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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文物選粹(二十一)：東海大學校園造林的早期文件 

謝鶯興解說 

 

東海進出校園的主要通道--「約農路」，求學之道的軸線--「文理大道」，

兩旁的林木扶疏，經常引人留連，尤其是在炎熱的夏季，從繁忙、酷熱的臺

灣大道，轉進校門接上「約農路」，不僅喧囂瞬間化成為寂靜，酷暑亦化為清

涼。或認為，東海位於大度山上，樹木濃蔭是理所當然的事，不足為奇。 

有多少人還記得，大度山原先是雜樹、雜草以及甘蔗田呢？現今的東海

地貌，最遲在 1955 年 8 月 5 日，即經由台中市政府建設局代辦中國農村復興

聯合委員會，補助東海的造林因大雨為害致流失四分之三樹苗之事，當時補

植計劃表列出 55,550 株的相思樹；10 月 24 日函之計劃書，列：出印度黃檀、

白千層、木麻黃、桉樹、苦楝、鐵刀樹等樹苗，同時也列出掘取、運搬、栽

植、灌水、除草、施肥及病蟲害防治等工作所需經費，可知前賢們對於校園

造林的重視與思考之周到。11 月 10 日，因學校已經開學，但校址四圍草木不

生，風沙遍野，導致學生生活殊多不便，認為造林計劃已刻不容緩，再度由

當時校長室秘書李爾康先生草擬函稿，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提前辦理。11

月 17 日，又鑒於附近少數農民常在校園內任意種植或砍伐樹木，函請台中市

政府「請禁農民勿在本校任意砍種」，以防患諸多流弊之滋生。台中市政府函

覆同意，並將副本送給西屯派出所督察辦理。 

尤以 1956 年 6 月 19 日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函送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附東海

造園計劃書，陳列樹種另有：鳳凰木、銀樺及觀音竹苗木等。觀音竹的數量

為 1010 株，每株 0.5 元。憶及就讀東海，初見文學院庭園被修剪成一團團圓

形的觀音竹，乍聞師長強調，這些竹子在建校初期是以每株新臺幣一元購進

種植的，其價值不菲。從文件得到印證。可惜尚未見到有關榕樹之樹苗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