剛剛(今年8月1日)從化工系退休，因此，對

老師的退休與退而不休特別有感觸。

老師是在91年2月1日退休的，到現在已經超過21年了。

老師退休的時後，大家都祝福老師「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是，老師退休以後，事實上是退而不休。從退休的第一天開始，老

師就接任國科會「科學發展月刊」的總編輯。「科學發展月刊」原本有它

的功能和任務，但是當時國科會的目標是將它轉型成為科普的雜誌，希望

讓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讀者就能看得懂。被邀請寫稿的人通常都很有學

問，但是寫出來的文章適不適合科普，又是另外一回事，這當然就全靠總

編輯的把關。因此，從邀稿，修稿，到校稿，還有撰寫「編者的話」，真

是有得忙了。所以，老師「從此，過著忙碌的幸福快樂的日子。」

當時，我剛好擔任系主任，因此，在系館6樓，協助成立國科會「科學

發展月刊」編輯辦公室。此後，不管是在老師自己的研究室或月刊編輯辦

公室，時常都可以看到老師的身影，在為月刊編輯事務忙碌。直到老師卸

任總編輯職務，前後整整16年。

所謂月刊就是一個月要出一期。辦過出版業務的人就知道，是有很大

的時間壓力。老師有的時候，為了爭取時間，想在禮拜六上午就能將校對

稿寄出，以便國科會經辦人員可以在禮拜一就可以收到，馬上接手後續工

作，就請師母開車送他到郵政總局郵寄稿件。因為經常發生，郵局的人都

肆、追思文 ● 十九、馬哲儒老師的退休與退而不休  / 楊毓民教授

學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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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老師了，所以老師退而不休的事，連郵局的人也都知道。

老師偶爾也要到臺北出差開會，在回程的沙崙線接駁車上，老師跟師

母有一個通關密語。當接駁車到「保安」站的時候，老師就用手機打電話

給師母，這樣，當老師走出臺南後站的時候，師母也到了。有一次我跟老

師同行，我說我來送老師回家就好了啊，可是老師顯然還是比較喜歡師母

來接。老師和師母鶼鰈情深，一路扶持，到今年結婚剛好屆滿60年，是難

得的鑽石婚，也是後輩們羨慕和學習的模範。

最後，希望老師在天上，「從此，過著真正的幸福快樂的日子。

馬校長「編者的話」簽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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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馬哲儒教授的身影

何國川
國立臺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我在成大化工系唸大學部的最後兩年(1976-1978)，選修馬老師所

開授的三門課：核子反應工程、化工數學與輸送現象。當年成大化工系

老師衆多，兩年內修同一位老師三門課的學生確是不多。大三上核子反

應工程一課馬老師選了一本教科書，內容涵蓋核分裂、核融合、連鎖反

應、核子反應原理、核子反應器種類、單相流/雙相流、熱傳送、核子反

應器設計、操作與安全等等。至今仍有印象從這本教科書中第一次看見

先進國家核子反應器的真實照片。上了這門課幾週之後，我開始有一種

身為工程師的感覺。沒有想到期中過後，馬老師安排修課同學在期末考

完之後參觀正在興建中的金山核二廠。在馬老師主動聯繫以及細緻的安

排下，當日大伙在廠方高規格接待與精心的簡報之後，我們在全副核防

護裝備下(衣、帽、護目鏡)爬上反應爐核心區，一窺燃料棒與石墨中子減

速劑放置的位置，並檢視浸在水中的放射性燃料棒。頓時核工課本的內

容與眼前的巨大核電廠內部產生了連結。我想這是馬老師精心安排我們

參訪核二廠的動機—-他要讓學生們去體會課程與實務是息息相關的。

大三下第二門課我選修馬老師開的化工數學，馬老師選用的是1966

年John Seinfeld　& Leon Lapidus著作的Mathematical Method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這是一本適合化工系大學部高年級以及研究所

的教科書。我記得馬老師對我們修課的學生說：一本好的教科書最好是

唸完或上完課之後，有些懂、但有些還是不太懂的那種。他對我們說：

上這一門課，他是一面自己唸、一面教 (用白話文說就是現買現賣)。這

個課程他經常是上課前一天晚上，把自己關起來將內容弄懂的（這點師

母最了解的）。我們修課的同學也都知道，上課前一天晚上不必去找馬

老師問問題，事實上要找也找不到。馬老師上課不是那種口若懸河那型

肆、追思文 ● 二十、緬懷馬哲儒教授的身影  / 何國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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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學生總可感受身教、言教、甚至哲理，進而啓發自我領悟。這門

課給我最大的感想是：馬老師上課是跟你玩真的，一點也不會含糊。

大四下那年我修習馬老師的輸送現象一課，這門課是化工系選修最

熱門的課程之一。有了前兩次修課的經驗，我一開始就將這本教科書

(BSL, Transport Phenomena)當作聖經，抱得緊緊的。雖然馬老師都有

將教科書的內容講述完整且清楚，後來我卻發現馬老師考試的題目靈活

無比，學生非得融匯貫通，否則休想得高分。修畢這門課給我最大的啟

示是：融會貫通才是真正的了解問題的指標。瞭解課本的例題與做完課

本的習題都只是修課最起碼的第一步。

研究所放榜之後，我第一時間就去找馬老師，希望他能指導我碩士

論文。沒想到他卻告訴我：成大化工系有眾多很好的教授，可以供我選

擇。建議我應該多找幾位我有興趣的教授聊一聊。馬老師說：我修過他

的三門課，他認識我、我也認識他，我應該多跟其他老師認識、多學

習，並擴展視野。當時我有點矛盾，一方面覺得馬老師的話有道理；但

另一方面，卻覺得馬老師是不是看到我哪裡不夠好？不適合他的實驗

室？當日我立刻再去找兩位教授，探詢其研究領域。第一位跟我說，這

一屆研究所工程數學的考題是他出的，他說過去出研究所的工程數學考

題沒有人考滿分，而這一屆卻出現一位考滿分。之後他就問我的名字，

然後對我說：雖然不認識我，但對我的名字有印象。接著他說：既然

工程數學你都考滿分，而我的研究是靠數學的，你要不要考慮先去跟做

實驗的先生？這樣才可以開展你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我聽了似曾相識

的話，感覺自己像人球，但因為大學四年期間，我對成大化工系的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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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具信心，因此就接受建議再去找第二位教授。第二位教授得知我的來

意之後問我：你有沒有帶這次研究所考試或大學部的成績單來？這時我

才猛然意識到我一放榜就去找教授，完全忘了帶學校給的官方文件。也

許是緣份、也許是我執意要跟馬老師，第二天當我再去找馬老師，並告

知已跟兩位老師談過之後，馬老師就說，既然我已經跟另外兩位老師談

過，他可以收我當研究生。

我在1978年暑假進入馬老師實驗室之後，過了一個學期，也就是

1979年3月就開始在做Nucleation實驗。記得有一天晚上，馬老師聽到

幫浦抽真空的聲音，覺得怪怪的，檢視之後叫我去加油站買機油加到幫

浦裡，這樣幫浦抽真空才會正常，不會燒壞。當晚我就去加油站購買並

添加到幫浦裡。第二天晚餐過後，馬老師從走廊要到他的辦公室聞到汽

油味，匆匆走進實驗室對我說：何國川，你加了什麼油？我回說：我買

汽油加進去了。他立刻說：馬上把電源關掉、汽油會燃燒很危險的。這

時我才知道闖禍了：將馬老師說的機油聽成汽油！最讓我感動的是：馬

老師當場並沒有責怪我，只對我說：何國川，這件事不要讓別人知道！

馬老師大概擔心這件事說出去，我會被研究生嘲笑。41年後的2020年我

有幸獲頒「第22屆成大化工系系友傑出成就獎」，上台致詞才將此事公

開。當天我問馬老師：記不記得我當年機油/汽油傻傻分不清的事？馬老

師看著我笑笑地說：不記得！他那慈祥又調皮的臉告訴我：我叫你不要

說，你怎麼說了呢！

在馬老師的推薦下，我1982~1986年在美國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化工系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馬老師與台大化工系李少梅教授（我碩士

肆、追思文 ● 二十、緬懷馬哲儒教授的身影  / 何國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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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口試委員之一) 來Syracuse 大學出席熱傳送國際會議，我開車從

Rochester 去Syracuse 的Hotel lobby 看他們兩位。馬老師非常關心我在

美國的學習、研究與婚姻狀況。對我說，他這次來開會遇見很多很有成

就的學者，並有感而發的對我說：研究很重要，好的婚姻是能做好研究

的重要助力，也不要忽略。得知當日馬老師己報告完畢，我就邀馬老師

要不要順便走訪附近的Niagara 瀑布？馬老師卻說出國的機會很難得，他

還是覺得多待在會場多聽幾場演講比較好。馬老師就是一位這樣心無旁

鶩的學者。今天我緬懷46年前認識的馬老師，他的身影將永駐我心。

第二排左一為何國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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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恩浩瀚、永懷難忘 給老師的話

李玉郎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

老師，我是在民國73年進入您的研究室，近40年來除了在您的指導下

進行研究外，也從您的身上學到很多人生的哲學，更在您的幫助、支持下

走到今日的我。

40年前考入成大化工系時您是擔任系主任的職務，想像中總認為系

主任是威風秉秉，讓學生不敢接近的教授，然而上了您的課後才知道您是

個溫文儒雅的學者，一點都沒有想像中教授、主任的嚴肅。民國73年我

考上成大化工研究所，因為沒有修過專題研究，不知如何選擇指導教授。

此時，您對學生和藹的態度、以及您研究上傑出的成果影響了我，我去找

您，很幸運的您接納我成為研究室的一員。

我在您的指導下拿到碩士、博士學位，這期間您依序擔任院長、校

長，雖然公務繁忙，仍抽空指導我們的研究工作。您對學生研究的題

目、方向給予很大的空間及支持。當時我選擇一個與實驗室研究主題相

差甚多的題目(氣相薄膜蒸鍍)，雖然當初只有我一個人做此一研究，您仍

然在設備、經費上全力的支持。除了研究上，研究室的聚會、餐會上，

您與師母都會來參加，與我們一齊用餐、聊天、喝酒，這時，您就像我

們的家人，沒有師生間的距離。我永遠都記得您說的「金門陳高是世界

上最好喝的酒」。

我博士班畢業找工作時遇到一些困難，在您引薦下我至嘉南藥專(嘉南

藥理科技大學前身)任教，在那裏我認識我太太，我結婚時你跟師母開車遠

到雲林鄉下來參加我的婚禮，祝福我們。我女兒出生後，他們都叫您馬爺

爺，您就像爺爺一樣的疼愛他們。這些往事，我難以忘懷，更滿懷感恩。

近幾年來，系上的活動及我們研究群的聚會您還會來參加，但看得出

肆、追思文 ● 二十一、師恩浩瀚、永懷難忘 給老師的話  / 李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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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您身體漸漸虛弱、行走也有點困難。您90歲生日時，我們幾個學生帶著

蛋糕到您家裡為您慶生，雖然您躺在床上，但還是顯露著微笑，好像以樂

觀的哲學面對這自然的現象。後來幾次出入醫院，看您在病床上受病痛的

折磨真是不捨。雖然心裡對這一天的到來已有準備，但當您真正離開時仍

無法不難過流淚。

老師，雖然您離開了，但我們永遠記得您謙虛雍容的慈祥身影，以及

您對我們的教導及提攜。希望您在另一個國度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享受雲

遊四海、自在、清淨的生活。

第二排右三為李玉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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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馬老師

林世哲
Resonac America Inc. 總經理 / 副董事長

一切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 我們實驗室同學一起聚餐，馬老師作

東。對同學的敬酒，來者不拒，打通關。馬老師一邊暢飲，一邊也面不改

色，不斷地分享一些生活上或學術上的趣聞, 真的是非常開心，盡興而歸。

我真的好希望能再有這樣的機會和馬老師把酒言歡，多聽聽馬老師談笑風

生！

記得第一次和同學到馬老師家做客，剛好外面垃圾車來了。馬師母在

廚房準備茶點給我們吃，突然聽到馬師母叫了一聲:“馬哲儒去倒垃圾 !” 

當下我和同學四目相視都楞了一下。哇！堂堂成大教授，工學院院長在家

裡就是一個丈夫和父親，和我們一般人沒有什麼倆樣。馬老師倒完垃圾，

一副輕鬆的様子，又開始跟我們聊天話家常。這是三十八年的前的往事。

但是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馬老師是一位和靄，不擺架子的學者。

在我當馬老師碩士班研究生的時候，他時任工學院院長，雖然院務非

常煩忙，但是馬老師會盡量撥時間在晚上下班後在院長辦公室和我討論實

驗進度。他對做研究的興趣絲毫未減。馬老師給我機會參與國科會計劃申

請，由於計劃的關係，經過一些安排，我有一次去拜訪中山科學研究院，

當時一位成大學長為了幫我安排住宿和會議的細節，不小心忘了把他自己

宿舍小電器關掉，造成一場小火災。馬老師知情後非常擔心，還好後來事

情很快處理好。馬老師對著我們這些學生說：“如果只是記個小過，那就

還好 ! ”。 雖然嘴上這麼說，可是他的眼神看起來還是非常憂慮。 當下我

的直覺反應就是馬老師真的非常關心他的學生。

有一次到他的院長辦公室準備要討論一些事情。碰巧一位別系的同學

和一位洋人客座教授從他辦公室走岀來。馬老師劈頭就問我：“ 林世哲，

肆、追思文 ● 二十二、敬愛的馬老師  / 林世哲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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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你，要是你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一時之間我摸不著頭緒。後來馬

老師解釋一下來由，我才了解原來這位同學因為選課學分的問題搞不定，

找了一個洋人客座教授來給馬老師壓力。馬老師顯然非常不高興。他對著

我說：“學校各科系都有一定的規定。 真有什麼問題應該和系上老師好好

溝通，找個洋人客座教授來壓我,我為什麼要吃你這個呢？” 當時我就感覺

到馬老師平常雖然溫和謙恭，對學生的請求也幾乎有求必應, 但是他絕對有

他的原則，不和稀泥，當時心裡暗自佩服！

33年多以前，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馬老師和師母能夠參加我在臺南的

婚禮喜宴。當時馬老師是成大校長。由於馬老師和師母“準時”出席晚宴，

反而大部分親友和賓客都尚未入席。因為馬老師太準時了！當時我的父母和

岳父岳母都覺得非常不好意思，怎麼可以讓成大校長先入席在那邊等其他賓

客。不過馬老師依舊是馬老師很高興跟我這個當時的新郎倌開玩笑說了一些

賀禧的話。一切又是那麼和藹，低調和親切，完全沒有一點架子。

我很遺憾到美國工作後沒有機會再回去看他老人家。我只希望能從我

記憶中，簡單地敘述一些和馬老師相處時的生活點滴來紀念這一位溫文儒

雅，讓我永遠懐念和尊敬的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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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板

追思馬校長FB留言合輯

姓 名 留　言

徐菀臨

有幸上過馬哲儒老師的通識課，必須承認我大學的時候就是個混混的
學生，已經忘記課程內容了，但我永遠記得老師在談學習這件事：
他說，學高分子物理、音樂和哲學都是一樣的，學會了他們的「語
言」，就能入門掌控這門學科。
雖然只記得這句話，和老師跟胡適握過手的故事，但也終生受用了。
謝謝馬哲儒老師，祝你一路順風，晚安。

林慧真

看到消息還是有點感歎。
馬校長任內雖是很早期的事，但博班期間我剛好在博物館打工，要出
版成大校長系列叢書。一次和主管去馬校長研究室拜訪，討論書籍封
面和讚詞題字，只見他的研究室桌上、地上疊滿了許多書籍，幾乎沒
有走路的空間。
他說話溫文儒雅，他一邊整理手上資料一邊告訴我們，不要原來那些
題字，把他寫得太豐功偉業，只要實述他做了什麼事績就好。有些校
長恨不得把他寫得不夠偉大，但馬校長沒有，真正的虛懷若谷。
後來有次接待港中大的老師，順帶被叫去一起吃飯，當時馬校長和馬
夫人也在場。馬校長不多話，有一種穩穩的氣場，卻又不會讓人感到
嚴肅。他注意到我很少動筷子，系上老師解釋我吃素的關係，他說道
自己也曾經吃了好幾年的素，說完舉起酒杯向我敬了一杯，嚇得我趕
緊起身回敬。
後來有幾次在學校附近遇到馬校長，他也許不認得我，但只要我向他
問好，他就會淺淺一笑跟我點個頭。
在我心目中真正是有風骨的學者和儒者。

陳耀煌
馬校長是我師丈，因肺炎在成大醫院治療，後因感染COVID 19 ，肺炎
加劇，住進成大醫院安寧病房，於今天父親節辭世。

馬忠良

敬悼馬校長哲儒
一九八九年，在下在成大外文系服務，有一天正要午休，突接馬校長
的電話，要我在我辦公室等他，少頃，見他騎着腳踏車，滿頭大汗而
來，一踏進我的辦公室门檻，他就直言要我接訓導長職務，他見我面
有難色，脱口冒出來「咱们兄弟！」四字，我就為了這四個字走上了
學運頻繁的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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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馬忠良

黃大德

吳欽杉

追思馬校長FB留言合輯

留　言

馬校長雖係工學院出身，但温文儒雅，謙冲自牧。最為同仁樂道的是
上下班以腳踏車代步，在校園內如遇相識的教授，必下車陪他走上一
程。每逢春節必携帶慰問品至最年邁的教授家致意及至各校區警衛室
慰問初夕夜不能回家喝團圓酒的同仁。我的英文法與修辭老師于希武
教授為此特擺酒席一桌，請胡漢傑教授及我作陪，于教授年九十四歲
且耳聾，席间只说了一句話：「我最欣賞馬校長的為人！」
一九九0，正是各大學校園學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馬校長告訴我
们治校之道：「教務要攻，學生事務要守，總務要清廉！」

【七律 - 痛悼化工啓蒙恩師，前成功大學校長馬哲儒教授過世】黃大德弱
冠徒兒領入門，作師作友作親尊。虞庠雅澤情猶繞，魯泮微言義尚存！

不滅望之如日遠，彌高已矣似春溫。悲天遽爾仙凡隔，空悵難酬教化恩！

馬哲儒校長於2023年8月8日上午8時於成大醫院92高齡安詳過世。馬老
師為大德在大三、大四時期學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也爲我化工高等數學
隨機過程、界面現象、成核理論與實驗等，領入門的老師。1981-83兩
年間，我才20歲是馬老師門下最幼的弟子。數年之後(1990)我成爲第一
位取得加州理工學院化工博士的成大化工校友，其後我在美國各種大型
科研工作，跟當年老師的言教身教無不息息相關直到今天。十年前馬老
師曾意外車禍，2014 年為籌辦校友會奔勞感冒以致肺炎。新冠肆虐期間
又甚少外出，其後又陸續跌倒三次健康每下愈況。今得噩耗，大德悲痛
不已！告別式將於8/20於成大舉行，總統已明令褒揚。

哲人已遠    典範長存
遽聞成功大學前校長馬哲儒教授往生的消息，除表達崇敬與悼念，更
感謝校長對後學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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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馬校長FB留言合輯

姓 名 留　言

NCKU CMe
國立成功大
學化工系友會 

 
Mayfun Ni (

倪美芳)

哀慟！馬哲儒校長今早8:33仙逝了。
不管身前、身後，馬校長都是永遠的儒者！
約了8/14去探望馬老師，沒想到...
人生無常
祈願馬老師一路好走

CKUAASC 
國立成功大學
南加州校友會  

 
Simon I. Lee

哲人其萎，碩儒其悲，
清望貽徽，德誼永垂。

# 慟聞成功大學馬前校長哲儒博士於臺南時間8月8日上午8:33仙
逝。 謹此聊表追思懷念之意。

肆、追思文 ● 二十三、留言板 ( FB、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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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 名 留　言

總務處
文書組
組　員
王　汶

慟哉！馬校長，謙沖自牧，禮賢下士，以德服人。一個舊小手提包，
一台舊老腳踏車，是他的標誌，校園裏偶而相遇，總先向我們屬下點
頭示意，如此謙卑
如此溫雅，其碩德長昭，永銘我心。

學弟
胡家仁
敬輓

俞培新
陳慶真
同輓

驚聞楊友偉學姐的先生馬哲儒校長最近過世，特撰嵌名輓聯一幅於
下，
以表哀悼之情，亦祈友偉學姐能節哀順變：

哲人遽逝，誠學界之尋師損失
儒風長存，乃吾人的處世楷模

廖惠施

#悼馬哲儒校長

父親節那天，從學長臉書驚聞: 成大前校長，馬哲儒教授，當天早上
過世了。經過數日，驚愕或有沉澱，但不捨與感慨隨著回顧馬校長任
內、正是我在成大六年學生生涯的點滴，因之擾動紛揚，難以平復。

馬校長之於物理系的學生，不只是馬校長，也是師丈—他是物理系楊
友偉教授的先生。

而我在成大物理系與碩班就讀六年，從事粒子物理研究，除了高中時
期讀到的相關報導，我的啟蒙就是楊友偉老師教授的粒子物理，我足
足修課與旁聽了楊老師兩年四學期的粒子物理。身為成大高能組的一
份子，楊老師與馬校長的家，是我們最常去探訪，討番茄牛肉燴飯吃
與好酒喝的去處。而馬校長只要公務有閒暇，也總是在家與我們聚餐
喝酒，甚至也常伴楊老師參加物理系或高能組的活動。

所以，馬校長之於我不只是馬校長，而是和藹親切、驚嘆我酒量也不
錯、【來，再喝一杯】的師丈。
*****



101 J     R     M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 名 留　言

廖惠施

我是民國78年來成大就讀大學，84年碩士畢業，馬校長在成大兩任校
長期間是民國77年至83年—我作為成大學生的時期，幾乎就是馬校
長任期。爾後我離開成大到外校就讀博班，因緣際會我又以外校博士
生名義回到成大【寄讀】近四年；後來拿到博士學位，從事博士後研
究期間，因為我確診心臟病，而放棄原訂下個年度到國外做研究的機
會，又回到成大，一方面休養，一方面在病中繼續嘗試做研究，….直
到95年，萬般不捨但迫於現實，最終還是放棄學術工作，回歸家庭。
而從到成大唸大學這17年的求學與學術生涯中，有12年我都是在台
南、在成大，經歷了馬校長與後來又兩任校長。

我在成大就學的六年後，到外校讀博班、到中研院時，有機會與其他
大學畢業生交換大學生活經驗，我這才發現: 成大對學生的照拂，堪稱
全面而罕見。能在成大六年，是老天給經濟困頓、又以學術生涯為目
標的我，最大的庇蔭--完全自籌經濟的我，感受可能比一般學生更甚；
17年中，歷經馬校長與其後兩任校長的我，對於全國高等教育政策的
轉變，與校務與行政氛圍的更迭，更有體會。
*****
我在成大求學期間，成大有以下許多【體恤學生的政策】:

校內學生餐廳與西餐廳、文具部與圖書部(和書城)的招標，校方不跟業
者收水電費，要求業者在價格上反映降低的成本，讓師生以市價八折(
甚至七折)的價格用餐與購買書籍文具:

餐廳合約期滿，即使沒有不良事蹟，校方會尊重學生滿意度調查、或
想變換口味的意見，重新招標，即使業者主張無過應當然續約，也堅
持到底，不惜與之對簿公堂(嗯，某校的餐廳是：換公司名，但員工和
餐點數年如一日的糟糕)；

圖書館的借閱方式一再求新求進，是我當年所知幾大名校中，最高效
率最友善的(是看到報紙報導某大的圖書館【新借閱方式之友善】，才
知道成大早至少一年實現，卻沒沒無聞)；

肆、追思文 ● 二十三、留言板 ( FB、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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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 名 留　言

廖惠施

K館的自習時間與環境，也是一再徵詢學生的意見，溝通協調，力求符
合學生需求；

很多(但不是全部)系館都會對學生開放教室，或許僅限白天，或日夜不
限（如：物理系）的讓學生在教室自習與討論(我後來到外校發現: 上課
要有同學去借鑰匙開鎖，一下課教室就上鎖，對此瞠目結舌)；

校警隊對維護校園安全不遺餘力，騎腳踏車確實巡視成大校園每個角
落，某些校區有女生門禁(雖然我常戴鴨舌帽、騎平把腳踏車、扮男裝
混入，甚至吃完消夜爬牆回校夜讀)，堪稱全國唯一(嗯，某校是開警車
走大馬路巡邏，我不知道這樣巡邏的意義，事實上，也真的有校安事
件就在這種巡邏的當下，在一旁幽暗角落發生)；

醫護室的校醫對學生求診親切認真仔細--我在那兒被檢查出心跳有異音
(不是後來確診的病)，醫師殷殷囑咐要我到成醫求診，不可大意；牙疼
去做緊急處置，牙醫師說後續治療得到成醫做，見我面有難色，得知
我經濟拮据，於是要我掛他門診，他特別為我處置，極盡所能降低我
的醫藥費；

成大學生到成醫看診與住院，醫藥費打九折(我第一胎生產時，已經不
是成大學生，但是成大學生眷屬，好像也是九折)；

當升上研究所、參與國科會計畫，就有獎學金與國科會獎助金的申
請，在成大這些費用的申請就是【完成申請後，會盡速撥款】，通常
不超過一個月，國科會各項費用的報支也是很快速撥款 (後來我聽說一
些學校還會延宕超過四個月甚至半年，聽說就是校方爭取利息收入)；

有這樣的政策，可見得校方高層普遍把照顧學生放在心上，並付諸實
行的。然而，除了高層，校內各級公務員(就我所遇到過的，已經不
少)秉持專業之外，態度也多是對學生尊重、體恤與照顧。就舉一個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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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 名 留　言

廖惠施

大忙人當年是是念北部某私立大學。大三時，他畢業學分已滿，慎重
考慮提前畢業考碩班，於是在報名期間跟數校報名。

其中，絕大多數學校是直接拒絕他報名，只有兩校來電詢問。

其一來電問道: 是否送錯成績單(只有到大三成績，沒有大四的)。該校
得知大忙人確實大三，畢業學分已滿(大三下若學分全過的話)，想提前
畢業而報考，直接說【這與常例不符，恕不接受報名】。

另一所來電詢問，得知大忙人的狀況後，先說；【已經了解狀況，就
所知沒有先例，會跟主管回報，討論後再回電】。不多久(兩三天)，該
位女專員又來電告知: 【本校確實沒有此等先例，但已經跟高級主管討
論，可以特別上簽呈就此例申請。另外，請就讀學校出具<該生具有本
學期末提前畢業資格>，以及學生填寫<如獲錄取後，本學期末畢業學
分不足無法畢業，同意放棄碩班入學資格>的切結書】…….這是成大。

獲知此發展，讓已在成大就讀五年的我、與已經接連報名受挫的大忙
人瞠目結舌，無法想像成大教務處一個職員和所屬高層，居然可以如
此看重一個私立大學大三生的報名申請，據此為開先例而積極高效率
的謀劃，不厭其煩的寫公文上簽呈，……而對該專員表達我們的詫異之
時，他不以為意的說；【還好吧?! 你既然有意願報考成大，我們都很
歡迎，我們都是這樣看待每個學生的啊!】…..

但是，因為前面所有的學校消極負面的回應，大忙人已經改變計畫，
擱置提前畢業的想法，暑假先到成大訪問實驗室，利用相對悠閒的大
四提前進入實驗室學習，就不先考碩士班了—結果，後來剛好迎上
跨校直升碩士班的第一屆，就從那個私校通過成大甄試，而直升碩班
了。

之前，我只是覺得成大的員工都很熟諳業務、親切友善，但在此之
後，我更體會到: 上至校方高層，下至執行瑣碎業務的員工，都很慎重
看待學生的需求--即使是外校生，只要是成大未來潛在的學生，他們都
會認真看待學生的請求、尊重學生的權益、積極應對……。

肆、追思文 ● 二十三、留言板 ( FB、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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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姓 名 留　言

廖惠施

每在學界跟師生述及這個親身實例，百分之百都對我們這樣的受到成
大慎重而積極的回應感到驚嘆不已。

我作為成大學生的那六年，在成大一再的感到如沐春風—我不認為這
是一兩天形成的校風，也不是一個校長一聲令下就能立竿見影。

然而，如果是一個好大喜功、好高騖遠、捧高採低的主管，下屬恐怕
也只能唯唯諾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曲意逢迎…..原本再好的風氣也
很快就會敗壞了。

馬校長之前的成大，應該就一如台南人的溫醇自然。但根據我17年中
的觀察，我相信：正是馬校長的個人風格，讓成大原本敦厚的校風，
更在校務中具體而微、無所不在的呈現。
*****
得知馬校長仙逝後，陸續讀到幾位教授對馬校長的緬懷文。

【溫文儒雅】、【樸質無華】、【無私奉獻】、【謙沖為懷】、【用
人唯才】、【事在人為】、【心胸豁達】、【不計名利】….是曾經與
馬校長在校務共事的資深教授們，對馬校長的形容詞。

因為馬校長是我們高能組親近的師丈，從楊友偉老師口中、從系上兩
任圖書館長的李健二老師和閔振發老師談及各級校務時，我們得以側
面窺見馬校長的行事作風—除了以上的形容，【擇善固執】、【竭盡
努力】與【善於傾聽與溝通】，更是我們對他在校務上的印象。

【馬校長出任校長時，恰逢教授治校和學運風起雲湧的動盪時期，他
都適切因應教師和學生提出的要求，例如：公布校務帳目和開闢言論
廣場，讓學生暢所欲言。】(引自【馬校長哲儒教授行誼】，連結請見
回應)

【臺南市政府的某項計畫將破壞校園的完整，為此馬校長與我專程前
往拜會市長，希望不要執行該計畫，離去時馬校長甚至說出：「此計
畫若執行，我校長就不幹了！」的話來。結果在馬校長任內該計畫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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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留　言

廖惠施

終未實施，使成大校園的完整得以持續多年。】(引自【緬懷馬哲儒校
長】謙沖為懷　均衡各學院發展｜成大統計系名譽教授楊明宗】，連
結請見回應))

以上兩例，是我們當年都曾親耳聽馬校長述及，與其他老師多次轉述
的，是以為證。
*****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君子之德風，風行而草偃。馬哲儒校長任期
間，成大有著和睦、積極、活躍、溫馨的校風，眾師生皆如沐春風。
馬校長成功爭取多塊校地，與公開透明的校務推展，更是成大日後得
以蓬勃發展的重要根基。

常人說： 這世界上沒有少了誰就不行。然而，我認為….很多事情是，
由不同人承擔就是會有大大的不同。

謝謝馬校長的承擔，謝謝馬校長一生對成大的奉獻，與為我們樹立的
典範。我們也將勇於承擔，學習馬校長謙沖無私、擇善固執的精神，
在我們的人生中締造不同。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謹以此文表達對馬哲儒校長的謝意、敬意
與哀思~

#20230813_日

羅運時 
Lawrence 

Lo

馬校長是位學者，好老師，又有行政管理長材魄力，更難得的是他是
德高的君子，他給每個人的印象都是溫文儒雅，虛懷若谷。我們都會
永遠懷念這位師長，願他在天上安息。

Steven 
Yau

讀了新聞報導，對馬校長的經歷和對成大化工系，還有成大的貢獻才
多有了解。一生輝煌，最終歸於寧靜，馬校長，rest in peace !

蕭文龍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馬哲儒仙逝兮
立功立德立言
永垂不朽盼兮
不想不願不捨
永遠懷念安兮

許啟榮
哀慟！馬哲儒校長今早8:33仙逝了。他是一個個性溫和的好教授。
we will miss him

追思馬校長LINE留言合輯

肆、追思文 ● 二十三、留言板 ( FB、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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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對哲儒的厚愛，提供這麼多懷念哲儒的文章。也感謝哲儒化工系

的學生和同事們，費心完成本紀念文集。

哲儒這二年七度進出成大醫院，感謝各位醫師和護理師的幫助和照料；特

別感謝趙曉秋醫師在每次哲儒出狀況時，都給予我很多的建議和支援。

最後再一次感謝成功大學和各位好友，豐富了哲儒的一生，讓哲儒算是小

有成就也不虛此生。

致謝辭

楊友偉
校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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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化工人的故事(一)◆系友訪問記錄
採訪者：王文霞主任、翁鴻山教授

時間：2007.01.13；2007.02.25
地點：成大化工系館六樓會議室

助理：歷史所黃雅琳小姐、林易融先生

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

 【簡歷】

臺灣光復後隨雙親來臺，進入省立師範

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中就讀，後來

轉新竹中學，民國39年考入省立工學院(現

成功大學)化工系。畢業、役畢，在聯合工

業研究所服務4年。旋於48年搭船赴美國Villanova University進修，獲碩士學位

後，轉往賓州州立大學化工系攻讀博士學位。53年獲頒博士學位後，進入Selas 

Corp. of America服務；不久轉入Rochester Institute ofTechnology擔任資深化學

師。59年返回成大母系，68年2月出任系主任兼所長，70年擔任工學院院長，

77年由教育部聘為成大校長，至83年止。90年退休，同年1月受國科會聘請，

擔任科學發展月刊總編輯，至106年底卸任。

入學成大的情形

高中快畢業時，我父親在苗栗教書，學校裡有位女老師，她的先生是苗

栗煉油廠的主任，學工程的，我父親就請問那位女老師，問他們說哪個學校比

較好？他們認為臺南的省立工學院的理工資源好、設備好，老師都是留德的，

這個學校光復前有14年的歷史。臺大雖然創校比成大早幾年，唯一優勢是當年

「帝大」的光環，但它的工學院比省立工學院(成大前身)晚設立，所以它們的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108 馬哲儒校長　紀念專輯
Jer Ru Maa

headmaster commemorative album

設備也比省立工學院差。我父親問他們之後，就替我做了這樣的選擇。明明就

是這裡比較好，但是那時候有些人不這麼認為。以前臺大是帝大，我們是高

工，一般本省人眼裡認為帝大比較占優勢。

我是化工系畢業後工作了17年，在1970年才回到成大任教的，到現在有

36年了。我是民國39年入學，黃定加老師是40年入學。38年剛好是大陸撤退

時候，入學人數多，人才也很多，都非常優秀。到我們39年這屆人數就很少

了，全班只有18個同學，多是南部學生。那時候，北部的學生進北部學校，南

部的學生進南部學校，大致是這樣的情況，因為當時交通不方便。除了交通，

還要考慮到生活費的問題，從北部來的大部份是外省人。

我考大學那時候沒有大學聯考，大學聯考是幾年以後的事情 1。省立工學

院入學考試有臺北和臺南兩個考區，臺北考的人不多，是在師範學院，後來的

師大「七星寮」那邊考試。考場是一個大教室，考化工系是坐在同一排，兩邊

是考其他系的。當時跟臺大的考試日期有一天衝突，因此就沒有辦法同時報考

兩間學校。

就讀化工系及修課情形

進來省立工學院就讀時，我們那一班有六位臺南一中的同學，其中5位是

本省籍。本省同學之間不講臺語，講日語；和我們則講國語。等到我大學畢業

之後過了17年回來，他們不講日語了，國語講得很好，我和他們互動很好。2 

那時，省立工學院有很多日文、英文或是歐美的研究期刊和書籍。

系裡大部份的課還是應用化學的成份比較多，當然我們開的課也有化工

的課，像化工原理等課，但老師們的背景還是應用化學的比較多。選修科目也

是應用化學方面的比較多。那時候實驗課比較多，實驗大家做得蠻實在的。我

1 民國36-38年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及省立工學院三所學校聯合招生；其後分別招生。民國43年臺灣大學與

前列三所學院聯合招生，隔年起，又有其它學校加入，且每年舉辦，即所謂大專(學)聯合招生。
2 翁鴻山教授：王振華老師也提到馬校長您是他三位少數外省朋友之一，他不是很想跟外省同學來往，您是非常

特殊的一個好朋友。王老師他主要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所以他對外省人有點排拒的心理，但是他說他跟

您還有石延平、徐武軍兩位是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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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一屆，校外工廠實習要滿六個月才能畢

業，寒暑假一定要到工廠裡實習。因為我每

年寒暑假都去實習，到三年級升四年級那個

暑假就滿八個月了，最後一次實習我有寫報

告，但沒有交到教務處去。

我二年級升三年級那個暑假，先是到

「高雄鋁廠」實習，但實習三個禮拜就回

苗栗的家了。因為實習要住在他們的工人宿

舍，住宿免費，但到餐廳吃飯就要付錢了，

那時候我付不起。二年級的寒假，我到「新

竹糖廠」去實習，廠方有給我一點津貼，那

是我生平第一次拿到薪水。只有那一次實習有拿錢，其他都沒有。那時候的公

教人員生活很清苦，也是後來會有18%的原因。我有兩個弟弟與兩個妹妹，加

上我共五位。所以任教職的父親要撫養五個小孩，很不容易 ! 我大妹比我小三

歲，她大學只能唸國防醫學院護理系，就是因為不用繳學費。

一年級教投影幾何的老師教得非常好，但教工程畫的老師教得實在不好

!每週都要上製圖課，會花一個週末的時間畫一張圖。把圖畫得很漂亮，分數

就比較高。機械製圖誰都會畫得對，但是如何讓圖顯得討好，就是圖上的標題

幾個字要寫得很漂亮，字要漂亮就要用仿宋體。製圖要先用鉛筆打稿後，再上

墨，再擦掉鉛筆。週末花很長時間在做這個作業，現在想起來就是很簡單的道

理，人總是比較喜歡做不傷腦筋的事情，機械式的事情。花一個週末畫張漂亮

的圖，有種滿足感；如果是花一個週末看一章熱力學，看不懂睡著了，醒來再

看，還是不懂，這樣就沒有什麼成就感。

上大學時候，有三科工業化學：無機工業化學、有機工業化學和合成工業

化學。那時候我是一個比較實在的學生，抄了筆記，把筆記背熟，就可以拿高

分。但我是先把課本讀一遍後，再讀筆記，但老師出題目是出自筆記，不是出

自課本，讀課本對分數沒什麼幫助。因為我花了時間讀課本，背筆記的時間就

省立工學院生假期 實習報告書 。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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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別人少，因此我的分數就不高，但比較實在，這主要是個性的問題。

有機化學是李立聰老師教的，她是一位女老師，教到尼龍(nylon)的時候，

當時要取得實驗用的物品和藥品比較困難，她就把舊尼龍絲襪剪成一段一段給

我們，讓我們去做尼龍的水解實驗，得到是六角形的白色片狀結晶，我的印象

深刻!那時候是學生自己選導師的，一年級時選國文老師當導師，二年級就選

李立聰老師當導師。

李老師曾邀請學生們到他家去導師談話，她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那時

候，我穿膠鞋但沒有穿襪子，去到老師家裡，大家脫了鞋子坐在窗臺上，只有

我沒有穿襪子，李老師就跟同學說讀書很重要，服裝儀容也很重要，邊說眼睛

一直看著我的腳，是不是針對我就不曉得，但我覺得有點無地自容就是了!

我們到四年級的時候，沒有像現在的化工實驗課。那時候糖業研究所有

位陳其斌教授在我們系裡兼課，開了一門課叫做「化工實驗」。他要做一個大

規模的煉糖實驗，就要我們這些學生在星期六到糖業研究所幫他做那個實驗。

那是一個很大的實驗，要燒鍋爐、搬麻袋，因此我們就可以拿到化工實驗的學

分。那時候，中午給每個同學一個便當，便當裡面有香腸、有滷蛋，我們一個

禮拜就想著那個豐富的便當。因為那天有便當，所以我們就可以退伙，不吃學

校餐廳的飯，飯錢就可以退回來了。

那時候助教權力很大的，我們化工原理

的助教是楊家琪老師，他是大學畢業就當助

教的。那時候真正懂得這門課程內容的可能

是助教，考試的時候是助教閱卷的，助教說

不及格就不及格。老師主要就是講課，其它

的事就讓助教做。

大學畢業後，我在「聯合工業研究所」

實驗室待了一段時間才去美國進修。那時

候，技工們的年紀都比我大，和他們一起工

作，有學到一些技術，也做了很多動手的工 大學畢業照。(43級畢業 紀念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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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到美國之後，動手做的事已經有些經驗了，但學校念的書，數學、物理、

化學都已經忘得差不多了，自己就帶著這些書在去美國的船上看。但到了美國

後，動手做的事還是輸美國人，贏美國人的還是數學，這些是臺灣學生贏美國

同學的地方，但臺灣學生創意能力是比美國同學差一些。

參與「伙食委員會」

那時候學校的伙食團是學生自己辦的，學校裡有廚房、也有大廚，學生

自己選伙食委員，那是一個服務性質的工作，誰都不願意當。宿舍一個房間住

四個學生，是榻榻米的房間，別人看我們四個人比較不規矩，就選我們當伙食

委員，上學期兩個人當選，下學期另外兩個人當選。一、二年級時候當伙食委

員，是當採買和當保管，管倉庫。買菜是大家輪流，每天有兩個同學與大廚一

起去。存米倉庫的鑰匙是輪流保管，輪到的人在夜裡十二點以前，要開倉庫給

大廚拿米，還看著他洗米，洗好的米放在籮筐裡，用手指在洗過的米上面簽個

字，才去睡覺，夜裡三點鐘再起來看著他把米下鍋。

用餐時，菜是分好了再拿，如果是吃魚的話，每個人不會是吃到一條魚，

只會吃到半條魚，大家都會先選魚尾，因為肉較多，魚頭部份肉少。那時候是

每天有飯、有菜、有湯，湯其實就是一大鍋開水加醬油，就是醬油水啦。有一

次，有個採買同學說那天的湯是雞湯，但只有一隻雞斬得很碎、很碎，實際上

沒有什麼雞肉，騙得大家在湯裡撈很久。在期中考前一天晚上，總是供應稀飯

做為宵夜。稀飯裡有點肉，而且越燒越好，因為當伙食委員就是要讓同學滿

意。一、二年級當伙食委員，要負責採買或保管，到三、四年級時，就可當主

任委員了。

那時候，學校裡有一個大廚叫陳桑(桑是日語發音，意指先生)，他家就住

在東寧路，後來還開過飯店。這個大廚很有權威，我們三年級有個工業化學實

驗課，曾經做雪花糕、肥皂和醬油。做好的醬油對學生沒有用，就拿到陳桑那

邊，給伙食團大家用，陳桑說這是好醬油，我們就很得意，那是規規矩矩做出

來的醬油。真正的古法醬油應該是黃豆發酵的，那種醬油實在太貴了，我們做

的那種醬油，應該稱做化學醬油，發酵出來的豆瓣醬中的油就是醬油。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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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參加伙食團是視個人意願而定，想參加就參加，住在宿舍裡，若

不參加伙食團，就得自己到外面吃。外面有賣吃的，但是我吃不起。那時候當

歸鴨很貴唷! 同學一般吃不起當歸鴨。那時候是有賣水煎包、賣麵等等，但對

學生來說，都是很貴的。所以多數學生是參加伙食團的，有點像抗戰時候的學

生。我上大學的四年都拿到「工讀獎助金」，每個月拿到的錢，正好夠買一個

月的飯票。

當時老師的教學

我在省立工學院唸書的時候，大部份的老師是從大陸來的，本省籍的老師

只有賴再得、莊君地、陳春錦，這少數的幾位。從大陸來的大部份老師，都是

在「西南聯大」畢業的，都是最優秀的!但是他們大學畢業的時候，就是在對

日抗戰期間，生活非常苦，根本沒有機會做研究。這一批很優秀的年青人，最

後走的有三條不同的路：一條是到臺灣來，一條是出國去，一條是留在大陸。

留在大陸上的就很慘，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部分都犧牲掉了。到美國去的，

大部分學術成就很高，有的成了現在中央研究院的老院士。

到臺灣的那一批就是教我們的那些老師，他們到臺灣之前根本沒有做研

究的基礎。到了臺灣，學校裡做研究的環境也不好，而且待遇很差。所以他們

的精力就是花在怎麼把書教好上，那批老師真的很好，很認真，有些教得十分

好，但是也有教得不好的。

談到原先就在臺灣的賴再得老師，因為他在日本時代，曾經跟日本教授

做過一段時間研究，所以那時候他就已經進入情況。但是莊君地、陳春錦就沒

有，莊君地在工業界做過一段時間的事後回來，就跟那時候從大陸來的老師差

不多。

與普渡大學合作開始英文授課

跟普渡大學合作的時候，也安排幾位美國教授來臺上課，像我們化工系就

開了一門「化工熱力學」，上課時候用英文講，有七個學生選他的課。上了一

學期的課，我似懂非懂，本來熱力學就不容易懂，何況第一次接觸英文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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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結束後，老師請我們到他家吃一頓飯，吃飯是用紙盤子，那時候我們從來

沒有用過紙盤子吃飯。紙盤子裡面有熱狗，還有洋芋片，很好吃 ! 那時候臺南

市有美軍，我們跟普渡合作的時候，看到佈告欄上要跟普渡大學合作，還以為

是中元普渡的「普渡」。

孫洪芬教務長的故事

當時學校的教務長叫孫洪芬，他的學術聲望很高，他是「庚子賠款基金

會」的董事長。省立工學院能夠跟普渡大學合作，就是他牽線的。3 他推薦他

的得意學生(王石安)當省立工學院校長，為了幫助這個學生，還親自替他這個

學生當教務長。他的職位比他的學生低，但是學術聲望卻比他高很多。那時候

他在化工系開一門課，叫「可塑體化學」。那時候因為他是教務長，他就拿一

本書請教務處小姐替他打字，然後油印發下來當作講義，那個講義我沒有花時

間念。我是選課的學生之一，上課的時候大部份是在聊天，事後來看，高分子

化學的基本觀念都有講到。

對普渡大學合作的看法

二戰後，有「馬歇爾計畫」援助歐洲重建，亞洲也有類似的計畫，我們跟

普渡大學合作計畫就是這樣來的。跟普渡大學合作以後，我們這一批學生沒有

學到甚麼東西，不過顧問說我們這個系應用化學的味道很濃，跟他們合作後就

變成偏向工程。他們幫我們增加了不少設備，比如說我們的單元操作實驗室、

單元程序實驗室，就是用他們的經費，建造出來的。4

談到老師到普渡進修，如果這個系派去的都是系主任自己或者是教授，去

學的當然有學到一些東西，但收獲不會太多，因為年紀比較大了。如果系主任

派去的都是年青的老師的話，這個系得到的會比較多，化工系賴老師就是都派

年青的，像石延平和闕炳林、還有李克溫。

3 翁教授：我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馬校長講的是一個原因，另一個是美國透過國際援外總署來協助臺灣，臺灣

要發展大學工業教育，當然就要選擇省立工學院。
4  翁教授：這不是普渡大學給我們的，這是普渡他們幫我們向國際安全總署申請經費。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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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系派一個年青的老師到普渡的土木系，就跟教授做廢水處理的實驗。

回來之後，他就做廢水處理的研究，規劃了一個廢水處理的研究室，那個研究

室就是現在我們環工系的前身。土木系先成立了「衞生工程組」，專作廢水處

理，後來出來的教授愈來愈來多，由一個組變成一個系。那時候，高肇藩在臺

灣的「環境工程」的這個行業裡面就是老大。這是跟普渡大學的合作一個具體

的結果。成功校區對面的大學圖書館，也是跟普渡大學合作時蓋的，當年是全

臺灣規模最大、最好、最新的圖書館。5 

出國留學

我大學畢業後到「聯合工業研

究所」做事，也沒有想到要出國。

那時候，在那裡工作的大學畢業

生，一面做事、一面申請美國的學

校，一申請到之後就走了。因此，

後來研究所有缺的話，都不請二十

幾歲的人。那時候別人問起，老馬

你什麼時候走啊？我回答說沒有想

要走啊!那時候，我們「聯工所」有

一位資料室主任，三十幾歲也到美國德州大學去念書。他大概因為表現很好，

學校就請他推荐人去那裡當研究生，他就寫信給我的主任，我的主任就找我

去，那時我應該是主任的得力助手，連他都鼓勵我出去。

在「聯合工業研究所」服務4年後，就搭船赴美國Villanova University進修，

獲碩士學位後，轉往賓州州立大學化工系。在那裡獲頒博士學位後，進入Selas 

Corp. of America服務；不久轉入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資深化學

師。在美國工作6年，石延平教授給我申請到「中正講座」，我就回來了。

馬哲儒留學證書。

5 翁教授：以前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期刊，曾有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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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回臺任教

談到我回臺灣的動機，1969年我在Rochester大學做研究的時候，我太太

在念PhD。石延平寫信給我說你回來吧！回來就請你當教授或者副教授。我回

信說「再說吧！」再過了一年，我太太剛巧唸完，石先生為我申請到一個「中

正講座」。就回來了！就是要押一個寳，要賭一下。因為在那個時候，越戰在

進行中。越戰停了之後，越南人變成了海上難民。我想，我回到臺灣後，臺灣

應該不會變得跟越南一樣。

我剛從美國回來時，成大給我「中正講座」的職銜，待遇比教授好，改任

教授後，待遇就沒有那麼好了。民國59年前後，化工系教師拿到國科會獎助的

人數，是占全校的三分之一。那時候在成功大學有博士學位的只有十一個人，

我們這個系就有六、七位。

我的一個弱點就是沒有當過助教，也沒有當過講師和副教授，所以沒有經過升

等的考驗。後來開授單元操作二(簡稱單操二)和單元操作三這二科的時候，學

生來我的辦公室跟我談作業，因為我沒有當過助教，所以學生問我的時候，我

得先看題目，再想怎麼做，不是一看就能告訴學生怎麼做。我回來後也常常當

代課老師，就是有老師去服兵役或出國，就請我代授，等他回來再還給他。我

上單操二的時候，每星期加上一節課。在幫一位老師上單操三時，每次上課都

作一個十分鐘的簡單的考試，郭人鳳老師出國時，我還代他上研究所熱力學的

課。

在化工系的教學和實驗

我回來之後，我太太在物理系，我在化工系。這兩個系是成功大學的兩個

象牙塔，這兩個系的教職員工大家相處融洽，職員對資深的老師會自動幫一些

忙。比如說，過中秋節的時候，有人送給我一盆植物，我就擺在辦公室外面的

茶几上面。因為裡面陽光不夠，所以我就每個星期五下班，把它擺在外面有陽

光的地方，星期一才搬進來，後來就有位職員每星期自動幫我做這件事。 

我是拿到博士學位後，到一間大學做實驗研究才回臺灣。回來之後，我當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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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翁教授：我是要大學部三、四年級每位學生以及本校畢業的研究生，勾出曾教過他的老師，然後選出五位，依

序給5、4、3、2、1分。接著統計每一位老師所得的總分數，除以被他教過的學生數，得到該老師的平均分

數。然後依老師的平均分數排序，選出最高的一位呈報學校為優良教師的候選人。

教授，當工程中心副主任、外國學生顧問。我當了八年的教授，之後才當系主

任。一個大系的好處就在這裡，它可以把教授養肥了之後，才當系主任。(意

思是說大系教授多，要等較長的時間才能當系主任，屆時在學術上已有一些成

就。) 

我回來之後，經常穿個短褲在實驗室裡做實驗。我最記得那時賴再得老

師，當時他是系主任，有一次走到我實驗室門口，叫我出去跟他聊聊天。他說

了一句話︰「現在誰在做、誰不在做，我們都知道的 ！」意思是說，你在實

驗室在做，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這個是賴老師一種領導的技巧，他給我戴高

帽子，故意讓我舒服一下，還是舒服啦！這麼一句話，還是有用。 

等到我從工學院院長卸任，翁鴻山教授當系主任，那時候為推選優良老

師，調查學生的意見。6 他告訴我調查的結果，我的成績是整系老師平均值上

面一點點。他說，如果是下面一點，我就不好意思跟你講了。他也告訴我，最

好的是那三個。因為我已經是資深教授，我知道之後在系館看到那三個，我就

把賴老師那一套拿出來用，就說你是根據學生調查推選出來的優良老師，說你

是第一 ！了不起、了不起！那是有作用的，就是把一個好老師標籤貼在他的

額頭上。 

我在美國是做蒸餾的研究，要回來時，賴再得老師(當時的主任)問我要開

什麼課，我說想開熱傳送，因為比較熟。後來賴老師寫信給我，說那門熱傳已

經有葉和明教授要開了，教蒸餾工程好不好？我不能說不好，但我在美國做的

蒸餾研究是微觀的分子現象，蒸餾工程是我當學生的時候唸過的，並不是專

家。那時我就找了一本蒸餾工程的教科書帶回來，請協成書局翻印。開學ㄧ些

日子後，呂銘坤教授提醒我說，要上課了！我就說，那我就上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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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上課，一進教室，那個場面把我嚇倒！因為傳說我是美國回來的蒸

餾專家，雖然只有七個學生選我的課，但是教室就坐滿旁聽的。而且以前教過

我的老師，賴老師啦、曹老師啦……都坐在那裡聽！一看那個場面，嚇得我不

敢看學生，眼睛看著黑板，一邊在黑板上寫、一邊講。一整堂課，根本就沒有

回頭。那個場面把我嚇倒了，到現在我上課還都面對黑板，不看學生。校方調

查學生對老師的意見時，就有這個老師有沒有注意學生的反應這一項，因為我

根本就沒有看學生，所以不能說我是好老師。現在我們的中學老師，一定要修

過教育學分，大學老師沒有修過，所以我們有資格當大學老師，但是沒有資格

當中學老師。現在在大學教書的老師，也應該修點教育學分，要去教師發展中

心修些課才好。 

當外國學生顧問

我剛回國服務的時候，訓導處有一個工作叫「外國學生顧問」，有很多

人去爭取這個職位。那時的訓導長叫周傳禮教授，以前教過我。因為我可以不

拿顧問的報酬，他就馬上讓我當外國學生顧問。那時因為教務長莊君地老師去

當監察委員，周傳禮老師成了訓導長兼教務長。那時有個阿拉伯學生考試不及

格，因為我是外國學生顧問，要設法幫他，就去找教務長周老師關說。那時候

我年輕，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結果他當然不同意，就站起來送客，等於把

我趕出去一樣！ 

「工程科學研究中心」

我從美國回到成大教書的時候，成功大學有一個「工程科學研究中心」，

在成大發展的歷史上是蠻重要的一個單位。當初成立的時候是成功大學主辦，

國科會協辦，參加的只有成大、臺大和交大這三個學校，參加的系是︰土、

機、電、化等四個系。成大有這四個系，臺大也有；但是交大只有電子工程、

自動控制、通訊工程，那時候還沒有機械、土木。中心的經費預算相當豐裕，

但是不是獨立的預算，是掛在國科會裡面。當初「工程科學研究中心」的下面

有一個「電算中心」，也蓋自己的大樓，還買了一個電子自旋共振儀(ESR)，

還有一個圖書室。7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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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另設四個研究中心，是化學、物理、生物、數學。臺大可能有兩個

中心，中央研究院和清華各有一個中心。但是，工程中心的預算要比另外四個

中心要多，因為跟工程相關的教授名額比較多，而且工程研究對臺灣的工業發

展很重要。

成大發展的重要時段

普渡跟成大的合作，對化工系和成大的影響都蠻大的，因此我認為成大幾

個發展的重要時段，一個是上面提到的跟普渡的合作，另一個是王唯農當校長

(1978.8~1980. 7)。王唯農當校長的時候，因為他跟高層關係很好，所以成大

的預算增加很多，中興大學沒有增加，使成大的發展就突顯出來。那個時代，

有不同的外在環境，爭取經費跟上層要有關係，王唯農校長跟中央就有很好的

關係，這有助於成大的發展。

受聘為成大化工系主任(1978)

1978年美國有一個學校(Clarkson 

University)，突然寄給我一封信，要我去當

客座教授，我就去了，我是暑假去教一個學

期。那個學校有幾個中國教授，我快回來

時，大約就是聖誕節的時候，在一個教授的

家歡送我。吃過飯之後看電視，看到美國要

和中共建交的消息(1979年一月)，對我來講是

大事。那時候，他們問我說︰「你回去，要

當系主任，將如何面對？」我說︰「我回去

就帶學生唸書。」當年我在大學裡唸書的時

候，就是在一個亂的時候，所以沒有好擔心

的。

7 翁教授補充說︰另外還買了一部IBM 1130大型電腦，對成大影響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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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從美國回來，下了飛機，看到女學生在松山機場賣花籌募「自強基

金」的景象，還是覺得臺灣有希望的。等到成大成立航太所時，當時我是工學

院長，後來當校長，航太所用的就是「自強基金」的錢。他們經費頗為寬鬆，

使我想到那一幕「賣花」的景象，認為那是賣花籌募來的錢！

我從美國回來，在化工系認真做研究，

八年後又到美國去當客座教授半年。到美國

去之後，成大換了校長，是王唯農校長，化

工系系主任石延平當了教務長。工學院院長

周龍章老師把系主任聘書，送到我家裡去。

我跟我太太講我不想當系主任，我太太就把

系主任聘書退回去給周院長。後來我太太寫

信給我說，學校校刊上面，已經刊登我是化

工系下任系主任。那時候我想，如果我就是

不肯當的話，就變得很傷感情，於是就寫信

給王唯農校長說: 我很願意當。8 

我接受當系主任後，

寫信給石延平教務長說，

有兩個小兒科醫生開著相

鄰的診所，一個寫的是前

任四總醫院 (軍方的八零四

總醫院) 小兒科主任，一個

寫的是前任四總醫院小兒

科主治醫師，當系主任有

一個好處，我舉例說，一

個媽媽抱著小孩來看病，

8 翁教授補充說 : 馬校長當時在美國，校長任命我當工廠主任，暫代系主任半年。

擔任科學發 展月刊總編 輯時 ，工 作情景。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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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翁教授補充說 : 馬校長擔任化工系主任時，我擔任工廠主任，除處理儀器設備的事務外，也協助處理經費相關事

宜。跟馬校長共事期間，除談系務外，也談學術。有時候會談一些比較有創意的研究，蠻不錯的 ！  
10 翁教授說我要補充一下喔！經建會李國鼎主委他也當過經濟部長！他先建議教育部，機械系增班。再過兩年再

建議電機系和化工系增班。增班的時候是馬校長當系主任，我是工廠主任。我寫計畫書時，原先是寫奉教育部

之令要增班，馬校長說不好啦，所以就改寫說「因校友的表現傑出，現在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化工人材，所以我

們要增班。」 
11 翁教授補充說系裡面的教授大多數都反對增班。賴老師覺得要重視品質，教學負擔不能過重。石延平老師也

說，要重視品質。因為他們是主流意見，別人也不敢反對。 
12 翁教授補充說︰我要談另外一件類似的事情。就是教育部要成大設夜間部時，本來也指定化工系要設。但是化

工系的老師受到賴再得老師的影響，多反對設立。因為賴老師說再教夜間部的話，會影響到我們的教書跟研

究。當時如果設夜間部，可多領鐘點費，當時的鐘點費跟每月薪資比例，比現在高很多。現在鐘點費是七、

八百元，每月的薪水差不多是七、八萬元吧 ！以前鐘點費應該是兩三百元，月薪差不多是六、七千元或是一萬

元，鐘點費跟每月薪資比例很高。後來在化學系設立夜間部應用化學系，但是有關化工的科目，還是請我們化

工系幾位老師去教。 

一定要去找那個當過主任的，當系主任有這個好處。哈哈 ！所以我當了 ！9

化工系增班

王唯農當校長的時候，因為生病，實際上許多事務是由教務長石延平處理

的。有一次李國鼎先生到成大訪問，當時我擔任系主任，在一個大會議室，每

個系主任輪流上去報告幾分鐘，包括系務的概況。他訪問後回去，說成大的電

機跟化工要增為三班，數學系要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 

那時候夏漢民先生在教育部當次長，夏先生就把電機系系主任、我和教務

長，找到次長的辦公室，跟我們說，電機系跟化工系要增加一班。那個時候，

電機系主任說，他們接受，但是我呢？賴再得老師對我影響非常大，我是覺得

教育品質非常重要，不能盲目的擴充。雖然那時候有十大建設，需要許多化工

人才，因此要化工系增班。10 

我說現在增班，學生考進來讀四年，再當兵兩年，六年出來，需要化工人

才的工廠，早就找到人了。到時候，學生畢業正好找不到工作。我說我們辦的

是教育呀！所以我不接受增加一班，系裡的教授大多數都不贊成增加一班。11 

如果開系務會議表決，一定是壓倒性的多數是贊成不增班。但是為了李國鼎先

生的壓力很大，如果這樣堅持下去的話，就會鬧得很僵。後來就開條件，要求

增加教師員額和經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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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教育部同意化工和電機系館前排增蓋二樓。增蓋時是把屋頂拆掉

之後，蓋好二樓後，再把屋頂裝回去。因為屋頂有油毛氈，電機系是用新油毛

氈，化工系的是要把舊的再裝回去。我想可能是電機系諸葛主任是前任的總務

長他要求的。我知道後，在屋瓦還沒蓋上去前，就跑去找田廷甫總務長，因為

總務長很公正，我們就改了一樣新的。另外，兩系教室中電燈的盞數原來不也

一樣，也改為一樣。

畢業滿50年的42級陳柱華學長暨夫人黃漢琳學姊(43級)與馬校長合照(2013年) 。

賴老師說再教夜間部的話，會影響到我們的教書跟研究。當時如果設夜間部，可多領鐘點費，當時的鐘點費跟

每月薪資比例，比現在高很多。現在鐘點費是七、八百元，每月的薪水差不多是七、八萬元吧！以前鐘點費應

該是兩三百元，月薪差不多是六、七千元或是一萬元，鐘點費跟每月薪資比例很高。後來在化學系設立夜間部

應用化學系，但是有關化工的科目，還是請我們化工系幾位老師去教。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一、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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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校長及其夫人。

對一系分成數系的看法

談到一個系是不是要分幾個系的問題，我想賴老師的影響很大，他主張要

重視品質，不要分裂。在那個時候，倪超校長是贊同要成立很多系。為什麼想成

立很多系呢？成立一個系就多一個人當系主任，也有理由向教育部多爭取經費。 

比較聽賴老師的兩個系，一個電機系，一個化工系，都沒有分系。當初，

成功大學工學院土木系分成許多系，但是電機跟化工都沒有分。如果電機系分

了，土木沒有分，那成功大學現在的聲勢會好很多。因為在十大建設完成之

後，土木就不大需要了，變成電機在起飛。而電機起飛的時候，成大沒有因應

的措施，交大就有一個大電機學群。如果我們的電機分作四個系，我們的聲勢

就更加大，就跟交大一樣，可以接很多建教合作計畫，因為社會比較需要。成

大電機系沒有分系，就窩在原來舊的系館，但是實務上就是有許多研究要做，

需要更多的空間，因此電機的教授只好就在系館裡面，只加蓋幾間，很可憐。 

* 讀者如欲瞭解馬校長更多的事蹟，請參閱由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出版的

《校史人物系列-馬哲儒校長》(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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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的回憶

43級 / 馬哲儒

我們這一班民國三十九年入學的同學，最初是十八人，其中有兩位因為

身體的關係休學，晚了一兩年畢業，另外有五位是前一年『備取班』的同學，

與我們一起畢業，所以畢業時是廿一人，是個相當小的班級。特色之一是有

女同學五位之多，與建築系比美，很受全校同學的注意。上課的時候，一位坐

在前排的女同學的腳不知不覺地離開了鞋子，下課時發覺鞋子不見了，原來被

傳到了教室的最後面。我們不敢偷蔡美靈的鞋子，因為她不單入學成績是全校

第一，每學期的成績也是第一。班上年紀最大的是陳慶甲，他在重慶唸過中央

工校，第一學期普通化學實驗分發玻璃儀器時，目錄上的英文字，如燒杯、燒

瓶、漏斗、....他都認得，令人起敬，以後的實驗課，與他分在同一組時，報告

當然由他主筆，因為德高望重，班長當然非他莫屬。吳幼華是福州高工畢業，

每天用英文寫日記，外號人稱『博士』。全班同學之中，有五六位家住在臺南

市，都是畢業於臺南一中，每天帶便當來上學，其餘的都住在宿舍裡。

二、老師

第一學期開學之初，系主任李立聰老師召集系裡的老師們在306教室（就

是現在的4306教室）與我們這一班新學生見面，每位老師都上臺作簡短的自我

介紹，說明自己的專長和所開的課。除了這些本系的老師以外，也有許多外系

的好老師，我找出了當年的選課簿，把課程與任課老師列成附表，請參考。過

了第一個暑假回到學校時發現齊修老師離開了，同學們心中難免暗自慶幸，因

為齊老師的物理化學要求極嚴，據說考試時答案要算到第五位的有效數字。齊

老師離開以後，同學們比較怕的是李漢英老師，他要求的標準高，說話也不客

氣。王善政老師的課的評分生殺大權操在助教楊家琪老師的手中，也頗可怕。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二、學生時代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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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一、二年級時，導師是由學生自由選的，我們一年級時大家選擔任

國文課的宋子開老師；二年級時選擔任有機化學的李立聰老師。一次導師談

話，李老師邀我們到她府上舉行。日式的宿舍，進門後要脫鞋的。因為買不起

襪子，平時都是光腳穿膠鞋，那天一脫鞋之後，發現除了我以外別人都注意到

這點，專誠穿了襪子，我是唯一的『赤腳大仙』。李老師訓話時說：『....，男

同學們，平時學業當然重要，服裝儀容也要注意，....。』此一場面使我終生難

忘。有一次李老師騎單車在小東路上被汽車撞傷，在陸軍第四總醫院開刀，失

去一個腎臟。開刀時我在病房外。

過了約四十年之後，當年的老師們，有的雖已退休，但仍住在臺南，常有

見面的機會。如徐迺良老師、莊君地老師、周傳禮老師、吳振芝老師、王大琛

老師、姚靜波老師；有的已不幸去世，自從我於民國五十九年回校任教以來曾

參加過張駿五老師和李立聰老師的出殯儀式；王善政老師多年來都在國外；李

詩長老師自從師母去世後也遷居國外，出國前曾把許多藏書捐贈學校，出國後

由其公子陪著旅遊世界各地，日子過得很好；日子過得最苦的是郭德菱老師，

因為肌肉萎縮症，睡在臺北仁愛醫院病床上已約四年了。

三、課業

由附表中的資料看，當時的課程規劃得相當認真，第一個特點是上課的時

數多。四年之中我修了一百六十個學分，而一個學分每星期不只上一節課，譬

如：國文二學分要上五節課，物理三學分要上五節課，微積分四學分要上六節

課，…。因此，一年級上學期排了四十二節課，下學期是四十四節課，和中學

生一樣。晚上和週末的時間要趕習題，作業，回想起來當時的日子不知道是怎

麼過的，居然也有時間當伙食委員，自辦伙食，演話劇，辦迎新。投影幾何和

工程畫這兩門課雖然學分不多，但作業很花時間，若想拿高點的分數，不但要

畫得對，還要畫得好。

課程方面的第二個特點是重視實驗，助教管得認真，學生也認真做。一

年級普通化學實驗的助教是王振華老師，我用天平稱試樣時他就站在後面看，

手的姿勢不合規定時馬上糾正，分析化學實驗，每組的未知試樣雖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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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是認真地自己做，不會去互抄答案。一次有機化學實驗，李立聰老師

把她自己和與她同住的蔡祖慈老師的舊尼龍絲襪剪碎了，讓我們溶解，分解，

做出許多純白色六角形片狀的結晶，印象深刻。工業化學實驗，做過肥皂，醬

油，面霜等等，把用豆餅做的醬油拿到廚房去用，廚工的領班『陳樣（發音為

金桑）』說是好醬油，使我們甚為得意。一年級時每星期要到機械系的實習工

場，作一個下午的實習，木工、翻沙（鑄工）、鍛工、車工、鉗工，都實實在

在地做了一遍。鍛工就是打鐵，和鉗工、木工等都是很費力氣的工作，但女同

學的分數反而比男同學還高，那是導工們多幫了一些忙的緣故。三年級時每星

期要到電機系的實習工場作半天電工實驗。現在常有人問為什麼兼任系主任和

所長的教授每星期只可以減少兩小時的授課時數，而工場主任郤可以像教務

長、院長一樣減授四小時。這大概是因為當初重視實習，把工場主任和圖書館

館長一樣，視為全校性的主管的緣故。化工系的實驗工場是與普渡大學合作，

有了一些美援的經費後才造起來的。因此，我們並沒有做過單元操作實驗，代

替單元操作實驗的是在四年級下學期時，每星期六到糖業試驗所做一天的『化

工實驗』，實際上是幫助陳其斌老師（兼任教授，曾任台糖廠長）做一些實驗

工場的實驗，包括燒鍋爐，搬麻袋，做記錄等等，大家做得很起勁，一些像片

也印在畢業通訊錄中。每次中午陳老師請我們吃一個便當，裡面有滷蛋，香

腸。

那時學校的規定是一定要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到工廠裡去實習六個月才能

畢業，學校重視，學生也做得認真，我到三年級的寒假時，就已經實習滿了

一百八十七天，升四年級的暑假又到石油公司新竹研究所實習九個星期，因為

是出於自願，做得相當認真，但開學後並沒有把報告交給學校，因此也就沒有

列入選課簿的記錄裡，學校因為重視實習，在教務處設有實習指導組專門掌管

這方面的事務。但因為種種原因，對校外實習的要求從比我低一班的同學開始

就降為四個月，後來又降低為兩個月，最後又改為自由選修，實習指導組也在

我接任校長後改為學術服務組，掌管與學術研究有關的各項事務。

四年級的畢業論文雖然沒有學分，大家做得還是非常認真。指導教授是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二、學生時代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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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生自己選的，有人做實驗，有人做文獻的檢索，也有人翻譯一本書，我是

翻譯了一本書，工作的量非常大，完工後要抄寫兩份，一份自己留著，一份交

給系裡，也是一件大工程。其中一本是我自己親手抄的，另外一本是拜託同學

們大家幫忙抄的。當然，我自己是低年級生時也幫四年級同學做過抄寫論文的

工作。當時沒有影印機，書中的圖是先用手描在晒圖紙上，再晒藍圖。像片怎

麼辦呢？沒有錢去複印，就也用手描在晒圖紙上，過了四十來年後拿出來看一

看，描得真不錯呢，當時真是肯下功夫。留在系圖書室的那一本，我回校任教

後曾見到過，後來大概被丟掉了。

四、課外活動

當時功課雖然很忙，因為家住北部，火車票太貴，整個學期都住在學校

裡，課外的活動也不少。伙食團是學生自己辦的，一、二年級時若當選了伙食

委員，就管『採買』、『保管』之類的工作，三、四年級時若當選了，就很可

能要當『主委』。迎新、送舊、演話劇之類的事也做了不少。化工系演戲時我

總是當『戲務』之類的工作。

到了四年級上學期時，我們籌備成立了『化工學會』，是本校有史以來

的第一個系會。在第一個學期中辦了不少的活動，重要的有：籌備系會辦理普

選，編印化工通訊創刊號和製作系徽，在化工通訊的創刊號中找出當年的籌備

經過，幹部名單和章程，在很短的時間中做得有模有樣，相當不錯。

編印『化工通訊』的創刊號，找錢與找稿的工作大家分頭進行。記得我與

幾位同學到李漢英老師府上去，請他寫一篇文章。李老師就把學術性刊物應如

何審稿，如何編輯，講給我們聽，等於上了一課，但他講的應該是目前中國化

學工程學會所辦的『化工會誌』的標準。當年一本由大學生主編的刊物離這一

標準當然差得多。但現在拿出這本四十年前的創刊號來看一看，覺得確是做得

不錯，老師和學生的作品寫得都相當認真，其中李漢英老師的一篇是我根據他

的一篇字寫得很潦草的演講稿整理出來的。現在我把自己珍藏的一冊拿出來，

借給主編系史的老師參考。請務必要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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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化工學會的總務組組長，製作系徽的事由我主辦，先是向全校同

學徵求設計圖樣，再把應徵的作品編號後在系館裡公佈，由全系同學票選。結

果得到一百多票最高票的是建築系隋洪林同學的作品，隋兄畢業後赴美留學，

早已是成名的建築師。這個設計圖，就我的記憶畫出來如附圖。六角形代表苯

環，紅、藍兩色代表酸、鹼溶液中加了石蕊試劑後的顏色，ＣＨＥＭＥ五個字

母當然代表化工，同時字母Ｃ是一個圓底燒瓶的瓶底，ＨＥＭ三個字母的部分

是瓶頸，字母Ｅ是由瓶口冒出的煙，這是一個很好看的設計。第二名也得到

一百多票，也是隋洪林同學的作品，圖案與第一名相同，只是紅色與藍色的部

分全部是白色，這個設計實際上更好看，只是少了酸鹼反應的一重意義。

優勝的作品選出來以後，送一些信封信紙，筆記本之類的獎品給前幾名的

設計者，然後，就是到市內找證章社去訂做。找了幾個證章社之後才知道，用

琺瑯做亮麗的藍色沒有問題，紅色的部分則只能燒出土紅色，燒不出隋兄所畫

的鮮紅。不得已，紅色的部分只能用烤漆來做。

當時，我個人對隋洪林同學設計的這個圖案並不很滿意，理由有三點：

（一）苯環，紅藍，燒瓶和冒出來的煙，代表的是化學，不是化工；（二）只

用英文，顯得太崇洋；（三）顯示不出這是我們這個學校的化工系。我認為

『臺灣省立工學院化工系』的系徽應該具有化學工廠的味道，而任何一個化工

廠中都不能沒有閥(VALVE)，閥應該是代表『化工』的最理想標誌。因此，我

自己也設計了一個系徽的圖樣，參加競選。花了不少時間畫得也很精緻，是在

一個倒三角形的證章上有一個金色的球閥(GLOBEVALVE)，上面有『工院、化

工』四個字。投票的結果，我的這個設計只得到我自己投的一票。初嘗民主政

治中曲高和寡的滋味，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

王振華老師比我高四班，有人告訴我說在王老師當學生的時期就有現在系

徽的設計。是否與隋洪林兄靈感的來源有關，就無從考證了。

陸、馬哲儒校長口述記錄、學生時代的回憶及尊崇特刊 ● 二、學生時代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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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記

陳特良老師在編『系史』，叫我寫一些學生時期的事，一直因為工作

忙，沒能交卷，三天年假有一些空，正好用來做這件事。但一動筆就覺得有

很多想寫的話寫不完，因為另外還有其他的事要趕著辦，就等以後有空時再

繼續補寫吧。

 8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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