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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輯 

吳德耀校長年表初編 

李南衡 編 ∗ 

西元 歲數 個 人 大 事 周 邊 有 事 

1916 1 12 月 8 日，生於廣東海南島文昌

縣邁號市青園村。 1 

1 月 1 日，中國袁世凱即

帝位，宣布洪憲元年。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位。 

23 日取消洪憲年號。 

1918 3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

大戰結束。 

1924 9 父文天先生去世。 

投靠馬來亞檳城伯父文富先生。 

入聖馬可學校。 

後轉學英華學校、劍橋九號。 

1 月 21 日，蘇聯列寧去世。 

2 月 3 日，美國總統威爾

遜去世。 

1925 10  3 月 12 日，孫文逝世。 

1932 17 入檳城最好的華校--鍾靈中學 3 月 1 日，滿州國成立。 

5 月 15 日，日本首相犬養

毅被暗殺，右派軍閥抬

頭。 

1936 21 入南京金陵大學。 2 12 月 12 日，中國發生西

安事變。 

1937 22 南京失陷後，11 月 25 日，金陵大 7 月 7 日，中國對日本戰

                                                 
∗ 東海大學第六屆社會系校友 
1 〈三遊中國〉收入《列國春秋》頁 152。 
2 「到上海參加中國全國中學運動大會，三鐵（鏢鎗、鐵餅、鉛球）冠軍，獲保送

及獎學金入金陵大學。」〈懷念海南一代哲人吳德耀〉刊於 2010 年 7 月 31 日《海

南日報》，撰文者蘇葩、魏如松。 
吳校長自己是這樣紀錄：「1936 年夏，筆者由恩師、前檳城鍾靈中學校長陳充恩先

生的介紹與鼓勵，北上就讀於金陵大學。」〈南京之旅〉收入《列國春秋》頁 154。 
3 南京失陷後，11 月 25 日，金陵大學師生從南京撤往四川，主要是搭乘「長沙號」

客輪溯江而上，師生分幾批先後出發。師生先到重慶後，再轉移陸路繼續向成都

跋涉。當時成渝公路上的客車大都是以燒木炭為動力，行進極慢。師生到成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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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師生從南京撤往四川。 3 爭開始。 

1938 23 2 月，金陵大學在成都招生開學。 11 月，滇緬公路完成。 

                                                                                                                          
西壩時，已是隔年元月了。 
這是經美國基督教會和華西協和大學協調下，借用華西協和大學大部分校舍給金

陵大學，金陵女子文理學院，中央大學醫學院，齊魯大學，燕京大學等四所教會

大學。學生選任何大學的任何課程，學分都被承認。（參閱雷文景撰〈艱難的人文

時世--抗戰時期成都華西壩逸聞錄〉，何志明撰〈抗戰時期內遷華西壩的金陵大

學〉，刊於《文史雜誌》2012 年第 1 期） 
關於如何從南京到成都，吳校長這樣回憶：（1937），日本侵華，攻下上海，

轟炸南京，向長江上游推進，於是被迫逃難到安廣，寄讀於安徽大學。是時秋高

氣爽，菊花盛開，使人留連，但又因時局的關係被迫和二位同學乘船逃到湖北武

漢。逗留數日，又乘船到宜昌。（宜昌亦即三國時代蜀國的關要險地，關公雲長所

守的荊州，天富之國的大門）在宜昌因為買不到船票，無法西上。我們三人，天

天輪流到民生公司售票處買到重慶的船票，去了十幾天，售票處根本不開門。當

時謠言甚多，說日本人快要轟炸宜昌了，占領宜昌後將從此地打入四川重慶，重

慶是抗戰時期中華民國的臨時首都。又有人說，冬天到來，長江水位降低，船隻

不能通行，要等到明年春季才能西上。我們三人心急如焚，身上所帶的錢絕不夠

用，學校春天就要開學了。 
當時兵荒馬亂，千千萬萬的人急於向內地遷移，如果不認識高官，或有地位

的小伙子，那能買到票呢。即使等到來年春季，我們三人也未必能買到票。怎麼

辦？碰巧這時，柯杰同學認識了一位中學生孔小姐，是大官的女兒。她說她全家

七八口，都已買到頭等票，將於某日夜裡十二時上船到重慶。於是我動了腦筋，

相約當晚乘小船在長江江口與從沙市乘小船來的費立民同學會合（現任北京首都

醫院外科學教授），記得當晚江上夜黑伸手不見五指，只得大呼其名而終得會合。

我們一同在小船上靜靜的等候，柯同學終於陪著孔小姐也乘小船來到江口大船

邊，於是我們四人聚攏來幫助孔府人馬把許多件行李搬上了大船，大家得意得很！ 
船上擁擠得不堪，可想而知，連坐立的地方都難找得到。柯同學不管三七二十

一，看到空床，打開鋪蓋就躺了下來，不久，有票的乘客來了，要柯讓位，他裝睡

不理，不久，經理找我們去談話，力勸我們下船，等下班船再西上。「我認識你們

校長陳裕光先生的呀，下去吧！」我們好不容易上了船，那裡肯下？筆者於是挺身

而出，聲厲詞嚴的說：「我走的地方很多，從南洋到中國，從來沒有見過這樣的事；

我們天天到貴公司去等著買票，但售票處從沒開過，船票是怎麼賣的呀？」經理的

態度立刻改變，並頗有歉意地說：「你看，部長高官們的便條這麼多，個個都有親

戚朋友，都要票，傭人也要，汽車和狗都得上船，你看，我怎麼辦？」 
這位經理本是中學校長，對青年學生頗為愛護，許可我們補票。票有了，但

沒有床位，於是這位校長經理讓筆者和費同學睡在他卧室地板上，另兩位睡在餐

廳的餐桌上。就這樣我們到了重慶。住在求精中學，大吃桔子，四川產桔，一角

錢可買一百粒。這段旅行可說是為了逃難被迫而行，因禍而有一覽長江三峽風光

之福。希望不久能有機會從長江上游下航，再一次觀賞「三峽」迷人、壯麗的絕

景。（參閱〈南京之旅〉，收於《列國春秋》，吳德耀著，1988，新加坡勝友書局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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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汪精衛脫離

重慶抵海防，發表對日和

平之聲明。 

1940 25 獲金陵大學文學士學位。 

赴美國入美國馬薩諸薩州塔夫茲

大學弗萊契爾法律與外交學院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 

3 月 30 日，汪偽中央政府

在南京成立。 

5 月 22 日，德義簽署軍事

同盟（柏林羅馬軸心完

成）。 

8 月 23 日，德蘇簽署互不

侵犯條約。 

9 月 3 日，英法對德宣戰。 

9 月 7 日，德軍轟炸倫敦，

繼續 65 日夜間空襲。 

1941 26  1 月 18 日，日德義三國在

柏林簽署軍事協定。 

8 月 12 日，美國羅斯福總

統與英國邱吉爾首相發表

共同宣言即「大西洋憲

章」。9 月 24 日，十五國

聲明參加大西洋憲章。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美國

珍珠港，啟動太平洋戰

爭。 

1941 年 12 月 8 日，日本

軍隊登陸馬來亞。 

1942 27 獲弗萊契爾法律與外交學院碩士

學位。 

入哈佛大學。 

1 月 20 日，納粹決定殺害

歐洲一千一百萬猶太人。 

1945 30 2 月 10 日在美國 Wellesley Hills, 

Massachusetts 與 1922 年出生的江

蘇無錫人薛瑛女士結婚。 

4 月 12 日，美國羅斯福總

統逝世。副總統杜魯門升

為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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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薛瑛獲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

究所碩士學位。 

4 月 25 日，在美國舊金山

舉行聯合國國際組織會

議，有 50 個國家政府及 1

個非政府組織參與聯合國

憲章起草。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下詔

宣佈日本戰敗。 

8 月 17 日，印尼獨立。 

9 月 2 日，中國對日本八

年抗戰結朿。 

9 月 2 日，越南獨立。 

10 月 24 日，安理會五大

常任理事國（法國、中國、

蘇聯、英國和美國）及大

部分其他簽署國批准了該

憲章，聯合國正式宣告成

立。 

1946 31 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是

馬來亞留學生獲此殊榮的第一

人。 

入麻省理工學院政治系當研究

員。 

1 月 10 日，聯合國大會第

一次會議在英國倫敦舉

行，五十一國代表參加。 

1 月 12 日，聯合國安全理

事會成立。 

1947 32 長子清邁出生。與夫人初為人父

母。 

入聯合國秘書處工作。 

2 月 28 日，台灣發生「二

二八事件」。 

4 月 2 日，聯合國特別會

議討論巴勒斯坦問題。 

1948 33 受羅斯夫總統夫人之邀，赴紐約

家族莊園 Hyde Park，與世界人權

宣言起草團隊餐敘。參與「世界

人權宣言」起草工作。 

12 月 10 日發佈「世界人

權宣言」，且訂此日為「世

界人權日」。 

1949 34  5 月 20 日起台灣省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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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年 5 月 19 日。該戒

嚴令維持到 1987 年 7 月

15 日為止，總共長達 38

年。在台灣為「白色恐怖

時期」。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立。 

1950 35 二子清治出生。 

入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至 1952 年。 

聯合國總部大廈在美國紐

約市完工啟用。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 

9 月 23 日中國基督教界發

表宣言「防止帝國主義利

用教會危害中國人民」，各

個教會大學校長紛紛簽名

支持，並發起了肅清美帝

文化侵略影響的運動，從

教授到學生紛紛撰文憤怒

聲討美帝的文化侵略。 

1951 36 與方衛廉(Dr. William Fenn)應英

國在馬來亞殖民地政府之邀，調

查馬來聯邦華文源流學校。合撰

發表有名的《方吳報告書》

(Fenn-Wu Report)。 4 

1 月，中國政府頒布《關

於處理接受美國津貼的文

化教育機關的指示》，各教

會大學與國外教會脫離關

係，但這樣也沒能挽回它

                                                 
4 《方吳報告書》(Fenn-Wu Report)即“Chinese school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Malaya.”是吳校長在聯合國文教處任職時，與

他的恩師、美國教育學家方衛廉(William Fenn)應英國在馬來亞的殖民地政府之

邀，調查馬來聯邦華文源流學校，合撰發表的。該報告指出，華校缺乏系統的管

理，但贊成各族兒童多學語言，即使三種也不為多（六十一年前的這一點認識，

即使以今天語言學的觀點來看，仍然是卓見）。該報告也提出，華人必反對忽略自

己母語的學習。《方吳報告書》一直到今天仍然對馬來西亞華文教育發展有影響的

深遠。 
Dr. William Fenn 的華文名字，在聯董會以後看到的都是「芳衛廉」，在原本「方」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31 期 

 44

們頽敗的命運。 

5 月 23 日，中國西藏簽署

「西藏問題和平解決協

定」。 

9 月 8 日，四十九國於美

國舊金山簽署「對日和

約」。 

12 月 1 日，中國人民解放

軍進駐西藏拉薩。 

1952 37 到美國 Connecticut 州的 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 任教及研

究，至 1953 年。 

2 月，聯董會秘書長芳衛廉博士來

台與我國教育界宗教界領袖討論

設校條件。4 月 2 日，向聯董會提

出「我所欲見設於台灣之基督教

大學的形態備忘錄」，他主張，該

大學不應是大陸任何一所教會大

學的翻版，「有機會創立一個不同

型態的大學。」即落實民主觀念，

學生需具備生活思想，課程不以

技術性導向，小規模五六百學

生，師生全體住校等。 

秋，中國政府對各大高校

院系進行大調整，此次院

系調整除了合拼重組高校

系科，私立大學全部被改

為公立，還根據蘇聯教育

模式設立大學結構。在這

次院系大調整中所有的教

會大學悉被解散，院系撤

併到相關院校中。 

10 月 31 日，台灣成立「中

國青年反共救國團」，蔣經

國擔任主任。 

1953 38 長女清惠出生。 

秋，東海大學董事會成立，推前

任教育部長杭立武博士為首任董

事長。 

11 月 11 日，請適逢來台訪問的美

國尼克森副總統到台中主持東海

3 月 5 日，蘇聯領導人史

大林逝世。 

10 月，寮國獨立。 

11 月，柬埔寨獨立。 

                                                                                                                          
字上加了草字頭。什麼時候改的？為什麼改的？已無從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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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奠基破土典禮。 

1954 39 到台灣參與東海大學創校工作 12 月 3 日，台灣與美國簽

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55 40 春，董事會聘請曾約農先生為首

任校長。 

東海大學第一屆招生。到考者

5,125 人，文理兩學院錄取學生不

及 200 人。 

任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兼文學院

院長。 

4 月 18 日至 24 日，部分

亞洲和非洲第三世界國家

在印尼萬隆召開國際會

議。 

10 月 26 日，吳廷琰就任

越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1956 41 東海大學創設社會系。是台灣第

二個成立社會系的大學。 

埃及宣布蘇伊士運河國有

化，引起 10 月 29 日，英

國法國以色列三國向埃及

發動侵略戰爭。是為第二

次中東戰爭。 

1957 42 4 月，曾約農校長辭職，董事會聘

請吳德耀院長代理東海大學校

長。 

8 月 1 日，新舊任校長交接典禮。

10 月 1 日，《東海大學校刊》創刊。

11 月 2 日，圖書館及理學院落成，

舉行奉獻典禮。 

8 月 31 日，馬來亞脫離英

國殖民統治，正式獨立。 

10 月 4 日，蘇聯人造衛星

「史普尼克一號」發射成

功，是人類史上第一次送

上太空的人造物。震驚全

世界。 

1958 43 增設第三學院--工學院。 

5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

士蒞校訪問。 

5 月 20 日，東海教會創立。 

年底，體育館落成。 

8 月 1 日，接受董事會聘請，正式

擔任東海大學第二任校長。 

10 月 19 日，林語堂博士伉儷蒞校

參觀及演講。 

8 月 23 日至 10 月 5 日間，

發生在金門與中國的戰

役，稱為「八二三 砲戰」。 

中國「大躍進」運動開始

至 1960 年結束，這期間 

非自然死亡達一千八百萬

到至少四千五百萬人。 

中國創設「人民公社」，既

是生產組織，也是基層政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31 期 

 46

11 月 30 日，哈佛燕京社撥款美金

萬元，作為本校教授研究費。 

權。至 1984 年結束。 

1959 45 由美國鋼鐵鉅子康墩夫人(Mrs 

Elisabeth Congdon)捐贈、由陳其寛

先生設計的校長公館落成，所以

校長公館叫作「康墩樓」。康墩夫

人家係吳校長夫人在美國求學時

的接待家庭。 

3 月 2 日，化工館舉贈送奉獻典

禮。（係由唐榮工廠捐贈）。 

6 月 20 日，代表本校教員研究成

果的學術性期刊《東海學報》創

刊。 

6 月 22 日，第一屆畢業典禮，畢

業生計 173 人。 

3 月 17 日，第十四世達賴

喇嘛其信徒約 8 萬人逃至

印度以尋求國際協助。 

4 月 27 日，劉少奇就任中

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至

1968 年 10 月 31 日。 

8 月 7 日至 9 日，發生於

台灣中南部的嚴重水患，

稱為「八七水災」。 

 

1960 45 5 月 22 日，美國生活及時代雜誌

發行人魯斯博士蒞校參觀。 

創設建築系並開始招生。聘請陳

其寬先生擔任系主任。 

9 月 4 日發生「雷震案」。

10 月 8 日《自由中國》雜

誌遭停刊。 

一年內，非洲有十七國獨

立。 

1961 46 二女清逸出生。 

10 月，建築系教室完工。（係採薄

膜雙曲面傘形屋面結構，為台灣

創舉。） 

11 月 15 日，蔣夫人宋美齡蒞校參

觀，並探視校長夫人薛瑛女士－

蔣夫人衛斯理學院同窗之女。 

1 月，美國與古巴斷交。 

8 月，東德「柏林圍牆」

一夜築成。 

5 月，美國派遣一支特種

部隊進駐南越，開啟了美

軍戰鬥部隊進入越南的先

河，開始了越南戰爭。 

1963 48 創設工業工程系。 

3 月 15 日，藝術中心舉行奉獻典

禮。 

11 月 2 日，本校八週年校慶，路

9 月 16 日，馬來亞連同英

國海外領地的沙巴、沙勞

越與新加坡合組馬來西亞

聯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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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義教堂（為紀念 Henry W. Luce）

獻堂典禮。同日，基督教活動中

心落成啟用。 

1964 49 3 月，生物館完工啟用。 

5 月，生物系與美國國防部合作，

進行一項繫鳥計畫。 

9 月，台大教授彭明敏與

其學生謝聰敏和魏廷朝，

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

宣言》，被捕。 

1965 50 12 月，高雄煉油廠贈東海大學實

驗儀器。 

8 月 9 日，新加坡脫離馬

來西亞，獨立。 

9 月 30 日，印尼政變，蘇

哈托掌握實權。 

美國大力介入越南戰爭。 

1966 51 赴美國接受漢彌登學院(Hamilton 

College)頒予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

位。 

赴美國普林斯頓神學院研究進

修。 

5 月，中國發生「文化大

革命」大動亂。 

1968 53 6 月 17 日，第十屆畢業典禮。聾

啞生謝茂昌（歷史系）、盲生柯燕

4 月 4 日，美國人權領袖

馬丁路德金被暗殺身亡。 

                                                 
5 《東海校友月刊》（1983-6-15）報導：民國五十八年（1969）十一月五日，（當時）

校長吳德耀在全校動員月會上，以題為「求學的觀念與東海精神」演說中，曾讚

揚一位眼盲學生，克服先天缺陷，獲得學位，開我國盲生青年大學畢業之先河，

這種克服困難之毅力，正是「東海精神」最真實的寫照。 
吳校長所說的這位眼盲學生名叫柯燕姬，於 1963 年來東海當選讀生，選修社

會系的課程，由於她堅毅向上的精神和優異的成績，東海報請教育部核准，一年

後正式成為社會系的學生。 
每逢考試也大費周章，接受月刊記者訪問時，她說「這要感謝當時的助教孫

清山學長（李南衡加一句：六屆的哦！）現任教於東海社會系，由他唸題目給我

聽，我點好字後，將答案唸出，他再一字字地抄在考試卷上，交給教授。有時他

還幫我翻譯洋文，可以說在課業成績方面，他是幫助我最大的。」 
東海畢業後申請到獎學金，前往美國，先在柏金斯接受一年的師資訓練，一

年後前往麻州的 Fitchburing 深造，兩年後取得「特殊教育」碩士學位，回國服務。

她不僅是台灣第一位盲生學士、也是第一位盲生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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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社會系）完成學業。 5 6 月 6 日，美國參議員羅

勃甘迺迪被暗殺身亡。 

1969 54 3 月 15 日，《東海校友通訊》創刊。

12 月 25 日，東海校友會總會成立。

7 月 20 日，美國太空船阿

波羅十一號登陸月球。 

5 月 13 日，馬來西亞境內

馬來人與華人發生衝突。 

1970 55 5 月 19 日，中文及歷史研究所奉

教育部令准設立。 

8 月 7 日，董事會議通過了吳校長

的辭職。 

4 月 24 日，在美國訪問的

行政院副院長蔣經國，遭

黃文雄鄭自才槍殺未果。 

1971 56 7 月 31 日，辭東海大學校長職務。

文理工三學院，十四學系及若干

研究所，學生 1,200 人。 

8 月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研究

中心擔任資深會員(Senior-Fellow)

為期四個月。 

本學年度聯董會補助總額為二十

五萬三千元美元。 

1971 年以後，聯董會逐年遞減對

東海大學的經費補助。同時，為

解決台灣青年求學人數增加、經

費發展所需專才，學校規模必須

擴展。 

10 月 25 日聯合國大會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聯

合國，取代中華民國席

位。 

1972 57 應新加坡總理李光耀之邀請，1 月

赴新加坡大學擔任政治系教授兼

系主任。 

自本學年度開始，聯董會正式實

6 月 1 日，蔣經國出任中

華民國行政院長。 

                                                                                                                          
《東海校友月刊》（1990-8-15）報導，聾啞學士謝茂昌榮膺台南啟聰傑出校友。謝

茂昌雙耳失聰，1963 年考入東海歷史系，1967 年畢業，是我國有史以來第一位正

式大學畢業的聾啞人。畢業後一直從事啟聰教育，民國七十七年（1988）當選為

全國第一屆十大啟聰教師，而且是唯一的聾啞人。 



人物專輯 

 49

施五年遞減計畫，逐年停止經常

費的補助。 

謝明山博士接任東海大學第三任

校長，在過去的原則上進行校務

轉型工作，開始擴大招生及成立

夜間部。 

1973 58 發表“Teach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Southeast Asia today＂(Occasional 

paper series- Depar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 1) 23 pages.6 

發表“Non-military considerations 

in military strategy＂(no. 2) 

東海大學創立實習農牧場，作為

東海「自立更生」後的新措施。 

8 月 8 日，旅居日本的南

韓政治家金大中被綁架回

南韓。1997 年當選大韓民

國總統。 

9 月 11 日，智利軍人皮諾

契發動政變成功，終止憲

法、解散國會、嚴厲執行

言論管制，實施獨裁政府

至 1990 年。 

1974 59 長子清邁與賴兆貞（東海十四屆

經濟系）小姐在美國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結婚。與夫人初為人

公婆。 

發表“Understanding China: A 

Southeast Asia viewpoint＂(no. 6) 

34 pages. 

發表“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Asian neighbours＂(no. 8) 31 pages

2 月 13 日，蘇聯作家索忍

尼辛被捕，放逐。 

8 月 9 日，美國總統尼克

森因水門案辭職。 

1975 60 7 月 1 日任南洋大學政治行政系教

授，兼南洋大學研究院院長。 

發表“Man and global crisis＂(no. 

14) 26 pages 

發表“The Singapore traditional 

4 月 5 日蔣介石總統去世。 

4 月 30 日，北越佔領西

貢，越南戰爭結束。 

李光耀將原本英華雙語教

學媒介語改爲英文後，南

                                                 
6 吳校長於 1973 年至 1976 年間，發表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系列文章，除 no. 1，其餘都只記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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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Changes in response to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no. 15) 

16 pages. 

發表“Concepts and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in the Asia context＂

(no. 24) 13 pages. 

發表“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ngapore: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no. 25) 18 pages

發表“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ization.＂Publisher: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大已名存實亡。 

1976 61 8 月 16 日南洋大學校長李昭銘博

士告假。南洋大學理事會任吳德

耀為代理校長。 

發表“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strategy, and art of 

government＂(no. 29) 29 pages 

1 月 8 日，中華人民共和

國總理周恩來逝世。 

9 月 9 日，中華人民共和

國最高領導人毛澤東逝

世。 

10 月，中國「文化大革命」

結朿。 

1977 62 8 月 15 日南洋大學理事會宣佈吳

德耀卸任代理校長職。留任研究

院院長。南洋大學理事會宣布暂

時不委任校長。另由特任委員會

管理校政。 

任「新加坡儒家倫理委員會」主

席。 

發表“Higher education for whom 

and for what＂Publisher: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 

7 月，歐盟（EC）九國間

關稅完全撤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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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發表“The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ommi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Publisher: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1978 63 第一次回中國，先後應邀到復旦

大學、北京大學、武漢大學、中

山大學講學。 

發表“Confucius＇ and Plato＇s 

ideas of a republic.＂Publisher: 

Insi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發表“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Publisher: 

Insi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s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5 月 20 日，蔣經國就任第

六任中華民國總統。 

12 月，中國召開中共十一

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確

立了鄧小平在中國實際最

高領導者的地位，毛澤東

時代結束，鄧小平時代開

始。 

12 月，越南入侵柬埔寨。 

1979 64 母陳家珍女士逝世。 

出版《人與社會》，教育出版社，

新加坡。 

出版《東方政治－西方政治》

“Politics East, Politics West＂

(essays)，汎太平洋書店，新加坡。

出版《國際政治研究》“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lance of 

Power and Geopolitics＂，汎太平洋

書店，新加坡。 

發表“The Teaching-learning 

1 月 1 日美國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正式建交。 

成立美國在台協會，並在

台北成立辦事處。 

2 月 17 日至 3 月 16 日，

中國和越南戰爭。 

3 月 28、29 日，美國眾參

兩院表決通通《台灣關係

法》，追溯自 1979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10 月 26 日，大韓民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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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n Political Scie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publisher: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 

University.  

統領朴正熙被暗殺身亡。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

台灣發生「高雄事件」（美

麗島事件），中國國民黨以

「涉嫌叛亂」罪名逮捕《美

麗島》雜誌首要份子。 

第二次石油危機，1979 年

的每桶 15 美元，最高漲到

1981 年 2 月的 39 美元。 

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從今年

正式開始。 

1980 65 出版《中國文化的根源》，聯邦出

版社，新加坡。 

發表“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Publisher: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4 月 5 日南洋大學理事會

發表聲明，決定接受李光

耀總理建議，把新加坡大

學和南洋大學合併為「新

加坡國立大學」。 

5 月 18 日，韓國發生光州

事件。 

9 月 22 日伊朗和伊拉克爆

發戰爭，稱為兩伊戰爭，

打了八年才結束。 

1981 66 長孫女柏欣出生。與夫人初為人

祖父母。 

世界銀行推動「撒哈拉以

南非洲開發計劃」。 

1982 67 第一次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海

南文昌。 

任新加坡《南洋星洲聯合早報》

編輯顧問。撰寫每週國際時事評

論。 

第一次回到故鄉海南島文昌。 

出版《論中國的恆與變》，南洋商

報，新加坡。 

中南美洲債務危機開始。 

11 月 10 日，蘇聯共黨總

書記布里茲涅夫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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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69  汶萊獨立。 

1986 71 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所

長。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成

立。是台灣具真正意義體

制內的第一個反對黨。 

1987 72  7 月 15 日起台灣解除戒

嚴，結朿世界最長達三十

八年的戒嚴。 

1988 73 出版《列國春秋》，新加坡：勝友

書局。 

1 月 13 日台灣蔣經國總統

逝世。副總統李登輝繼任

總統。 

1989 74  6 月 4 日，北京發生「天

安門事件」。 

11 月 9 日，柏林圍牆倒塌。 

1990 75 發表〈中國政治傳統與民主展

望〉，收入《何去何從》，美國八

方文化出版。 7 

2 月，南非民主鬥士曼德

拉（關 28 年）獲釋放。 

6 月 20 日，台灣大法官會

議解釋，宣告「萬年國會」

應於 1991 年 12 月 31 日以

前終止行使職權。 

                                                 
7 1989 年 6 月 4 日，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邀請海外學者

撰寫《何去何從--海外學者的反思》（The Future of China—The scholars＇ views），

除吳校長以（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所長之名）寫的〈中國政治傳統與民主展望〉

外，其他學者是：王賡武（香港大學校長）--〈中國革命之外〉、周策縱（美國威

斯康辛大學亞洲語文學系教授）--〈不能有個反民主反科學的「五四運動」〉、千家

駒（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往何處去--「六‧四」慘案後的反思〉、林毓生（美

國威斯康辛大學歷史系教授）--〈自由主義者的悲觀--談 1989 年北京學運與中國民

主前途〉、鄒至莊（美國普林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國經濟成長，對外經濟

關係及與美國文化交流的前景〉、李歐梵（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語文學系教授）--
〈從學運看中國民主之路〉、林行止（香港《信報》社長）--〈「六‧四」前後論政〉、

黃枝連（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探索九十年代的中國--從中共「十三屆五

中全會」說起〉、梁秉中（香港中文學醫學院教授）--〈民主？科學？改革？〉、貝

聿銘（美國華裔著名建築師）--〈中國不會永遠如此〉、--〈痛定思痛念祖國〉。吳

校長還是認為《禮運》大同篇，在世界各國之政治文獻中，沒有任何一篇具布如

此之高的理想。他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與西方的政治哲學思想比較，毫無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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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 日，東西德統一。 

1991 76  12 月 25 日，蘇聯總統戈

巴契夫宣布辭職。次日，

蘇聯最高蘇維埃通過決

議，宣布蘇聯停止存在。

立國 69 年的蘇聯從此正

式解體。 

1992 77 3 月，偕夫人應邀參加海南大學主

辦的「海南學」學術研討會。 

越南入侵柬埔寨。 

8 月 24 日，大韓民國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台

灣斷交） 

1993 78 出版《客座隨筆》 8，新加坡。 

4 月 21 日，恩師芳衛廉博士在美

國去世，享年九十歲。親撰〈東

海的教育理想和特色--為紀念芳

衛廉博士而寫〉，刊於 8 月 15 日

出版的《東海校友》。 

長子清邁膺選為東海大學董事。 9

11 月，1992 年簽署的《馬

斯垂克條約》生效，歐洲

聯盟（簡稱歐盟，EU）成

立。 

1994 79 4 月 17 日下午 3 時 53 分在台北去

世。享年七十九歲。 

5 月 7 日上午 11 時，在台灣基督

長老教會台北市濟南教會舉行追

思禮拜。 

7 月 8 日，北朝鮮金日成

主席逝世。 

12 月 11 日，俄羅斯第一

次入侵車城共和國。 

                                                 
8 為了找這本《客座隨筆》，曾拜託新加坡友人到華文書店去買，買不到。轉而請馬

來西亞兩位朋友代找。他們來電稱：整個西馬的華文書店，都知道有人在找吳德

耀著的《客座隨筆》，但仍然沒買到。其中一位朋友不甘心，找到圖書介紹，得知

該書是 1993 年新加坡《聯合早報》編輯林恒仁先生所編的，收錄了吳校長的 75
篇文章。於是找到林恒仁先生的“face book＂，請教他如何才能買到這本書？林

先生回答說，所有新加坡的書店都已找不到了，更別說馬來西亞。他建議唯一的

辦法是去新加坡國立圖書館查看能否借到。我寫信告訴朋友們，意思夠了，太夠

了，請別再勞師動眾了。 
9 吳校長長子清邁於 1993 年膺選為東海大學董事會董事。1995 年膺選為東海大學董

事會董事長，任期至 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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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 ，在新加坡烏節路長老

會舉行追思會。 

東海大學設置「吳德耀校長人文

學科講座」，聘請在人文學科領域

素孚眾望的學者來校，從事短期

講學。 

吳校長在新加坡的生前好友與十

多個文化團體組成「吳德耀教授

紀念基金」，設立「吳德耀文化講

座」。 

1995  東海大學校友會發起，命名校園

內「德耀路」。 

 

2002  長子清邁膺選為「聯董會」董事。

10 

 

2011  「吳德耀文化講座」每年聘請著

名學者專家前往新加坡主講有關

儒學哲學思想、中華文化和歷

史、東西方政治思想、海外華人

社會文化等學術問題。自 1995 年

開始，首由杜維明教授主講，至

2011 年已經舉辦了 14 場華語講

座、10 場英語講座。 

 

                                                 
10 「聯董會」即「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聯合會董事會」的簡稱。1922 年，原本在中

國的三所基督教大學在美國成立一個聯合辦公室，1949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後，這個聯合董事會在 1951 年就和基督教會在中國創辦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學斷了

線。改而成立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聯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簡稱 UBCHEA），繼續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

育提供資助，像台灣的東海大學、日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香港的崇基書院等都

是。1979 年 1 月 1 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該聯合董事會也於 1980 年

應邀在中國恢復了工作。諸如為中國多所大學的研究項目、人員培訓和教師發展

提供撥款等。吳校長長公子清邁在 2002 年進入聯董會擔任董事，2006 年被選為董

事長，是聯董會九十年歷史中亞洲人擔負此項重任的第一人。任期至 2012 年 6 月

30 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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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講座已由國立新加坡大學中

文系主任黃賢強教授編輯出版

《漢學名家論集--吳德耀文化講

座演講錄》。 

2012  夫人仍居住在新加坡。  

說明：年表中許多參考資料有簡體字的地方，我一律改為正體字。 

感謝 

本年表初編草稿完成後，感謝吳校長夫人和她的長子清邁同學提供一些寶

貴意見和許多原始資料，才使本年表初編更接近充實；感謝東海歷史系學

弟林載爵寄贈他主編的《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年至六十九年》；感謝

李麗年同學熱心提供平台，讓本年表初編得以讓東海第六屆同學最早閱讀

到；感謝古鴻廷學長、陳慶洲、吳福助、周俊煌同學閱讀後，分別指出謬

誤的地方，得以及時修正，減少了一些錯誤。還有一些關心幫忙本年表初

編不出名的朋友，也一拼在這裡致謝。 

李南衡敬識  2012 年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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