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十二週年專刊誌慶

母校南一中校慶賀詞
　　本人在母校台南一中就讀期間，承蒙老師辛勤教誨與同學們相互鼓勵，
渡過一段充實的成長歲月，至今仍充滿許多愉快的回憶。
　　民國六十四年自台大政治系畢業後即報考外交特考，加入外交工作行列
至今三十餘年。南一中校歌「德智體群兮　多士陶溶....，愛吾國　愛吾民」
歌詞多年來縈繞我心，始終是支持我不斷向前的精神動力。
　　今年外交部國慶酒會於台北賓館舉行，其間巧遇校友會公關主任委員兼
校友會刊總編輯李賢勇兄。賢勇兄以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12週年專刊出版
在即，特矚為文誌念。
　　緬懷南一中在歷任校長、老師及家長們共同耕耘下，為莘莘學子提供優
質的學習環境，八十九年來孕育無數優秀學子，為建設寶島台灣作出卓越的
貢獻。欣逢母校八十九年校慶，謹祝福母校校運昌隆，弦歌不輟！

沈斯淳　　　
外交部常務次長
201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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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自民國87年成

立已屆12周年，求學於台南文化古都，畢業後

大都北上求學發展，為增進校友聯誼及舉辦活

動而成立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歷經郭光雄

首位理事長、陳傳岳前理事長與翁明顯前理事

長，迄今不斷發展會務。

　　在就任第六屆理事長以來，秉持「團結

和諧、開拓發展、創意成長、知識交流與傳

承」，有理監事會定期召開及登山社每月一次

登山活動，高爾夫球隊每月活動，尤其登山社

辦得很精采又有益身心。

　　公關聯誼，也擴大知識經濟的參訪與聯

誼，參訪統一企業、台南市大天后宮、台塑六

輕、台南市母校、中油、工研院、交通大學、

外交部、中央研究院、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等傑

出校友領導的機構及企業，感謝他們的熱誠接

待，藉由參訪開展新的交流。

　　本會，在王金平榮譽理事長登高一呼也積

極籌備成立基金會以獎勵母校後進並以急難救

助為宗旨與發展，王院長並即慷慨解囊新台幣

參百萬元。本人也受感召捐出二百萬元，林文

雄校友慷慨認捐一百萬元。祈望各校友盡其在

我共襄盛舉。

　　去年，我們出版了第一期校友特刊，今年

更擴大出版12周年專刊，結合北、中、南校

友，以文會友，人才濟濟使內容更充實更豐富

更具深度與廣度。

　　期望，校友會承先啟後，使會務不斷發揚

光大。

理事長的話
文／林志郎–�20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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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平自民國六十五年二月進入立法院擔任

立法委員，迄今已逾三十四年，其中從民國

八十二年到八十八年擔任副院長；又從八十八

年直到如今連續擔任四屆院長，領航國會已經

十八寒暑，回顧半生奉獻給立法院，若說小有

成就除自始至終秉持佛心問政，奉行中道立法

之外，全拜勤修「水」德所致，其中奧妙不足

為外人道，謹提供一中校友來共享經驗，分享

心得，還請閱後不吝賜教。

說起水德的揭櫫

「老子」一書甚多有如：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

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

德不離、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常德乃足。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

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

第七十六章： 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上善若水的國會領航
文／王金平　

　　榮譽理事長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

之能勝。

　　從以上老子的大智慧中，金平不才，將它

歸納出：「不爭」、「善下」、「至柔」、

「包容」、「守常」五大上善之道，而後時刻

奉行。

　　就「不爭」而言，首先要想到「善利萬

物」，能先想到善利萬物，絕不致先想到利

己，不專務利己則不至於無所不爭，如此可以

常常與人為善，結果是不爭卻贏得了好人緣，

得人和，反而有「爭是不爭，不爭是爭，夫唯

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意外收穫。立法院

是全國各種勢力的競逐場，作為院長如何能與

各個委員競逐利益，自當照顧到各個不同的需

求，為委員們提供問政資源，才能贏得委員支

持，這些年來金平從讓同仁分享自己的問政心

得，奉獻自己的問政資源，不分黨派，和光

同塵，莫不是想體現老子不爭的處世哲學於萬

一。

　　就「善下」而言，說到善下說白了就是常

常擺出低姿態，我們如能謙卑待人，就不至於

讓人對我們存有高高在上的惡感，因此這些年

來，在院長辦公室會見賓客，不論他是委員、

官員、記者、或是選民不只盡量做到禮賢下士

賓至如歸，同時對於等待的客人，更要隨時向

他們表示歉意；假日回到選區服務，對於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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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不論貧富貴賤，總要盡量做到讓人感到

窩心，有時表現在行動上的微小動作或是奉

茶、或是斟酒、或是夾菜添飯，都會拉近彼此

的距離，讓鄉親們說一句「這是我們的金平」

比什麼讚美誇獎都要來的令人欣慰，總之善於

處人之下，自然不致曲高和寡，而能進一步得

到群眾的支持。

　　就「至柔」而言，一個從政者一定要學習

做一個從軟到硬的熟練者。人人都知道弱勝

強、柔克剛，但是多數人卻都是做不到，金平

從水之善於攻堅體會出：手段要溫柔、身段

要柔軟的道理。台灣有一句俗語說：「軟索牽

豬」就是教人處理事情要講究方法，不要太過

強勢，致使令人難以接受或下不了台。以軟磨

取代硬抗，用柔軟的身段處理人際關係，總比

威迫利誘，更能得到人和，這是不爭的事實。

金平在國會主持朝野協商多年，因為協商成功

而通過的國家總預算以及重大法案，不知凡

幾，因此而對國利民福的增進小有微功，其所

以能夠如此完全得益於老子之以至柔馳騁至堅

之啟示。

　　就「包容」而言，所謂「海納百川，能容

乃大」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就在能包容眾

水。彌勒佛之所為未來佛主角就在於「大肚能

容，容天容地，萬物無所不容」。立法院是

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地域利益，不同

文化背景種種多元代表的集合場，做

為立法院的領導者要想達陣第一要著

即是「包容」，包容應及於人、地、

時、事、物，對於立法院這個多時高

達數百最少也有委員113人的國會殿

堂，每個委員的行事風格、社會背

景、政治立場均各不相同，因此作為

院長都必須予以包容，這樣纔能讓每

個人都感覺到他受到尊重，當每個委

員感覺到他受到尊重，就可以在異中求同，營

造立法院的基本和諧。

　　就「守常」而言，老子說：為天下谿，常

德不離；為天下谷，常德乃足。水是常德亦即

經久不變之德的最佳詮釋者，究竟水之常德如

何展示，主要如下：首先是水平，水不論在何

處最終都在求其平；再是水色，無論外界如何

渲染，最後水都能將之澄清，還其透徹明亮本

色；再次是水聲，大至海浪渹渹，小至溪流

潺潺，最終皆歸於平靜，無聲勝有聲。我心水

平，委員不會認為我有大小眼；我行水色，任

何抹黑塗綠不能損我絲毫；我言水聲，低調待

人，輕聲細說，凡與我溝通者不致惡言相向，

而後能在良好氣氛中把事情談成。恪守如水之

常德，可以在立法院應付裕如外，即使擴及國

內整個政壇，甚或兩岸互動，更及於國際外交

也都能收致良好效果，水之為用大以哉！

　　以上「不爭」、「善下」、「至柔」、

「包容」、「守常」五大上善若水之道，是金

平領航國會的心術，治心是十分重要的，不治

心不能制利害，做為一個普通人都需要如此，

更何況做為一個國會領導人，對於這五大心術

本敝帚以自珍，恰巧母校南一中校友特刊向余

徵稿，金平不揣淺陋將它敘述出來，還請諸學

長多多指教。

▲�前排左至右李其明理事、王金平院長、郭槐秋理事、陳

順財理事



台北南一中
校友會賀詞

文／黃運生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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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南一中校友會創立至今已屆十二週

年，一直秉持著共榮共享的理念，關懷母校，

引領一中精益求精，持續自我超越，邁向顛

峰。不論時代的巨輪如何轉動，諸位先進始終

不忘一中精神，堅持初衷，毋任感佩之至。

　　個人自歷任傑出校長手中接棒校務，已期

年有餘。面對光輝而榮耀的傳承，自是「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莫敢一刻自

遑。期間致力科學教育、數理傳承、人文素

養、優異特色社團與升學績效，務求繼往開

來，發揮師生潛能，宏揚一中造就頂尖人才的

使命。

　　99年度本校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共十一人獲

得滿級分，人數比率居於全國前矛。今年度的

大學入學成績，本校錄取台灣大學醫學系共10

人，錄取各大學醫學系共98人，錄取台、清、

交、成比例達四成六，而錄取國立暨醫學大學

比例更高達九成一，表現亮麗。

　　2010年本校學生參加國際數理奧林匹亞

競賽，亦創佳績，至今已獲三金一銅一榮譽

獎。其中楊泓毅同學國際賽更排名全球第一、

許乃倫同學國際賽排名全球第七，均為台灣選

手最佳！而2010年全國TRML數學競賽，本校

於個人項目摘下一金一銀，團體項目則奪下銀

牌獎4面、銅牌獎2面。

　　全力培育最優秀的人才，創造社會福祉，

一直是一中永續發展的目標與責任。

　　此外，本校教師團隊亦呼應校友及社會各

界的殷切期許，重視人文素養與品德教育，以

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自許，重視團隊及學

校榮譽，向諸位校友先進效法，邁向至善至美

的境地。

　　跨進創校九十週年之際，又逢學校即將於

101年8月改隸，個人秉持「跨越大台南，迎

向國際化」的學校發展目標，行政一棒接一棒

相互傳承，規劃服務，在既有優良基礎上，於

校務各層面創新境界。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志業，是國家社會存續

發展的希望。本校基於多元整合、共構全人學

園的辦學理念，一直致力營造溫馨的校園文

化、全人發展的學生、成就尊榮的教師、全

力支持的社區家長、卓越的校友典範、自我超

越的第一志願學府，以及接軌國際的視野與能

力，使師生在全球化的世紀中自我追求，不斷

創新、超越。

　　教育的精神無他，激發教師發揮專才，啟

發學生無限潛能，為學生築夢、圓夢，讓每一

個生命充滿信心、希望，就是我們共同的美麗

願景。

▲右邊站立者是黃校長



草蝦王國的興衰

文／郭光雄　前理事長
　　國立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甲殼類病毒學研究室

　　1968年台灣省水試所所長廖一久院士以

人工繁殖的方式，孵出第一批草蝦苗，對台灣

蝦類養殖業而言，是一個新的里程碑，也是一

個重大的產業革命，使得台灣三百年來租放式

養蝦邁向集約式，進而大步跨進企業化養蝦的

時代。台灣養殖蝦的年產量，從68年的61公

噸，發展到87年的8萬公噸，為台灣贏得「草

蝦王國」的美譽，廖一久博士也就被尊稱為

「草蝦之父」。

　　1988年台灣南部各養蝦場突然陸續傳出

大量病死的疫情，情況嚴重，水產主管當局請

廖一久博士出面組織防治小組查明病因並提出

對策，結果出爐為「每一個地方的死因都不盡

相同」，查出很多的因素，主要兇手可能是草

蝦桿狀病毒與孤菌，還有一些非病原性的因

素，例如使用不正常方法培育蝦苗，包括抗生

素及興奮劑的使用，養殖池的老化、養殖密度

過高、水質不良、飼料品質不好及管理不善等

等，防治小組雖然提出一些專業建議，草蝦養

殖業仍面臨大量死亡而養不起的局面。88年更

發生大量的暴斃，草蝦養殖年產量從8萬公噸

遽降到7~8千公噸，從此「草蝦王國」之美譽

不復存在。

　　正在一些水產養殖專家，包括廖一久博士

及魚病研究者(包括本人)，努力尋求養殖草蝦

突然大量死亡的真正原因時，1992年間中國

大陸南方養蝦場，暴發一種怪病，死亡率非常

高，當蝦池出現幾隻遊走遲鈍，停靠池邊幾乎

不動，不久就死亡情況時，整池蝦在二、三天

內即全部死亡。病蝦出現白色斑點，特別是頭

胸甲部位，故稱之為「白點症」或是「白斑

病」，以「白點症」之稱呼最為普遍。同年，

台灣養蝦亦暴發同樣的疾病，造成很大的傷害

與損失，本來就有所謂草蝦桿狀病毒及孤菌的

侵襲，真是雪上加霜，本省的養蝦業就此一厥

不振也。

　　1994年本人與羅竹芳教授(現為台大生命

科學院院長)共同主持之實驗室，把所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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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完成告一段落後，全部人力與經費投入

「白點症」的研究，並成立甲殼類病毒研究

室。經歷16年的研究，瞭解白點症的禍首為

一種新的病毒，其帶原者很廣泛，所有的十足

目之水中生物及水中昆蟲皆為其寄生的對象，

傳播的速度很快，以大陸那麼大幅度而言，

1992年在南方發現，1993年就傳播至北方的

鴨綠江邊之蝦池。1995年台灣四週海域的蝦

類就已受到感染，至1996年幾乎全世界的養

殖蝦就受到侵襲，短短幾年間，成為世界性的

蝦類病毒性疾病，引起世界魚病研究者的重

視。本研究室在1995年就開發出非常靈敏、

實用的檢測試劑，包括核酸探針與聚合酶反應

引子，並將其技轉給業者，目前本檢測試劑已

行銷全世界廣被使用，其中獲益最多的業者應

為泰國的卜蜂公司，反而本省的業者受益很

少，此與漁政單位的政策及漁民的素質有關，

不在此贅言。

　　由於蝦病的肆虐，加上本省人工昂貴，其

他費用亦不低，逼使業者出走，許多業者或技

術人員就外移至中國大陸東南亞各國甚至紐西

蘭、澳洲一帶。本「白點症」真的沒有防治之

道嗎？非也！若能謹遵專家與漁政單位的指導

與規範，養蝦仍有可為，當然抑阻白點症病毒

複製之良方或是培育出抗本病毒的蝦種尚未出

現，但由於甲殼類病毒研究室及全世界同好的

努力，目前已露出曙光，相信不久的將來必有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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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12週年專刊誌慶

文筆流暢生動
母校校運昌隆

台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前會長范進財

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12週年專刊誌慶

母校師長源
校友學長緣
服務人群圓

台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前會長陳俊朵



「法官養成」改革之道－

停止法官考試
文／陳傳岳
　　一九五八年台南一中高中部畢業
　　一九七○年美國南美川美大學法學碩士
　　萬國法律事務所創所律師暨所長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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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99）年夏天，高等法官貪污弊案

先後揭露，數個性侵少幼年案件不妥當的

判決也陸續見諸媒體，引起社會熱型討論

法官操守及判決過分失當的問題，也嚴重

傷害司法的威信，令人感嘆不已。

　　上述法官弊案與不當判決牽涉司法問

題甚廣，尤其嚴重涉及法官養成及不適任

法官淘汰的問題。本文茲就法官養成應予

改革之道，表示自己的淺見。

一、�我國目前法官養成制度癥結：

1. 目前大學法律系或相關科系或修足一定

相關學分的畢業生得參加考選部舉辦

的國家考試，即司法特考。其舉辦考試

時間及錄取人數，通常依使用機即司法

院（關於法官部分）及法務部（關於檢

察官部分）的需要而定，通常約每年一

考，其錄取名額也依該使用單位的決

定。應考人員錄取後（此為第一試），

進入法務部主管的司法官訓練所受訓

二年。（將司法官的訓練由法務部來主

管，實有不當，但沿已久，要改不易；

司法官一詞係指法官及檢察官，此用語

也不當。因法官與檢察官各有所司，法

官是做神的審判工作，檢察官則否，不

能混為一談，司法官一詞要廢，訓練所

的主管機關要改，但談何容易，實在難

以想像。）受訓時有近一年為課堂學習

（溫習並深化法律知識以及增進其他知

識），其餘時間則分派至法院、檢察署

實習，其能了解審、檢實務的運作及書

類的習作，也安排到相關政府機關及律

師事務所學習，以期了解相關單位的運

作。

2. 訓練二年合格後，正式取得司法官考試

及格證書，由司法官及法務部分別將學



  

台
北
市
台
南
一
中
校
友
會

9

員分發至法院或檢察署，擔任候補法官

或候補檢察官。候補期間以前為一年，

後改為五年。以前候補期間，候補法官

在一即為獨立辦案，且常被重用。後來

社會各界為候補法官年輕識淺、經驗不

足，實不宜委以獨任審判工作，乃認為

不能擔任獨任審判的法官。

3. 在五年候補期間，候補法官有機會獨立

審判案件，但他的專業能力最多僅是

四年法律系課程的學問，加上司法官考

試，以及二年的司法官訓練，試問這樣

的養成課程，就能讓一個人成為審判者

嗎？

4. 四年法律教育，著重對法律的了解、註

釋、分析、解答等等，充其量對於法律

的思維能力有所養成，但甚少對於事實

的了解、辨識、取捨及認定予以教育及

演練。（在審判上，其為法律事實者始

為法律判斷的評價，莫非法律事實者則

不予法律判斷的評價）關於實例考題的

「事實」，都由老師事先析出為簡單且

明確的法律事實，供學生予以法律的分

析、論述，則學生對於法律事實與非法

律事實的分辨能力本已拙劣，加以對社

會各色各樣的情況所發生事實更茫然無

知或了解有限，尤其以埋首用功讀法律

書人（也是最能考上司法官的人），更

不易了解社會所發生、存在的事實，而

了解所承辦案件中的事實！？倘事實不

明，或認定錯誤，如何能做出正確、妥

適的判決？

5. 由上可知，現行法官養成制度，在法律

教育方面重視法律的分析及論述，而輕

視事實的辨識及認定，於派任為候補法

官後，如何能認定案件或事件的事實而

以法律評價之？！縱對法律的論述及適

用，自認為適當甚至高明，但茫於事實

的真象，即發生裁判錯誤、離譜、乖離

社會與人民價值判斷的情況。如此司法

如何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及依賴？！即使

資深法官，也具有上述的先天不良；縱

為資深，也因文化與現實的關係，法官

處在與社會現實隔離的狀態，也發生未

能充分了解社會現實及人民價值觀的情

形如何改善此現象，又是司法改革的另

一議題。

二、�改革「法官養成」的途徑

　　現行制度的缺失己如上述，則法官養

成之道，必須改弦易方能寬其功。以目前

可行方法之一，停止法官考試，法官自律

師、檢察官及學者中甄選乃為良策，茲分

述如下：

1. 依美國制度，聯邦法官由總統自律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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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界選其適任者任命之（來自學界也

都有實務經驗）洲法院法官依各洲洲憲

法或洲法律的規定，以選舉方法自律師

或有實務經驗之候選人中選出。如此被

指派或選為法官者，均具有實務經驗，

了解社會現實，於審判時當不致囿於對

社會現實的無知或不足，而產生誤謬或

乖離的判決。

2. 在翁岳生當任司法院院長時代，其司改

措施的進程，即宣布在自97年起止法官

考試，民間司改團體鼓掌稱讚，無奈事

與人違，翁院長後來發覺97年怕來不及

實施，欲延至99年時，民間司改團體極

力阻止，但仍改為99年起實施，最後因

翁院長任期屆，在任滿人去政亡，令人

不勝唏噓。

3. 翁院長宣在於97年停止法官考試，可

見當司法院已研判停考的可行性，可惜

因為時空條件未備，終告未成，但無論

如何，廢除法官考試，實為良策，可以

根本解決法官對「事實」不明及社會經

驗不足的缺點。今後如決定停止法官考

試，對於任用法官的法規中，宜訂有較

長的準備期間，對於配套措施實有周詳

的考量及設計，始能寬其功。

4. 停止法官考試，則未來法官來自律師、

檢察官或學者，且可能大部來自律師，

或許有人擔心律師素質及品格的問題，

依目前律師現況觀之，此點擔心或許過

濾。現人會律師約有六千餘人，學品兼

優者大有人在，司法院可制定甄選辦法

予以規範，但實施效果似乎不彰。問題

在目前法官考試制度仍在，甄選通過的

律師僅是配角，且甄選辦法有甚多因循

現制所產生的限制及障礙。倘政策決定

決官來自甄選，則甄選法令的內容應有

另一種格局，法官甄選的制度始能發揮

其作用。

三、結論

　　現行考試制度的考試法官，其缺陷已

如上述，此缺陷有來自法學教育的問題，

有來自年輕識淺，社會經驗不足的問題，

也有來自台灣社會的化及現實。有意或無

的希望法官與社會及人民隔離的問題，除

第三問題需另外一種社會文化及司法觀念

的改造外，前二問題，可依賴停止法官

考試，改為以甄選方式產生法官，予以革

新，才是正辦，否則不廢止法官考試，無

法解決上述考試法官的缺陷，祈望當權者

明察，展現魄力採用之，則台灣司法甚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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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人榮幸能成為廣州亞運台灣代表團

團長

　　廣州亞運設立圍棋項目，不但是一種創

舉，更是一種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圍棋是一種

智力運動，牠的特質就是培養求新求變的能

力，需要五種能力的結合才能達到頂尖的境

界，舉凡智力、耐力、毅力、專注力、體力、

缺一不可。

　　這次圍棋項目總共設立三個錦標，男子團

體賽、女子團體賽、男女混雙賽。

二、台灣圍棋的軟實力

　　在全球化時代中，各國所面臨的挑戰，已

不在於國家的硬勢力有多強，而在於一國如何

運用該國的軟實力，以展現令人折服的吸引

力。台灣圍棋的實力，如今已擠入世界前三名

了，這一股不容小覷的軟實力，足以讓世界看

見台灣。台灣棋院成立10年以來，台灣棋士的

比賽愈來愈好，去年世界新總賽贏了日本，與

中、韓棋士的差距也逐步拉近。今年9月7日與

日本關西棋院的交流賽，林至涵更擊敗了日本

碁聖坂井秀至。一舉成名。

三、台灣代表團的組成

　　在台灣體委會戴主委的指導下成立評審會

預祝	台灣圍棋代表團
揚威廣州亞運

文／翁明顯�校友（現任中環企業集團總裁）
　　台南一中一九五一年畢業　　　

敦聘旅日棋士林海峰國手為總教練，陳永安棋

士為教練。

男子團體賽選手

張栩 棋聖 （日本棋院）徵召

王銘琬 九段 （日本棋院）徵召

周俊勳 九段 （台灣棋院）

林至涵 九段 （台灣棋院）

陳詩淵 八段 （台灣棋院）

蕭正浩 （台灣棋院） 後補

女子團體賽選手

謝依旻 （日本棋院） 徵召

黑嘉嘉 （台灣棋院）

張正平 （台灣棋院）

王景怡 （日本棋院） 後補

男女配對賽

張栩＋謝依旻

周俊勳＋黑嘉嘉

四、讓世界看見台灣

　　今年廣州亞運是棋界的重頭戲，要將全國

對圍棋的熱忱推到最高點，要保握契機，當奪

金的那一刻來臨，台灣又展現了另一種軟實

力。最近日本棋士張栩、王銘琬、謝依旻、王

景怡，在林國手的領團下，經常回國集訓，台

灣棋院及海峰棋院均全力以赴舉辦磨鍊賽。全

力以赴準備在廣州亞運爭取一席之地，希望全

體南一中校友，及全國同胞，共同祝福台灣代

表團。　　　　　　　　　　　　　謝謝大家



臺南市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
中學校友會
文／曾永信　理事長

▲�由左至右：施景煌理事、吳俊儀常務理事、張
麗堂台南市前市長、王金平院長、台北市校友
會林志郎會長、台南市校友會曾永信會長、母
校黃運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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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十一年四月一日在府城的竹園崗

成立了一所新學校，時值日人佔

據臺灣，設立初期學生班級數少，設備簡陋，

正待擴建充實的時候，又逢戰禍學校規模幾乎

消毀殆盡，戰後歷經幾任校長努力經營，現

在已經成為一所影響臺灣政經的名校---臺南一

中。

　　創校至今約培育出伍萬名校友的臺南一

中，早在日據時代大正年間創立了校友會，當

時稱為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友會。臺灣光

復後，以本省籍學生就讀為主的州立臺南第

二中學校，奉命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南第一中學

校，校友會同時亦更改為省立臺南第一高級中

學校友會，一直到到民國四十年代，校友會因

故停辦。後來校友會的活動，改以聯誼會方式

實施，每年舉行一次，此聯誼性活動，由光復

前第一屆校友開始，每年以1~2屆為單位輪流

來承辦。

　　直到民國五十九年，數位熱心校友張福祥

先生、王瑞東先生、辛文炳先生、蘇宗樑先

生、林朝魁先生、蔡瑞洋先生、林朝財先生、

葉瑞山先生、林聯輝先生、林華生先生、葉

文雄先生、柯孫煌先生等人，倡議重新成立校

友會，共推張福祥先生為召集人，委由林聯輝

先生、林華生先生、柯孫煌先生草擬組織章

程，經過籌備會修訂後，請林聯輝先生於民國

六十一年正式向臺南市政府登記立案為民間社

團，成為臺南市各中等學校中，第一個正式立

案的校友會。到民國八十九因改制為國立正式

更名為臺南市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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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以加強校友間聯繫，促進彼此情

感，砥礪學行，發揚團結互助精神及服務社

會為宗旨。歷經張福祥(1)、蘇宗樑(2)、蔡瑞

祥(3)、、周清和(4)、吳強(5)、葉英杰(6)、

陳東河(7)、鄭憲宗(8)、范進財(9)、翁安

昌(10)、許重勝(11)、周泰隆(12)、劉明道

(13)、戴謙(14)、陳俊朵(15)、楊明興(16)等

理事長及理監事會的努力經營，披荊斬棘從無

到有，成立規模、建立制度，會務蒸蒸日上。

民國98年本人接任第17屆理事長如何承先啟

後深感責任重大。正如陳俊朵理事長所說，臺

南一中校友會是友誼的社團，一日「臺南一中

人」終身為「臺南一中人」，從在校同學緣，

到畢業後校友緣，臺南一中緣定終身，管它是

偶然，管它是必然，就是要惜緣，心存母校

源，享受校友緣，服務母校，服務校友，服務

社會，服務國家，服務人類，服務愈多你就會

得到越多，擁有悠久校史培育畢業出來的校

友，當然不同凡響，臺南一中校友會擁有很多

社會資源和特色，才會這麼出色。

　　臺南一中校友會是倫理的社團，人類的基

本倫理就是要飲水思源，回顧我們自身的啟蒙

史，而母校臺南一中就是我們飲水思源的源。

吃水果拜樹頭，恩師就是我們吃水果拜樹頭的

樹頭。

　　因此校友會擴大服務層面與臺北校友會、

南加州校友會、休士頓校友會取得聯繫，希望

校友會組織延伸至海外。同時希望找回更多失

聯的校友，因此校友會與獎學基金會陳明輝董

事長共同策畫建構校友會新的網站，使全球臺

南一中校友皆能互通訊息，讓分布全球各角落

的校友共同分享自己努力的成果，大家一起來

關心校友會，同時可以獲得母校活動的訊息。

　　為使校友在各行各業的卓越成就獲得肯

定，每隔2~3年舉辦校友傑出成就獎的表揚，

藉以樹立校友楷模，作為在校學弟的學習典

範，同時表揚其對國家社會的特殊表現，頒

獎共分七大類別，至今已辦八屆，表揚校友達

102人，遍佈海內外，今年延續既有的辦法於

校慶辦理第九屆表揚大會。

　　在聯繫校友方面，每年1月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會員代表由各屆連絡員參加，選舉理監

事、制定或修改章程、審查預決算、決定年度

工作計畫。每年農曆元月初三(校友回娘家日)

辦理新春聯誼大會，發起各屆連絡員通知同屆

校友返回母校群英堂參加團拜，會中有餐點及

摸彩等活動，其中有年長校友及剛畢業校友參

加常達到5~6百人熱鬧非凡，為使校友記得這

一天因此各屆理監事未更改過，非常歡迎各屆

校友互相通知提醒，更希望各屆校友利用這一

天返回母校召開同學會，這樣校友會活動更充

實。

　　校友會希望更多校友參與，因此校友會由

高爾夫球委員會辦理高爾夫球賽，互相切磋球

技，許多人互相打球卻不知對方也是校友，因

一場球賽而增加友誼。邀請各屆校友返校參加

校慶活動，對於畢業滿30、40、50、60、70

年校友更歡迎返回母校，回憶年青時同窗往

事，增進彼此情誼。利用校慶當天辦理餐會，

也獲得很多校友肯定。最後盼望不管你在何處

常與校友會連繫，也希

望有更多校友能

投入校友會的

工作，使校友

會 一 天 比 一

天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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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一中校友會是臺南市中等學校最早立

案的校友會，於六十一年登記成立後，多位有

遠見又熱心的校友張福祥、蘇宗樑、辛文炳、

林聯輝等前輩認為要使校友會延續發展，必須

成立基金會，籌募基金以獎勵學弟才能薪火

相傳，在這個共同理念下，獎學基金會很快

就成立，並推舉辛文炳校友為首屆董事長，於

六十三年正式登記為財團法人，迄今已三十六

個年頭，從最初八百五十萬基金，在熱心校友

及母校的師長努力下，目前基金已達二仟萬，

用這些基金滋息作為獎勵學弟用。

　　創立初期陳榮濱老師擔任總幹事，對制度

及規模的建立，不遺餘力，出錢出力，同時對

於母校歷史文物館建立及充實功不可沒。近年

來獲得母校傑出成就獎的王金平院長對學校爭

取經費及基金成長貢獻良多。周清和校友及擔

任兩屆董事長的周泰隆校友為父子檔、葉英杰

董事長、陳東河董事長、鄭憲宗董事長、范進

財董事長、翁安昌董事長、許重勝董事長、劉

明道董事長、陳俊朵董事長，歷屆董事長及董

事會默默耕耘才有今天的規模。

　　獎學基金會設董事會有十一位董事，由校

友會理事會遴聘，再由董事互選董事長，98年

財團法人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校友會
獎學基金會

文／陳明輝　董事長��

我義不容辭的接下董事長的重責大任，實際瞭

解後，發現以現今利息降低的情況，基金是不

夠滋息來支付龐大的獎助學金，因此必須對外

募款，首先發起董事捐款，再對外募款。今年

很感謝王金平院長協助由申恆昌公司捐款貳百

萬元，使得基金總額達貳仟萬元，王院長關心

母校發展及學弟學業，是大家有目共睹，每逢

重大慶典如校慶，必親自蒞臨為學校及學弟打

氣加油，同時為使學弟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協

助學校爭取改建體育館所需經費二億餘，對學

校未來發展更是關心，全體校友對王院長的關

懷表示衷心的感謝。

　　大家對基金的成長非常關心，因此在我上

任後就設定一個目標，要讓基金成長至參仟萬

元，這是不易達成的目標，但是必須由全體校

友及董事會共同努力以赴，非常感謝曾永信理

事長及魏燦文副理事長共襄盛舉，我們三人各

捐壹佰萬元。同時為使更多校友參與，因此基

金會與校友會一同策畫更新網站，一來可喚起

校友關心校友會，關心母校的訊息，第二點將

網站建構成校友連絡中心，第三點可找回失連

的校友，第四點讓校友聯繫平台無限延伸至全

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盼望校友捐款使基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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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能找到連絡點。目前海外有南加州校友會

每年匯款於畢業典禮時頒獎，美國休士頓校友

會提供獎學金給就讀臺灣文學系的校友，今年

是第二年，頒給考取成大臺灣文學系的兩位校

友。我們非常希望畢業校友伍萬人一條心，校

友會及基金會的成長發展指日可待，這都是全

體校友所期待的。

　　我們更期待現在在校的學弟能傳承，因此

獎學基金會每年頒發獎學金二次，獎勵母校在

學學弟，時間分別在校慶12月及青年節3月，

每班前五名可以申請優秀生，低收入戶可申請

一般生獎助金，每年約需捌拾萬，由獎學基金

滋息支付，不足部分由董事會捐款，或對外募

款，非常感謝如周泰隆校友、陳定興校友、林

茂校友等定期捐款給基金會，我們希望有更多

的校友能參與，除此之外對於弱勢學弟成立急

難救助小組，對家庭變故或緊急事故者，給予

關懷及金錢上的濟助，使其順利完成學業，因

此連絡網站的建立迫在眉睫，同時非常感謝楊

忠橋校友參與，目前網站已接近完成階段。

　　另外校友傑出成就頒獎也是校友會及獎學

基金會的重點活動，藉頒獎樹立楷模，做為學

弟的模範，表揚在各行各業表現傑出的校友，

讓大家分享他們的榮耀。     

　　以上都是為了加強校友間聯繫，促進彼此

情感 ，砥礪學行，發揚團結互助及服務社會

的基本精神。也期待各位校友來共同參與，相

信有大家的參與共同努力，獎學基金會會更加

發展遍及全球，也祝臺南一中校運昌隆，各位

校友事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