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兆玄教授捐《從台灣來》手稿 由清華大學典藏 
 

本校前校長、現任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劉兆玄董事長 3 月 18 日下午在圖書

館清沙龍舉行的《從台灣來》新書分享會中，將全書 21 餘萬字、12 冊珍貴手稿

全部捐贈給本校典藏，由前校長陳力俊院士代表賀陳弘校長接受。 

 

當天也擔任與談人的陳力俊院士與圖書館館長林福仁教授相繼表示，書中描述的

部分場景及熔鹽反應爐技術，與新竹地景、清華校園及能源科技關係密切，這份

手稿納入校方典藏，不但珍貴更增添校史佳話。 

 

劉兆玄教授以筆名「上官鼎」撰寫的新書《從台灣來》除了涉及科技、能源議題

外，大國的角力、牽涉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等國與庫德族建國行動之間的鬥

爭、利用與出賣，其中談及具有戰略價值「熔鹽反應爐」計畫，與清華大學發展

核子反應爐有相關，因此圖書館在新書分享會之前透過各種管道積極爭取劉教授

捐贈手稿以納入典藏。劉兆玄教授在分享會一開始就公開表示願意捐贈，讓校方、

圖書館喜出望外。 

劉教授在分享會中指出，故事的發想來自於之前身邊的隨扈，外貌斯文但槍法有

如狙擊手般又快又準，故設定男女主角為受過狙擊手訓練的 2 名刑事警員，並將

女主角的生長背景設定為新竹樹林頭空軍眷村，書中劇情描繪的場景都來自於他

所熟悉的周遭環境。至於書名《從台灣來》也頗具深意，將眼光跟立足點放在國

外，期許台灣走出去，與國際脈動相結合，也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被看見。 

清華師生與書迷踴躍提問，會場氣氛相當熱烈。讀者們對於劉教授在 3 年出了 3

本不同風格的小說，時間背景從 600 年前明朝「靖難之役」的《王道劍》，接續

為 70 年前抗戰時期的《雁城諜影》，而《從台灣來》這本書則以二、三年前的

冬季奧運為背景，是否下一本書的背景會設定於未來？劉教授回答說，目前暫時

沒有下一本書的主題，若以未來為背景也不會是一般的科幻小說，而會以可以想

像但尚未達成、能影響人類的關鍵為主題。 

劉兆玄教授表示，目前他已著手將《從台灣來》改寫為劇本，因為當初寫《從台

灣來》時即希望能拍成電影，因此運用了一些電影創作的蒙太奇手法，跳躍式的

連接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情節，希望讓劇情更具吸引力。 

 



  

劉兆玄教授(左)將新書《從台灣來》手

稿慷慨捐贈給本校典藏，圖書館館長林

福仁教授(右)與前校長陳力俊院士(中)

一起合影留念。 

劉兆玄教授與來參與《從台灣來》分享

會的粉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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