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瑞德

經濟部水利署副署長

•68.11～69.08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山地農牧局約僱技術員

•69.08～70.04

　國道高速公路局助理工程員

•70.04～73.12

　臺灣電力公司約聘土木工程師

•73.12～74.04

　臺灣省公路局工務員

•74.04～78.01　臺灣省水利局副工程司

•78.01～85.08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股長

•85.08～86.08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技正兼廳長秘書

土木系  66級

土木所  86級

•86.08～89.07

　臺灣省政府水利處水政組組長

•89.07～90.07　經濟部水利處水政組組長

•90.07～91.01

　經濟部水利處第四河川局局長

•91.01～92.01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局長

•92.01～93.01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局長

•93.01～95.05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局長

•95.05～99.01　經濟部水利署副總工程司

•99.01～101.10　經濟部水利署總工程司

現 職

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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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留白，人生多采！

─精勤塗抹人生的畫布
中興以人才為本，我不是人才，卻獲傑

出校友殊榮，除內心對母校的教育及關愛充

滿感激外，更警惕自己要更兢兢業業，符合

母校「誠樸精勤」的校訓。

學習－空想思索，進取實踐
大學時代，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思索

人生的一切，把所有那個青澀年紀可以想到

的問題，都用自已的方式牢牢實實的想了

好幾遍，記得有一天整個下午在維也納森

林（其實當時只是小禮堂前面一片林木）裡

想「當兵是不是一件罪惡的事？」；這樣一

個在當年「投筆從戎，保家衛國」正氣所在

的問題，竟也可以這樣困惑我；而後來當了

預官，卻毅然拒絕軍醫提早一年半退役的意

見，自願地當完二年兵；放著土木工程考古

題不讀，再來於期中、期末考後跑惠蓀堂補

考，成績在班上總是殿後；思索是煩惱的，

甚至痛苦的；有時也是庸人自擾，不必要

的；但在年輕而沒有世俗的陰翳下思想，會

直接廓清一些人生的基本原理，蘊育了未來

人生經驗累積後頓悟的機會，彌足珍貴；可

以說，母校是我人生思想啟蒙的搖籃，當年

林木蓊鬱的校園，牧場、魚池、文學院、椰

林道、情人道……等，無不留下我佇思長久

的痕跡；圖書館裡的文哲書籍，在在挑動我

工程數學、土壤力學、結構力學……以外的

思緒；回想起來，如再來一次，恐怕也是如

此。

然畢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大三下學期快結束，醒了，人生還很

長，年紀尚輕，已有的人生經驗，不足以

餵養繼續思索的養份，而能得到結晶；慢

慢的回到工學院學生的軌道，剩下一年左右

就畢業了，還是務實進取一些吧！但已來不

及了，學藝不精，忝然畢業；畢業後恪遵校

訓，精勤於土木工程迄今；其實，就追求知

識而言，大學是奠立了必要的基礎，真正的

長進，大部分還是靠畢業後持續不斷的配合

經驗的增加去充實；在職業變事業，生活變

生涯的人生旅程中，土木工程系教我的知

識，師長和同學交融的情誼，和中興大學校

園裡胡思亂想浸潤出來的思想，揉合成今天

的我；感謝母校！因為有您，才有我。

事業──上善若水，團隊合作
從小想當法官，因為志趣在從事和社

會息息相關，而能做一點奉獻的工作；但高

中時因數學不錯，在那個追求經濟發展的

年代，被導師勸去讀甲組理工科；懷著和

當法官類似的想法，選擇了土木工程這樣一

個在大地上創建便利、安全、發展設施的科

1.93～95年擔任第七河川局局長，從事敏

督利風災復建、河川治理、高屏溪大量

疏濬及海岸防護工作，不負職責。

2.98年擔任副總工程司，奉派統籌推動莫

拉克風災重建工作迄今，不辱使命，同

年獲選經濟部模範公務人員。

3.關懷母校週邊水利建設，推動完成旱溪

國光橋至積善橋河段環境營造工程(康橋

計畫)，及支持景觀橋建設，裨益母校整

體校園環境品質之提升。

得 獎 感 言

特 殊 事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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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也算是稍微填補了當法官的心願；當一

個土木工程師，從人定勝天的年代，走到以

人為本，再到順應自然，已過了三十幾個年

頭；師法自然，但不完全受制因循於自然，

本著敬畏順應天地的心裡，在人類已然如此

居住生活的情形下，求取人與自然共生共榮

的和平，是現代的土木工程師應有的態度；

其實，從事現在的水利工作，是母校土木工

程系的教育範疇，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會造成洪患，也會引發枯旱，如何和善與水

共生，是自古以來不斷追求的課題；水利工

程絕不是老師傅的一雙手，而是基於順應自

然，經過精心規劃，審慎評估，創作可容於

天地之間的作品；如果壞了，有瑕疵了，往

往是人不得不與天爭而爭不過，或人不可能

完全明查天理的結果；努力，當然要，不管

是知識學理的追求，或經驗的累積，都很重

要，但希望永遠不會有失敗，其實是妄想；

人定勝天，是用來激勵人心發奮努力的話，

並不是工程師的目標，人水永恆才是工程師

可能的目標；法律追求人事的真相，鼓舞良

善的人性，構建美好的生活；水利探討自

然的真理，善利萬物而不爭，復育生態於美

境，兩者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在大自然

的驗證下，從事水利的人通常是共同探討唯

一的真理，比較不會單獨堅持自已的真理，

俾把人類的災難減至最小，幸福創建至最

多；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

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

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有謂水最近

道，即是如此。為了對大學時代曠廢學業有

所補償，83年又回到母系在職讀土木工程碩

士學位，94年另考上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班，圓了一點年輕未了的夢。

只有傑出的團體，沒有傑出的個人；即

使是個人的努力達成目標，也是團體培養了

個人，而讓個人有能力和機會做到；以職場

來說，任何一件重大任務的完成，少不了共

同合作的任何一個角色；一部龐大的機器，

少了一根小螺絲釘很可能就不能運作；挺個

人就是挺團體，也是挺共同的目標，合作力

量才會加成，別人的成功，與有榮焉，內心

只有目標的成否，沒有個人的算計，才是水

的本質；幾十年來，在這片地質脆弱，降雨

大而集中，人口密集的土地上，我們共同經

歷了無數次諸如88年九二一大地震，90年

桃芝颱風，93年敏督利颱風，97年辛樂克

颱風，98年莫拉克颱風…等大自然的災難或

極端水文事件，加上氣候變遷影響，地狹人

稠，山高流短的台灣，體會了敬畏天地，大

自然不可測的震撼；但人已經住成這個樣子

了，在順應自然的原則下，還是有與天爭地

的時候，如何對自然更加謙卑，更加了解，

而能保障人的生存與儘可能合理的發展，一

再考驗著水利工程師的智慧；團體面對天地

猶有力量不足，個人只能是團體裡的一個小

角色，諧和同步地邁向安全，自然，美好的

水環境。

再見康橋，人水永恆

◆ 簡報說明臺東太麻里溪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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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子生活，除了令人欽敬的羅雲平校長及

曹敏欽教授外，不少令人尊敬感佩的恩師，

像大學時教我混凝土設計的顏聰老師，研究

所的黃添坤老師是我的指導教授，還有，大

學時就擔任流體力學試驗助教，迄今仍非常

關愛我的陳正炎老師，也是我的母系學長，

不勝枚舉；可以說，求學是人生的黃金年

代，而母校的求學生活，則是令我永難忘懷

的奇遇；人生，只要努力認真去生活，每一

天的過程就是目標，沒有最後的目標，也不

應該有停止努力的時候，只是，努力的事情

隨著年齡而調整，但生活的熱情摰愛是永續

的。

「堅毅、達觀、自信、喜樂」是我給

家人共同思索追求的人生態度，少年窮是我

人生最大的財富，也養成自己單純想出人頭

地，力爭上游的心志，所幸父母辛苦支撐我

能上大學；後來慢慢覺得人的社會，不是互

相比較，甚至較勁，而是彼此提攜，共同打

拼；既然活著的目的，是為追求人群更好

的生活，為何要戰勝別人，鶴立雞群？有一

身功夫，為自己掙得驕貴高級的生活，究竟

只是物質享受比別人好而已，對人群的貢獻

不見得較大，人生也不見得較有價值；有些

價值貫穿人生，有些仍會與時調整，昇華或

沉淪，總在一念之間；心，最重要，境由心

生，意隨念轉，想法變了，環境也就變了；

多麼奇妙的心啊！一步一腳印的努力履行，

加上心柔軟而彈性的領悟調節，形成多麼美

好的人生啊！

思索，在維也納森林裡，青春留白，既

少秉燭勤學，也少嬉遊玩樂；如今看來，是

為了日後得以揮灑畫筆塗抹炫麗的色彩，白

底讓繪畫更加出色，但願繼續把畫布展開，

將剩餘的白底上色，讓人生更多采。 

康橋計畫在旱溪排水國光橋至下游積

善橋之間，把原本人跡罕至的類似臭水溝，

整治成開敞、寬闊、水質更潔淨，環境更怡

人，且注重景觀自然、環境保育、親水遊憩

的城市溪流；以往，我們曾經以筆直的河中

深槽，眾多的水泥建物，甚至水路的截彎取

直等為尚；慢慢地，我們學會了尊重河川本

然的模樣，講求自然生態保育，藉著營造排

水環境，使人水永恆的相處；臭水溝是疏於

關照的結果，不是自然，讓旱溪排水陽光、

自然、悠閒地舒展在母校毗鄰的土地上，雖

不是水文學、流體力學上教的，卻符合母校

優美自然開闊的景象，及質樸的學風；近幾

年來，重大水利建設甚難推動，尤其是水

庫、人工湖等興建，人如果還有供水的需

求，且其他方法並不能完全替代時，其實類

似旱溪排水整治的思維調整，與時俱進，是

會對人的需求與生態保育的調和，有所幫助

的；執兩端無法致中和，這不是課本教的，

而是不斷探索虛心改進的結果，如同注重生

態保育的湖山水庫即將在104年完工蓄水，主

要係用來取代雲林地區的地下水抽用，以防

地層下陷；面對人的實際供水需求，說不，

很容易，其他良方也需審慎務實評估並能執

行有效因應人的需求，如何處理才是問題所

在。

生活－自我體現、境由心生
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就大自然的變化而言，天命難測，但就個人

的際遇而言，不在測不測的問題，天命就這

樣了；人生只是個人所能的體現，一個不斷

發光發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七年的

時間在母校的校園裡徜徉浸潤，夠幸福了；

七年中，有一半時間在空思妄想，一半時間

在用功讀書，搭配的如此完美，真好！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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