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會⻑的話 
意外被推舉為校友會會⻑，因責任重⼤，深感惶恐。過去主編"源遠季刊"兩年多的感覺，在

個別校友或同⼀班級間，感情遠勝於⺠間⼤學，但整體凝聚⼒，尤其是與學校間的互動，則不如

⺠間⼤學，此似乎是校友會最該補強的事。校友未能充分發揮功能，在先天上應與軍事學校本質

有關，因軍人不能集會結社，使朝氣蓬勃、年青但未退役的同學不能參加校友會；又因學校被視

為軍事重地，校友進出極為不便；軍人傳統的保守、服從更衝擊技術人員崇尚個人自由的習性，

使校友與⺟校間基本的熱情發展不出來。但親愛的校友們！我們捫⼼自問，除了⽗⺟養育之恩

外，還有什麼人或組織能免費給我們這麼多恩惠？嚴格的入伍訓練，漫⻑且完整的養成教育，將

我們從⽣澀無知的青年，⼀⼝氣培養成受人尊敬的醫療⽣技人員，不愁吃穿、不會失業，早退可

成為社會寵兒，晚退可享終⾝俸祿。如我們對⽗⺟有孝順之⼼，則對⺟校也應有回饋之意，不要

祇因為軍事學校的⼀點點不自由，⽽將人類崇⾼的感恩之⼼變成冷漠之情，我們不也有嚴肅保守

的⽗⺟嗎？他們不是也有打我們、罵我們的時候嗎？我們沒有對⽗⺟記仇，就不該對⺟校懷恨，

不論教育家、政治家、哲學家或宗教家都告訴我們，人要幸福世界要和平，所賴唯獨－－『愛』，

⾝為⽣命科學的⼀員，快將您⽣命中最寶貴的愛，呈獻給您的⽗⺟、家人、師⻑及⺟校吧！ 

 

目前⽣活在台灣最不安的事莫過於族群的被撕裂，這是政治人物利用不同意識型態的情緒，

爭取自己權及利的結果，我在源遠季刊第四期中曾提到意識形態本是人類忠誠的表現，與其加以

排斥，不如認為是⾼尚情操，予以尊重。唯因這種情操出自人⼼深處--對⺟親故⼟的愛－單純⽽

強烈，極易被激化為不理智的行為。在歷史上、在世界不同角落裡，都是政治人物屢試不爽的利

器，但受教育的人都知道這是屬於不道德的行為，因為受苦難的永久是被操控的人⺠。 

 

親愛的校友們，我們又何嘗不是特殊的族群，何嘗沒有自己的意識型態；我們有源遠流⻑的

校史，有親愛精真的精神，有窮苦出⾝的背景，有⻑期⼀起吃、喝、拉、撒、睡的⽣活體驗及終

⾝共事為台灣打拼的經驗，作為⼀位⾼級知識份⼦，應該知道政治的齷齪，⽽放棄企圖撕裂族群

的政客，正如最近成立的『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召集人侯孝賢所言：『多族群應是社會的資源，不

應是社會的負債』，所以我們支持『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視』，使我們這個族群也能受到平等的

待遇，這正是校友對⺟校的⼀項最佳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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