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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文物選粹(十八)：東海大學徵議校名及籌設院系文件 

謝鶯興解說 

 

上列三圖，右為籌備處對「徵議校名及籌設院系」的擬稿，中為發函文

件的「油印本」，左為回覆意見的「清冊」，謄錄各人的理由。 

1950 年，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教育界與熱心教育的教會人士，基於事實需

要，紛紛向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建議，在臺灣創辦一

所理想的大學。1953 年 6 月中旬，聯董會正式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由杭

立武博士擔任籌備處主任，1953 年 8 月 11 日，籌備處曾以幾個名稱，以及除

文、理兩院之外，應再另設何院為宜之事，致函教育文化界人士，廣徵意見。 

據「各方函復關於校名及第三院之意見(以函復先後為序)」所收，共有程

天放先生等 16 位人士，分別提出卓見，以徐佛觀先生提出之文字最多。 

如程天放先生認為：「以台灣而言，似用成功大學之名為宜，一方面紀念

民族雄鄭成功，一方面亦表示大學辦能成功。」董作賓先生認為可用「海東」，

並云：「其次，則協和亦可用。過去北平、福建雖已有兩協和，此地仍可以用

台灣協和，以代表教會熱心教育之傳統精神。」徐佛(復)觀先生提出「海東」

之名，並敘述其看法如下：「原提四名，海東較妥。玉山除已指出之缺點外，

又無歷史上之淵源。協和亦有缺點，且在中日戰爭期間，常為日人所濫用，

現尚有協和黨等名稱。海東係泛稱，並不當指某一國家地名，過去以齊魯為

中心，常聯想到日本、高麗。若以長江為中心，則自然包括台灣在內。」 

杭主任邀請時在台中故宮博物院清點文物之羅家倫、凌純聲二位先生一

同察勘校址，杭先生以校地適在海之東側，傾向採用「海東」一名。經羅、

凌兩位先生建議與研究，遂採取凌先生之意見，獲得籌備會討論，決議通過，

乃向教育部呈請設立大學。「校史」的記載，可藉此以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