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1: 

大肚：老師出國這麼久，當初出國的動機是什麼呢? 

 

老師：從小學起我對天空的現象就很有興趣，也知道台灣沒有天文方 

      面的科系，所以在聯考時，相較於其他人，我填的志願比較特殊， 

      只填了十個物理系，因為物理系是離天文最接近的學科。我當時想   

      說：在國內念物理系接著出國念天文，幸運一路下來還算順利。 

 

 

Q2: 

大肚：老師在國外待很久，有什麼感覺或心得？ 

 

老師：有很多生活上和讀書上的經驗，但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有兩點：國外    

      學生的用功程度與良性競爭。電影上總給我們一些錯覺，以為外國

學生都在開 party，生活很自由!但在美國一些好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競爭

其實一樣很強。高中以前的台灣學生很用功、很辛苦，但是我們大學生花

在課業上的時間，遠不及外國學生。舉例來說，在國外這個禮拜老師給你

作業，下禮拜交，交完後馬上就會有下一份作業。所以上網查美國任一所

大學物理系的任一門課，會發現一學期有十幾份作業。相對而言，在台灣

的大學作業少得多，往往兩、三個禮拜交一份作業，而下一份作業也許要

再兩個禮拜後才有。從這個來算美國學生花在上課以外的時間，假如你修

了五門課，每一門課三學分、三小時，然後把這五門課分在一個禮拜，每

一天花幾個小時，一算很清楚，你就可以發現要花多少時間。 

      後來同事告訴我，電影裡面外國中學生很悠閒也是錯覺!「哇!他們

每天四點多放學，早上八、九點上課。」相較起來，我們的中學生似乎很

辛苦，但其實美國中學生功課並不輕鬆。真正好的高中，有很大的企圖心

要進好學校的學生，一樣要考全國的考試，類似我們現在的學測，要拿到

好成績，一樣要做計畫，才能進入一流的學校。因此他們在大學研究所的

研究水準高，不是沒有原因的。所以我第一個感覺就是他們真的很用功。

台灣的家長希望小孩不要輸在起跑點，結果揠苗助長，只贏在起跑點！ 

 

第二個是我在國外當研究生的心得──競爭。我在美國待了十年，要回台

灣時有個同事問我：「人生精華的日子都待在美國，有沒有什麼感想？或

懷念什麼？」我想了一會，回答說：「競爭！」自己跟自己競爭，自己跟

別人競爭，把自己放在隨時競爭的環境裡。每天起床想想別人已經在做什

麼事情，自己還需要做哪些事情，便是鞭策自己的原動力。這倒不是盤算

如何走捷徑或是擺出隨時準備競爭的高傲表情（笑！），而是提醒自己：「不

要浪費時間，多動腦筋去想。」這種生活態度讓我很懷念，一種良性的競



爭。同事間彼此談談科學，聊聊自己正在解什麼問題，或是在期刊上看到

的新知，這一種氣氛在台灣比較少，原因是我們太忙了！被一些亂七八糟

的事情圍繞，電視一打開，就是選舉；而同事間大概一個禮拜碰不到一次，

好不容易碰到了，也只能談一些最緊急的事情：誰要招生?誰要出題？沒

有國外那種充滿競爭卻又能聊聊科學問題的環境。在台灣，感覺總在「瞎

忙」，一個禮拜、一個月結束後，回頭一想卻不清楚究竟在忙什麼？這是

生活方式的不同。所以國外給我的第二個感覺，是「競爭」。 

 

 

Q3: 

骰子：請問老師現在仍是個瞎忙的人嗎? 

 

老師：瞎忙啊！每次好不容易清理了書桌，很快就又堆起來了；研究室常

有學生敲門說明天要交什麼或是下午需要去哪；一會兒電話響了，現在要

去接誰。生活就在這樣的迴圈裡瞎忙。 

  我們受過做科學的訓練，也許不是一流，但知道大概怎麼做科學。我

們在台灣現在缺少的是支援科學的這些人，如：所裡的秘書、學校的行政

單位。國科會提供科學研究的經費，但是為了防止弊端，就會有許多行政

方面的繁雜程序。例如給你出國開會經費，但是不能隨便去別的地方，你

說美國加州，就不能去日本；如果要去日本，就要再上呈一篇公文；如果

要買電腦，也要自己下訂單，是不是要集體採購，訂單有沒有送過來，這

些都要自己操心。 

  這段時間有件大事，中央大學要蓋一座兩公尺的望遠鏡，今天開標。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如果在國外的話，學校有專門採購人員負責接洽。在

台灣，我們則要親身打理，去跟外國廠商連絡，自己擬合約書，擔心如何

付費，是否符合政府規定，還要參加開標，將來開工則要去監工，學校行

政人員也很幫忙，但是學校沒有多餘的人，我們要把事情做好，就得自己

來。這些零碎的小事情加起來，當然時間就被打散掉，很難盡力去把事情

想的很深、想得透徹，於是就做一些小學問，靠著機智過生活。 

  當然這是整個研究大環境的問題，假以時日也許出現跨領域的專家。

現在國科會的管理，不是由科學家來兼職，就是念文科的人來兼職，文科

的人不懂科學，科學家不懂管理。台灣其實有專門的科系，例如「工業管

理」或者「科學管理」，訓練專門人才做這些事，他懂一些科學，也受過

管理訓練，或者他原來是物理系畢業的，去念管理的碩士，那他出來就可

以做科學管理，社會很需要這種跨領域的專才，台灣慢慢的出現了！這是

好事，所以我覺得未來這方面一定會有改善。 

 

 



大肚:我們學長有雙主修物理與企管，你的看法是？  

 

老師：雙主修非常好。我覺得如果要好找工作，應該是要修兩個碩士，而

不是去修博士。博士是一個資歷，而不是一個學歷。 

  碩士之前是學歷，意思是可以利用它去找工作。假設我原來是物理系

的，有物理的訓練背景，再修個別的專業科目，例如：管理、美術、電腦、

材料，就像是一把刀，刀背可以伐木，刀鋒可以雕刻，就可以做出既漂亮

又實用的東西。我覺得要不就一直專攻某領域做研究，要不就開發另外一

個專長，一個文、一個武。在職場上最重要是取代性低，有兩個專長能大

幅提升求職競爭力。 

 

 

大肚：所以教授覺得物理系的學生可以再修另一個系的課程？ 

 

老師：我認為物理系學生什麼工作都可以做。有些人覺得大學物理系，功

課重難，老師嚴，出來卻找不到工作，很不公平。其實不會。 

  我常說要是看不清楚自己五年後要幹什麼，那就去看五年前物理系畢

業的學長、姐在做什麼。每樣工作都有人在做！然後再去問五年前念電

機、機械、資工的同學，會發現他們工作的確好找，工作機會多，但念那

個科系的畢業生也多，而且他們能做的工作種類有限得多。 

  物理系沒有什麼工作不能做，關鍵不在於一張物理系文憑，而是今天

受到的訓練！把你送到一家電子工廠去做品管，你說：「我大學沒有學過。

那我不是學非所用？」其實哪有的學非所用。物理系學生有這個本事說：

「我回去熟悉一下，學了就會了。」原來也許是電子工程師要做的，你照

樣可以做，所以重要的還是本事，是學到做事的方法。 

 

 我現在教「普通天文學」，大概有七成到八成是物理系學生，多半是物

二。我自己上課、討論，以及助教改作業的心得，都納悶為何本系修課的

同學不如外系，例如化學、地科、大氣的同學認真。這其實可以理解，因

為外系一定是有興趣才來選修，而因為這是物二的課，有些同學難免只是

為了學分來修課。學期末當我看到課程評鑑，同學說老師教得不錯，要是

他對天文有興趣的話，應該會很有收穫。這讓我很沮喪，沒有興趣為什麼

要選修這門課呢。 

 

  物理系在中大曾經是帶領風騷的系。我在課堂上要大家看看周圍其他

同學，跟你同班，當年差不多分數進來，為什麼幾年以後要畢業時差異這

大？上課要大家用功學東西，不要虛度時光，連玩都要玩出名堂，容易讓

同學覺得八股，聽起來不舒服。但我總還是要說，因為看到沒有目標生活



的年輕人，我覺得心痛、可惜。今天要是我自己小孩，我會徹夜跟他聊天

溝通。體會上大學乃為了求學問，求形而上的學問，求可以深究的學問。

物理系學到的微分方程、群論，可能以後完全用不著，但是訓練出嚴謹縝

密的思維方法，培養懷疑、批判的習慣，以及與別人相處的道理，這些將

受用一輩子。 

 

我大學的時候也跟很多人一樣，對於不喜歡的課也翹課、成績也不好。

可是當時沒有人跟我講這些道理，或即使當年有人講我是否聽進去是未

知，但是時光沒有辦法倒流，無法知道假設的情況，可是現在我還是要勉

勵大家。人家說不見棺材不掉淚，可是真正聰明的人其實不見棺材也會掉

淚。不用真正去吸毒，才知道吸毒的危害吧。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運氣好，

當時父親是航空飛行員，有時正好飛到我唸書的城市。那時候一般經濟狀

況比較不好，沒有辦法常常回國，但我卻幸運，每隔一段時間就能可以看

到父親。每次看到他，都發現他老一點。我當時告訴自己：「每一次看到

父親就要當作最後一次。」要這樣珍惜親愛的人。平常很多事情很理所當

然，例如回家看到家人，在學校跟同學相處，上老師的課（笑！） 我開

玩笑當老師最怕的學生就是「三不一沒有」，也就是不聰明、不用功、不

聽話，然後這些都沒有關係，都無所謂。不上課或是總趴著睡覺真的很可

惜，每次上課也是一去不復返。 

 

 

大肚：就我們學生的經驗而言，學習天文的老師通常都很風趣，想要請問

為什麼會這樣？ 

 

老師：我想這是選擇效應。我常教大班的課，尤其是通識課，常會有非理

工科系的學生，如果把課教得太嚴肅，就不容易讓他們感到興趣。不過有

人這麼說：「教天文的人個性比較不一樣，好像真的心胸比較寬大。」關

於這說法我就不知道了。不過我想研究宇宙，空間尺度很大，時間尺度很

長。如果做觀測，還要到很黑、很冷、很高、沒有人的地方。個性上，還

要能忍受這種孤寂，，一輩子也發不了財，可能真的需要一點傻勁！ 

 

  再來，天文學本身當然蠻引人入勝。很多學生對「天文」有興趣，但

並不是對「天文學」有興趣。他們將來並非想要當天文學家，而是出於對

大自然的好奇。宇宙環境種類多而極端，容易引起學生好奇。所以如果能

利用天文現象，讓學生對大自然好奇，養成找答案，甚至找問題的習慣，

這是件好事。他可以因為好奇心當天文學家、科學家，甚至社會學家！ 

 

在我知道的國家當中，天文課都是比較受歡迎的。也因為如此，開發出比



較多教學模組，天文常有美麗而神秘的影像，科普的材料特別多，舉凡書

籍、電視節目，都既多而充實，自然引人入勝。在課堂上教天文，倒也不

是希望我的學生有多少人去學天文，或者記下多少天文知識，而是我講的

是放諸四海皆準的物理，希望能讓學生去領悟天空的彩霞、天上的雲層、

地上的沙子，其實跟天上宇宙裡的道理是一樣的！因為我這樣想，所以我

這樣教。天文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照片，很多大學開發出來的教學方式，讓

教學上容易吸引學生。 

 

大肚：那你覺得我們要學習天文要保持怎麼樣的態度？ 

教授：不外就是好奇嘛！我常跟研究生說：「有了個問題，你今天晚上怎

麼睡得著？」我在課堂上問這樣的問題：「如何知道太陽是球狀？」沒預

料到學生沒反應，我想學生從小到大是不是已經養成不好的習慣，不會問

說：「對啊！為什麼呢？」。舉個例子，有一次帶我小孩去聽一場我的演講，

我告訴他：「我的題目是──星星為什麼不會掉下來？」我的小孩說：「對

啊！星星為什麼不會掉下來？」這個反應是我預期的。丟一個問題給你，

那今晚怎麼睡會得著，非得有答案才行。英文說”sleep with the problem”。
怎麼可以帶著問題睡覺？ 

 

  首先可以說，「老師，不要告訴我為什麼。讓我們來討論。」第二是

自己想：「有沒有什麼方法可以知道？到網路上去查？跟同學聊天？」於

是今天晚餐跟同學討論的，也許就不只是電視連續劇，或是哪個社團的話

題，生活就有了廣度與深度。等會兒吃飯時你如果和同學討論說：「嘿！

我今天上普天課，老師問了一個問題⋯⋯」會很有意思，這同學可能是化

學系、也許是念管理學系的，有什麼關係呢？這個問題在你腦海裡面就是

好奇心的表現。 

 

   絕對要保持好奇心。比方說老師今天在解薛丁格方程，解一解，哇！

真是妙不可言！可以欣賞某籃球員的鈎射很漂亮，當然也可以欣賞某個方

程式架構。星球爆發會有絲狀的結構，真漂亮，不只外觀，其爆發過程也

可以很吸引人！懂得去欣賞大自然的美，想要知道為什麼，為什麼某位棒

球員他可以打的這麼好，能夠球丟得這麼準，你就會想去讀他的傳記。這

樣的精神當然可以也應該用在科學上。 

 

  除非你說：「不會阿，因為我對科學不感興趣。」那就可惜了！今天

念物理系，你就應該對物理感興趣，否則就不要念物理系。你說：「我不

小心考進來的耶。」那我勸你不要做自己不感興趣的事情。我認為興趣很

重要。 

  我跟我太太都是科學家，我的小孩想念社會系，很好呀！我問他為什



麼叫做「社會科學」？就是要用科學的手段、訓練方法去「解決問題」。

這問題可以是明天早上起來吃什麼？我下禮拜的薪水在哪裡？可以是家

裡的電視收視不好怎麼辦？也可以是我剛剛講的科學問題：量子力學、物

數的問題。生活不就是解決問題？念社會科學就是去解決社會的問題。能

解決問題就好了。 

 

  我有一年上物理系的課，也是普通天文學，讓我難過的是，我問說：

「你將來要幹什麼？」（沉默⋯）還有學生是問他問題，他完全沒有表情。

這點讓我很難過，為什麼學生不知道將來要幹什麼呢？這個國家到底怎麼

了？我們這一代到底哪裡做錯了，讓下一代失去了理想？換個方式問，五

年以後、十年以後，你如果在做什麼，你會覺得「還不錯！我很滿意我在

做這樣的事情」，換個方式問有用了！一個學生說將來要開餐廳。物理系

的學生要開餐廳？我說：「為什麼？」他答：「家裡在開餐廳，所以將來要

開餐廳。」好！要開餐廳。怎麼辦？今天有人進到你這家餐廳說：「唉喲！

這家餐廳的裝潢不太一樣喔！這個老闆搞不好是物理系畢業的！」他如果

能夠開這個玩笑的話，你就成功了！你要開一家不一樣的餐廳！西班牙這

兩天就有一個新聞是這樣的：有一個人是念化學的，他去研究做菜的化學

成分。為什麼一個菜好吃？好吃的原因是什麼？化學根基是什麼？他就去

研究！另外一個例子也是，一個美國人也念很多書，他覺得為什麼我們加

州的葡萄酒都不如法國的葡萄酒？他去研究，徹底把法國葡萄酒擊敗。現

在這兩個人都是大亨了！所以哪有什麼不務正業？哪有什麼事不能做？

用你的訓練去解決你的問題，你就是得天獨厚。 

 

  你可以去當廚師，但廚師不能當物理學家。很難，對吧？沒什麼不行，

但很難！但你當廚師容易多了，而且你可以比一個餐飲學校畢業的人還不

一樣。因為同樣是花兩年的訓練，你就可以跟他一樣了，還比他多很多東

西。有這種想法就對了 ── 因為我有物理的訓練，所以讓我對事情的想

法、作法更不一樣！ 

 

 

骰子：想請問您以前在讀物理系時的情形大概是怎樣？ 

 

老師：我高中成績還不錯。結果因為我原來預計拿分的兩科，英文跟物理

都沒考好，所以我聯考算是失敗。考進中大很傷心，曾想過要重考，但後

來也沒重考。人一輩子事情真的很難講。進了中大以後，物理系開始發展

天文。我本來就是為了要念天文才進物理系！當時進來的時候沒有天文。

可是等我畢業，中大天文就開始起步。這種塞翁失馬的事情居然發生了！



人的際遇真的好難講。 

 

  在中大念書的時候，其實沒有特別。當時是新學校，老師都很年輕，

有熱情，但在教學上他們不像現在的老師。現在老師比較跟學生互動。也

許那時候我大學生當的不是很好，缺少跟老師互動。但後來我修天文，就

跟教天文的老師比較有來往。 

 

  在物理系念書的情形，和現在差不多。以前學生比較沒有那麼活潑。

現在的學生有什麼優點呢？舉個例子：像我們這些人，不是年紀，是我們

從小受到的訓練。如果我拿到一個新的手機，如果買了一台新的電腦，我

要看使用手冊。現在年輕人不是，他們手機拿到會說：「看什麼手冊？我

玩半個鐘頭就玩會了！」一個六、七個月的小娃，他剛拿到電視遙控器就

會操作了！這就是現在人的脈絡比較不一樣。多元、現代的科技、創造力

絕對遠勝於我們那一代。像現在的電視廣告都很好看，創造力好的不得

了。在多元的環境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有成就感。比如說玩社團。

不見得要在教室裡面成功。 

 

  可是我前幾天上課才在課堂上面講，一個真正有資質的人是可以行有

餘力的，也就是說不是 either⋯or⋯，不是說玩社團就一定要放棄學科；

或者我去當書呆子就要放棄社團。可以兩者兼得呀！我覺得以中大學生的

資質是做得到的，兩者都有成就。比如說：我如果這邊很用功，我可以拿

前三名，我就要放棄所有的社團。不要嘛！我拿前五名、前十名就好，社

團也可以拿好的成績出來，代表學校參加比賽或者什麼也拿到很好的成

績，那就是兼得。所以我鼓勵大家痛快的玩、痛快的讀書，兩邊都不要放

棄！ 

 

 

骰子：那老師你在學物理的時候有遇到什麼挫折嗎？ 

 

老師：從小到大我是服從性比較強的人，可是我還是會碰到那種會槓起來

的老師。在中大時，有一個老師在課堂上直接點名要當我：「陳文屏，我

非當你不可！」結果我期末考考得非常好，那學期我就 60 分過。事後講

起來當然是故事性居多，可是當時那個老師就是不喜歡我。曾經有個教我

向量分析的老師，我不喜歡上他的課，又沒有自己讀，結果被當了，而且

那一科我只拿到 39 分。 

 

  研究所時，我第一次資格考沒過。雖然筆試考第一高分，但口試被當

掉！不是英文不好，而是因為天文這個領域思路跟物裡不太一樣。物裡課



程定義清楚，量子力學的題目，不能在電磁學考。天文不然！要研究太陽

怎麼發光，沒有限定要用哪個學科去解釋它？很多課程根本沒有教科書，

不能自己躲在房間裡讀書，而必須參考期刊，必須跟別人討論，不但要有

表達能力，也要學著聽別人說話。口試被當掉，當時好沮喪，捲舖蓋準備

要回家。但我寫信申訴，說明口試當天沒有表現很好，要求再考一次！教

授們同意了，我也順利考過。這給我很大的教訓。機會要自己去爭取！我

一個學長更誇張，他是美國人，沒有語言的問題，但口試也很不順利，後

來被逼急了，他就說你們怎麼都問我不會的東西。教授們說那你會什麼

呢，他因此侃侃而談，口試也就通過了。考試不就是考你會什麼嗎？要是

考你不會什麼，不會的東西就太多了！所以，很多東西必須要自己去爭取。 

 

 

  考完後我們問教授，您剛剛問我的問題答案是什麼？教授說，為什麼

問題一定要有答案？平常學生都認為東西要有答案，考試怎麼能夠沒有答

案呢？可是大自然沒有答案的東西很多。看你怎麼樣去找答案。很多問題

現在科學界還沒有答案。原來我們受的訓練就是找答案，等到功力夠了，

也要學著找問題。  

 

   我的學生找我：「老師我要當你的研究生，做研究。」我第一個問題

一定問他：「你將來要幹什麼，你離開天文所後要幹什麼？」是繼續留學

當博士，回到學校教書，還是去科學園區找工作？規劃不同就需要不同的

訓練，就是孔子說的因材施教。另外還要看學生個性，有些人不會電腦，

但是物理很好，我就讓他去推導理論，發揮他的專長。有些人反而希望利

用機會加強電腦能力，補足不足之處。所以認清自己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