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宗山先生道德獎學金頒發辦法 

102 年 02 月 25 日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106 年 05 月 02 日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務會議修訂 

一、王安亞先生為感念其祖父王宗山先生，熱心教育、鼓勵清寒學

子勤學向善、不遺餘力，捐贈新台幣 5 萬元，作為國立政治大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政大國發所）學生獎學金，特訂

本辦法。 

二、本獎學金之審核由政大國發所所務會議辦理。 

三、王宗山先生道德獎學金名額每學年 1 名，每名 5 萬元。 

四、申請條件： 

（一）政大國發所二年級以上全職研究生。 

（二）對政大國發所及社會有貢獻且學業成績優良，品德兼備者。 

（三）已獲政大國發所其他獎學金者，不得申請。 

五、申請方式：檢附上述各項証明文件至政大國發所辦公室辦理。 

六、申請日期：依據政大國發所公告，每學年辦理1次。 

七、頒發表揚：邀請王安亞先生公開表揚獲獎學生，並致贈獎狀乙

紙。 

八、本辦法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之。 

九、本辦法經政大國發所所務會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並

送學務處備查，修訂時亦同。 

 
王宗山先生事略 

 
  王宗山（1896~1977），名登雲，字宗山，陝西省醴泉縣人。世代務農，直

到父親開始經商。幼時受教於舅父韓承修門下，深受關學（北宋張載為首的學

派）薰陶，崇尚儒家正統。後進醴泉縣高等小學及陝西省立第一高級中學。當

時國內反清革命風氣盛，王先生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立志帶兵打仗，於辛

亥革命後報考保定軍校。但因為眼睛近視，沒有錄取，改考國立北京大學法學



院預科。1919 年在北京參加五四反帝國愛國運動。北大預科就讀二年畢業後，

在兄長約集同鄉湊集了一千多銀元的支持下，勉強有足夠的旅費去美國留學

（長兄任職於西安警察局分局長，曾打算公費留學未果。） 
  到了美國，先入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攻讀。第二年轉入華盛頓 DC
喬治亞城大學，此時帶去的錢已用完，幸好經同鄉介紹，在餐館打工，半工半

讀，省吃儉用，有餘錢可以繳學費。大三時，華盛頓會議在美國召開，王先生

以無酬的方式，設法取得舊金山一家華文報紙的同意，為該報撰寫有關華會的

新聞稿。不久後，得到報方的重視，正式聘為駐華會的常設新聞記者，專門報

導會議實況，並每月給酬兩百餘美元，使王先生能免於打工的苦惱，專心讀

書，直到獲得喬治亞城政治經濟學位（1922 年）。 
  畢業後，被聘為廣州革命政府派駐美國華盛頓聯絡處處長馬素先生的秘

書，加入國民黨（當時馬先生負責指揮美、加國民黨同志。）不久，經馬先生

介紹，到加拿大醒華日報，擔任總主筆，從事宣傳主義，號召海外愛國僑胞投

效革命陣營工作。王在多倫多住了一年，同時在附近大學選修政治學分，直到

民國 1923 年為建設祖國，辭職束裝回國（醒華日報的業務，後由程天放、黃季

陸先生接辦。） 
  回國後，受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邀，擔任廣州大元帥府英文秘書。同年，參

加由先總統蔣介石先生率領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俄，擔任英文祕

書，考察蘇俄的政治軍事與黨務，為期三個月，面見蘇俄史大林等及黨政軍各

界要員及社會團體。同行四人，一人原為共產黨員，另一人抵莫斯科被分化

後，並不參與考察團的集體活動，僅王先生隨行蔣團長，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與

信任。 
  訪俄歸來，王先生深受國父、先總統等器重，參加黃埔軍校籌備創校工

作，擔任黃埔軍校的外語校官。黃埔軍校第一期招生，王先生負責命題數學試

題。當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訓練結業後，全體師生組成兩個教育團，王先生擔

任教導第一團的黨代表（何應欽為團長）。1925 年 1 月黃埔師生奉命東征討伐

陳炯明，王先生奉命到河南，在開封招考軍校第四期學生。初僅有名額五百

人，經王先生幾度磋商力爭，才開放名額，給招足千餘人，其中不乏對國民革

命有重大貢獻的人，如胡璉、劉玉章將軍等。招生後，學生送往南方，王先生

仍留在北方，策動北方軍人歸向中央，為國民革命軍北伐鋪路。當時軍閥吳佩

孚駐守河南一帶，隔斷國民軍與國民革命軍的聯繫，王先生為溝通雙方軍情，

曾帶密函繞道由陝西經由天津，再搭船晉見先總統，再奉命赴北方，宣達中央

意旨。 
  1926 年王先生任楊虎城部參議兼副官處處長。1931 年，中央命王先生擔任

34 師師長，後奉命到陝西辦理團練。西安事變時，王先生接受老同學孫蔚如的

邀請，在西安作客，遭到軟禁。（孫當時為楊虎城的心腹軍長，後為陝西省主

席。）在事變後兩個星期，為處理善後工作及收編楊虎城 17 路軍，臨時委王先

生以西安公安局局長的名義，面見顧祝同將軍，安排中央部隊和平接防西安事

宜。 
  1937 年孫蔚如陝西省政府主席，王先生任省政府委員。1938 年，王先生被

選為陝西省參議會副議長。1944 年，王先生當選陝西省參議會會長，並兼國民

黨省黨部主任委員。當時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剛在西安成立，王受軍令官胡宗南

委託，協助籌備工作，鼓勵青年報考軍校。抗戰中後期，華北戰事激烈，胡宗

南部隊死守潼關，保全了北戰場，掩護重慶大後方，當時胡將軍五十萬大軍糧



餉，全由陝西供給，支持半面的對日抗戰。 
  1945 年，王先生於全國代表大會被推舉為中央委員。1947 年，行憲時，再

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徐蚌會戰後，國軍失利，人民渙散，王先生連絡各方，發

表通電，振奮人心。當先總統下野，李宗仁代職，王先生發現李私心過重，又

連絡各方，共請先總統復職。國共抗戰末期，王先生原本要在西安殉城，後因

胡宗南奉中央命令撤退不得已而離開。 
  政府遷臺後，王先生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並任光復大陸設計

研究委員，臺灣電力公司董事等職。王先生認為教育學子為國家前途之首要，

於 1954 年，先後在新竹創辦光復中學，明新工業專科學校（現為明新科技大

學）、大華工業專科學校（現為大華科技大學）等校。 
  王宗山先生一生為民為國，有愛國民組之情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近代

史，在重大歷史事件，都有參與，並大公無私，做人民、國家利益為優先

的決定。王先生篤信佛學四十餘年，有極高的造詣。他並不藏私，身後並

沒有給子孫留下財產。但是他留下了許多做人做事的榜樣。希望得到王宗

山獎學金的優良學子，未來能替臺灣人民、國家謀取最大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