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個夢 
 

連興隆 
去年的六月本校於世界環境日簽署了「塔樂禮宣言」，成為台灣第一所簽署該宣

言而與國際永續理念接軌之大學。當時，大約有三百多位同學透過環境永續週活

動，連署了對本校簽署該宣言的支持，約佔當時學生的百分之十左右。一年過去

了，不經發覺，很多同學對於「塔樂禮宣言」為何物，如何與高大發生關聯，全

然不知！想想，透過通識課的宣導，每學期也僅能讓大約百分之一的同學認識到

「塔樂禮宣言」，這確實令人挫折。 
 
在美國期間，曾任職於奧克拉荷馬州的美國環保署「地下水保護與復育國家實驗

室」，該實驗室的正式名稱是 Robert S. Ker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aboratory，
為的是表彰該州參議員 Kerr對美國環保所做的貢獻，一般人稱它為 Kerr Lab。
台灣的經驗是，我們習慣以實際功能來命名一棟建築物，因為方便尋找與立即理

解，例如：理工第一大樓、經管大樓、綜合大樓等；然而，美國的經驗是，他們

願意給建築物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名稱，來紀念或表彰某一個特定的人或物，雖

然會因此造成它的名稱無法與他實際功能連結的困擾。事實上，我待過的那個實

驗室才剛改了它的專業名稱為「地下水與生態復育實驗室」，但是，Kerr Lab還
是 Kerr Lab。 
 
我想說的是，「綜合大樓」這個名稱有什麼意義？台灣有多少大樓都叫「綜合大

樓」？臺灣大學的理學院綜合實驗大樓命名為「思亮館」，為的是紀念錢思亮校

長對台大的貢獻。第一次到台大要找理學院綜合實驗大樓一定很不容易，但是如

果知道了思亮館背後的歷史意涵，相信是令人肅然起敬的。 
 
原來，名稱可以賦予空間及場所新的意涵！ 
 
對於高大這樣一所新設大學，在如此競爭的環境中，我們實在不應浪費命名所帶

來的正面效應。很期待在高大能有一個場所能以「塔樂禮」為名，或是「塔樂禮

紀念花園」，或是「塔樂禮紀念廣場」，乃至於「塔樂禮大道」。屆時，每個人都

會問什麼是「塔樂禮」？如此，不但可使「塔樂禮宣言」的意涵融入師生的日常

生活中，永續校園的發展也不至於流於空談。 
 
我有一個夢：盼望透過命名的方式，將「塔樂禮」帶給高大的獨特風格具像化，

賦予場所新的意涵，同時行銷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