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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每年的校慶時節，都會有一張由校長具名的邀請卡，廣邀校友與各界朋

友，緬懷過往也策勵學校的未來。這張邀請卡校方慎重其事，形式由藝術中心

設計，內容則另邀寫作者。從2016年八十五年校慶到2019年八十八年米壽，邀

請卡內文由我承乏。

我不清楚之前的邀請卡是否有既定寫作方向，但是由我執筆的這四年，學校會

提供當年校慶主要標語與預定校慶活動節目表，期待邀請卡內文能呼應該年標

語且適度融入校慶活動內涵。

這四年的邀請卡寫作，也是我對大學精神的體會以及對成功大學的期許。因為

部分內容呼應了當時的校慶活動或者是那一年發生的事件，時過境遷，也許讀

者已難明其義。因此，我藉此短文，聊備四年的文字，並略作解說其背景，留

下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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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八十五周年校慶
莽莽原野中走來，大學應該像一座森林

老榕樹的新枝枒，是老靈魂的青春夢

八十五個青春夢想，召喚前生如昨日

足跡罕至的荒徑，前仆後繼便成康莊大道

以工程的手段敬重藝術，以知識為憑藉承擔社會

天工開物，人文化成

成大八五週年校慶，誠摯邀請您，再訪青春故地，重探大學精神。

附記：
2015年八月，榕園中一棵百年老榕在風災中摧折，學校立即展開一系列的護樹行動，也開始回溯且記

錄校園榕樹的故事。風雨過後，學校從摧折老榕樹截取許多枝枒，進行「老榕樹阡插育苗活動」，讓

老榕樹能夠化為更多的樹苗，繼續成長茁壯。老榕受創後的新生，是那一年令人動容的故事。

八十五年校慶，選出八十五位青年優秀校友，返校接受表揚。與多半是熟齡的傑出校友，輝映成趣。

圖書館第二次的真人圖書館，「以黃樹林中那條人跡罕至的荒徑：成大人的另類人生」，邀請另類成

大人分享獨特的生命經驗。而博物館推出的是「工程教育史料展」 。

八月 老榕的摧折與重生   學習如何與自然相處

四方之人 花果飄零  體會如何在社會中行動

過去與現在的榮耀  反覆思索如何定義「成功」

鐘鼓齊鳴 龍騰虎躍

成大八五   重新省思如何貢獻於宇宙之精神

成大八五週年校慶，105 年 11 月 11 日誠摯邀請您。在校慶的各項活動中（請詳節目表），感受到自然、

社會、和您我的交融。敬請

蒞臨指導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蘇慧貞 敬邀

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設計提案三

馬老師問：猜猜這是什麼？

答案：轉換一個角度看成大，成大在各專業領域中有許多亮眼的成績，這些成績

如同彩色小圓，而這些小圓構成今日的8 5成大，透過色彩判別表展現成大8 5年來

的亮眼成績。（其實是榕樹的俯視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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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八十六周年校慶
盜火少年歸來，髮蒼蒼而心熱如故。

心意牽引心意，「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

「我衷心相信亡者能藉由生者的記憶重生」。 

文物重光，西門東門何以相鄰？

再現格致堂，窮理致知重探新義？

舊總圖新生命，未來工場與歷史智慧如何辯證？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航向未來而遇見過往。

框限盡處，想像的翅膀開始飛翔。

成大八六週年校慶，誠摯邀請您，回首從前，

前瞻未來。

附記：
這次的邀請卡內文，不再以校慶活動內容為基

礎，說真的，也很難在其中發揮。我以這一年

當中學校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的重

要事件為本，也呼應了當年學校校慶標語智慧

創新、全球在地等內涵。

前三句是2017年發生的三個事件，百瀨五十捐

贈、林茂生林詠梅父女(林詠梅捐贈一批林茂

生文物博物館也在校慶期間進行捐贈儀式)、

以及名為「歸來的盜火少年」的政治受難校友

返校補領畢業證書儀式。這三件事先後發生在

2017年，有著特別的歷史與當代意義。

中間三句是這一年學校已完成或將進行的三個

歷史或古蹟建築(歷史文物館、格致堂、舊總

圖)的場域改造。以《楚辭》〈天問〉語法提

出，希望在前瞻創新的同時，與歷史激盪出更

深沉的意涵。

後三句接續前六句，總結多重辯證關係：過去

/未來、傳統/創新、在地/全球。

 

N C K U 8 6 OT H

A N N I V E R S A R Y

▲ 86 周年校慶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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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八十七周年校慶
「邃古之初，誰傳道之？ 」

兩千三百年前詩人屈原如此探問。

物種起源始於何處？天長地久有沒

有盡頭？

宇宙大化何以流行於理學道上？何

處尋覓王者清香？

科技為何渴望人文？工程是否可以

浪漫？

如果有八十七種定義成功的方式，

最初的時候，有人如是說：

「頭腦冷靜、心胸寬大、手腳敏捷。」

成大八十七週年校慶，誠摯邀請您，

再訪青春故地，重探大學精神。

附記：

我對《楚辭》〈天問〉情有獨鍾，

這一年索性讓屈原現身提問。

前 兩 問 對 應 的 是 圖 書 館 「 一 冊 一

世界Ⅲ：達爾文 ( C h a r l e s  R o b e r t 

D ar w i n )《物種源始》主題書展系

列活動」與藝術中心校慶音樂會的

「長生盛宴」。三、四問則是理學

院「第二屆理學大道科學博覽會」

與蘭花研究中心「成蘭之美系列活

動」。五、六問是李國鼎科技與人

文講座頒獎典禮與博物館「浪漫事

典─蘇聯工業主題的力與美」。

最後一句話則是本校首任校長若槻

道隆對學校學生的期許，也是八十

年校史其中一冊的書名。

▲ 87 周年校慶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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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八十八周年校慶
莊子叩問佛洛伊德

本我自我超我，哪個是莊周哪個是蝴蝶？

「今日適越而昔來。 」

「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 

理學道上如何與惠施酬唱？

成功88橫著是兩個∞，廣大無涯又不可分割

「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兩千多年前的惠施說。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莊子也這麼說。

鯤化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博扶搖而上九萬里。

而武昌街的騎樓下，周夢蝶寫著：

「靜似奔雷，一隻蝴蝶正為我

預言著一個石頭也會開花的世紀」

「何止於米，相期以茶！」成大八十八週年校慶，誠

摯邀請您，翩然飛舞若蝶，壯闊翱翔如鵬。

附記：

成大八十八週年校慶，八十八的「米」壽是發想起點

與核心。

除了藝術中心設計理念所參考馮友蘭寫給金岳霖的

「何止於米，相期以茶」八字外，我想到將88橫著

看，就是兩個無限符號「∞」。

一個「∞」是無限的概念，它並非意味著邊界之外的

虛無，而是邊界之外又有邊界。

兩個「∞」，就應當是《莊子》〈秋水〉篇中惠施所

說的「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至大無外」，說的

是心量的廣大無涯；「至小無內」則說的是生命本質

與根本價值的純粹不可分割。

▲ 88 周年校慶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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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校慶邀請卡的內文，循著這個想

法發揮。

因為以《莊子》〈秋水〉篇中惠施所說

的「至大無外，至小無內」來談88週年

的意義，我乃以《莊子》書中莊周與惠

施的言語來串連。今年圖書館第四次

「一冊一世界」以佛洛伊德《夢的解

析》為展示核心經典，理學院繼續舉辦

理學道上的科學博覽會，我將這兩個活

動連結《莊子》，也連結了莊周與惠施

談論時間空間的穿梭曲折變形，科學哲

學的交互對話激盪。

開篇與末段唱和，起始於莊周夢蝶與佛

洛伊德，終結於鯤化為鵬，小大之間的

辯證呼應著「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

思維，再從翼若垂天之雲與扶搖而上九

萬里的壯闊，最終視覺回歸到寧靜的小

角落，武昌街騎樓下，明星咖啡館前擺

設書攤的詩人周夢蝶，寫下〈燃燈人〉

的經典詩句，藉以期許成大的未來。

詩人之名當然來自莊周夢蝶典故。

過去幾年的內文，在最後歡迎文字中，

或者寫著「再返青春故地，重探大學精

神」，或是「回首從前，前瞻未來」，

這次我想延續正文筆調，邀請嘉賓「翩

然飛舞若蝶，壯闊翱翔如鵬。」而一直

都有的「敬請蒞臨指導」幾字，太過制

式，乾脆都刪了，免得破壞正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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