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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系刊的宗旨一直是為系上的同學、教師、職員和系友提供系上

大小事”update”的平台，從年度大事、獲獎教師到學生活動等等，而

今年的系刊的發行恰好伴隨電物新系館──基礎科學教學與研究大

樓的落成，自然成為今年系刊的年度大事。 

在蒐集相關資料的同時，發現電物系友在整個計劃的推行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在陳衛國教授、張文豪教授等人的支持下，賦予系

刊更高的意義──透過系刊去榮耀電物系友對於母系的貢獻。 

 

                                                2012/02/14 系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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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長的話 

    大學這四年是人生最輝煌的一

個時光，交大電物是一座寶山，如

寶山就不要空手而回，因為是學生，

應該要把課業都做好，當然也不能

做書呆子，學生和老師的互動，應

對進退，這也非常重要。這時同學

的感情是最純真的，最值得去好好

珍惜，不要一個人閉門造車，不和

他人互動，失去獲取純真友誼的機

會。這些你們在學時感受不到，畢

業後，不論時同學間、校友間依然

互相幫忙、鼓勵。 

    交大校友的情誼是很特殊的，

其他學校畢業後就脫了線，像斷線的風箏一樣。交大校友會組織緊密，

有台北、台北、高雄和美國的校友分會、校友總會，三不五時總會聚

一聚，分享人生的大小事，校友在電子產樣相關的經驗也對自己的工

作上有很大幫助。在創業前，有從事過兩份工作，應徵我得恰都是電

物系的學長。總而言之，在校除了念書之外，生活學習的態度也是很

重要。 

    校友會除了有聯誼性質外，也可以從外部為母系提供金錢等方面

的協助，募款到電物系的系務基金。在電物系館這方面告一段落後，

重點會放在提升電物系的素質、評比等，吸引更優秀的學生來就讀。

例如提供資金成立特殊專班，類似理學院學士班。或是成立獎助學金

來鼓勵教學研究，也有打算建立常設的機制，提供學生短期的訪問、

和國際名校做一些交流與合作。 

2012/02/17 陳國源會長 

  

由左到右：黃品絜同學、黃須白學長、

陳國源會長、陳毅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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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專題：基礎科學教學與研究大樓 

 

前言 

 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是交通大學學生基礎科學的教學大樓，亦是未來電子

物理系的系館。 

 電物系為交大最早成立的系所之一，遷到光復校區後，不同的館舍一一建起，

電物系卻遲遲沒有自己獨立的系館，空間上的分散、教室的不足在教學、研究上

造成了諸多的不便，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的落成，除了將物理領域整合外、其

他不同領域的基礎科學教學也將以這裡為中心，是何培養跨領域的人才，而基礎

科學教學研究大樓和科一、科二館比鄰，理學院將在同一個區塊內，對於長期規

劃上更為有利。 

 當然新系館的建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一段將近２０年的奮鬥史，期

間系上的教授投入了難以計數的心血和努力，而歷屆的系友們更是發揮了極大的

熱情和贊助，才爭取到了這一間系館。 

以下介紹未來系館的建築和規劃，奮鬥的歷史及建築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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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物系館歷程：從一個想法到一棟建築 

（採訪朱仲夏教授、莊振益教授、陳永富教授、陳衛國教授、趙天生教授） 

採訪/林中冠、沈君達、周家瑞、陳毅、蔡侃廷

 

學校發展史與電物系 

 自從交大在光復校區發展後，許多系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但系所成立的速

度遠比建築興建的速度，一棟建築總是必須供許多系所使用，在民國７２年啟用

的科學一館也是如此，電物系、應數系、應化系和光電所，如今很難想像科學一

館這棟矮小的建築居然要容納這麼多系所，不同系的教授群可說是比鄰而居，電

物系的朱仲夏教授就笑笑的講說：「所以老師們都很熟。」不過也因為如此，許

多電物系的教授開始有成立新的理學院系館的念頭。科學二館落成後，原本規劃

給電物系和應化系使用，在當時理學院院長郭義雄的建議下，由於學科之間的關

聯性以及物理領域的完整性，改由材料系與應化系使用科學二館。之後，工程五

館完工後，光電所也離開科一到工五。 

然而隨著電物系的茁壯，許多實驗設備所需到的空間越來越多，儘管已空曠

許多的科學一館依舊不敷使用，同時許多其他系所也在積極尋求擴張的空間。民

國８９年，工程六館通過校務會議，將它規劃給材料系與電物系共同使用，但電

物系所得到的空間不足以將所有實驗室都容納進去。有鑑於此，在民國９１年，

當時的電物系系主任朱仲夏教授與陳衛國教授向學校提出加蓋計畫，Wing計畫：

工六館是ㄇ字型設計，將它蓋成口字型以增加空間，以維護電物系的權益。陳衛

國教授甚至自行繪製設計圖，用這些細節強調電物系真的需要更多空間。由於加

蓋計畫會影響原本學校區域建設的規劃而否決，民國９２年，工六館竣工，電物

系被分成兩部分：科一與工六。 

隨著電物系新系館的需求日與俱增，搭上教育部推動五年五百億的計畫，電

物系開始積極申請，當時的交大校長張俊彥校長，當過電物系系主任，知道電物

系的情況，並且支持電物系系館計畫能夠申請這個計畫，然而卻因為電物系才擁

有工六新館，說服力道不足，而屢遭否絕。此時電物系友試圖尋找其他途徑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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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電物系。 

 

電物系友會與電物系館 

 在民國７９年，電物系友會

在陳衛國教授推動下成立，起初

是屬於聯誼性質的社團。在民國

８９年，當學校決定興建工程六

館時，基於對電物系的認同，系

友會試圖從外部對學校進行遊

說，系友間募款興建電物系館的

聲浪逐漸增強，其中以高次軒學

長最為積極。 

在民國９３年，當時系友會會長姜長安會長，在台北福華飯店召開會議，與

交大校長張俊彥校長、理學院院長張豐志、理學院副院長莊政益教授、電物系主

任朱仲夏教授、電物系教授們，以及幾位各級電物系友等共同研商，會議結論透

過系友的捐獻申請興建電物系新系館，命名為「電子物理館」，除了可以解決電

物系所各處分散的情況，跳過一般學校申請的緩慢行政程序，更是一系一館。可

貴的是，在姜長安會長與系友們的共識，此次的捐獻是採取系級認捐的方式，是

所有系友共同貢獻給電物系，代表所有電物系友的向心力。這些捐款匯入學校校

務基金下的電子物理館帳戶，專屬電物系館的興建費用。 

 

這段期間，朱仲夏教授與陳衛國教授每周辛勤地拜訪許多系友，向他們說明

募款，溝通取得共識，積極想透過系友的幫助來改善電物系的情況。朱仲夏教授

說：「那時候陳衛國老師買了一台新的ＣＲＶ，我們坐的ＣＲＶ到處訪問！」 

 後來五年五百億補助計畫的申請出現轉機，在當時理學院院長應化系的李遠

鵬教授與副院長電物系的莊政益教授以及電物系的各教授極力之爭取下，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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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科學教學與研究中心」的名義，整合所有物理領域相關，順利完成行政程序申

請到五年五百億的經費。而原本系友的捐獻則改用在新系館內部的建設、研究儀

器設備，或是形成回饋型獎學金。 

 接下去繼任的交大校長，也是電物系６１級系友，吳重雨校長，在治校理念

注重系所的區域整合：cluster 概念，如莊政益教授的所言：校園系所的安排就像

華容道一樣，唯有移開其中一個系所，才能夠全面移動進行區域整合，而建立新

系館便可以達到移動的效果；因此吳校長更是支持此案。自民國９８年開始基礎

科學大樓開始建設，預計於民國１０１年完工。 

二、年表 

資料來源：校史館，總務處營繕組 

1964 民國53年 

電子物理學系成立 

1983 民國72年 

光復校區科學一館竣工啟用。電物系由博愛校區遷至光復校區 

1990 民國79年 

校規會討論科三館規劃並向教育部提編預 

校區整體規劃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規劃新建系所大樓時，科三館列入優先考慮 

1991 民國 80 年 

校務會議決議房屋建築，科三館列為第八位，緊接在女生宿舍之後。(工六館列

第九) 

校規會決議科學三館於 82 年度預估 5 佰萬元之規劃費，綜合二館(工六館)則於下

一會計年度列入預算。 

1992 民國 81 年 

臨時校務會議決議科三館排為第十位，第九位為女生宿舍，第十一為博愛一館，

第十二為綜合二館(工六館)。 

1993 民國 82 年 

校規會決議：尊重原中程計畫所排訂之優先次序。 

1995 民國 84 年 

校規會決議同意理學院儘速規劃科三館，興建地點暫定於體育館與科一館旁之壘

球場位置。 

1996 民國 85 年 

校規會決議擬新建館舍優先順序為:(1)科學三館,(2)工六館....。 

 

1998 教育部營建工程小組討論科學三館或工程六館 

2004 民國93年 

光復校區工程六館材料系及電物系已搬遷進駐使用。 

2005 民國94年 

校務會議基礎科學教學大樓列第一優先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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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礎科學教學與研究大樓 設計與興建 

 南大門進入校園，順著環校道路往下，比其他建築宏偉的基礎大樓自然而然

地映入眼簾，弧狀充滿設計感的外觀象深刻，堪稱交大的地標。 

 科一、科二、基礎大樓（或稱科三）分別是理學院的三系應數、應化、電物

的系館，同時將各種基礎科學的領域集合起來，達到理學院區域的整合。 

 

設計與規劃 

 基礎科學教學與研究大樓佔地

６１９０平方公尺（約１８７２.５

坪），總樓地板面積總共為２１７３

０平方公尺（約６５７３坪），座落

於體育館、科一館旁，北棟和科一館

友走廊互相連結，有地下１層，地上

建築外觀可分為南、北兩棟，南棟為

地上５層，北棟則有７層，兩棟環抱

１樓中庭。 

  

 本大樓的外觀、主體結構和周圍

景觀皆由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負

責設計、規劃，由於是各領域的教學

研究大樓，許多不同的實驗室各有不

同的安全、防震標準以及管線的特殊

要求，另外空間的應用規劃等等問題，

都經過了建築師以及校方長時間的

會議討論，來找到最好的設計。 

 設計時有考慮到日照、季風、交

通動線、植披和周遭之景觀，建築物

的安全、使用空間規劃、綠建築設計

等等都是設計時有考慮到的因子。 

綠建築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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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圖 

 

 新館內將包含電物系、物理所、分子科學研究所之研究室和實驗室；基礎科

學教學小組的教室：包含物理教學實驗室、微積分操作學習室、普化實驗室、普

生實驗室；前瞻跨領域基礎科學中心；電物系系辦、教師辦公室、電物系學生活

動室及學生圖書室等，將改善現有的空間不便的問題，學生將有更完善的學習及

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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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訪：國際會議廳 

採訪/ 周家瑞、陳毅 

 我們有幸受邀參加其中一場有關基礎大樓內部設計的會議，該次會議主題是

國際會議廳：次軒廳（本廳設計是由高次軒學長捐贈）。 

 在會議前，系友會總幹事黃須白學長以及、６１級學長、教授們與設計公司

的人員到現場探勘基礎大樓地下一樓、將成為國際會議廳的空蕩大房間。裝潢前

的國際會議廳只有四面灰白的牆。想像再過幾個月，這裡將成為美輪美奐、的國

際會議大廳，便不禁興奮地四處探望。大家東探西看，思考地下室的通風設備、

以及可能造成之噪音問題、和其他許多細節的問題，一一提出詢問設計公司，而

設計公司的建築師則拿出工程平面圖一一說明，另外地下室的各個實驗室、設計

的細節和空間利用亦經過所有人仔細的檢視和討論，彙整過後在會議上討論。 

 每次的建築會議都是教授、系友與設計公司之間的溝通，互相提出需求、互

相討論和妥協的過程。探勘工地結束後，回到會議室，除了裝潢的設計之外，本

次會議有很大一部份著墨於基礎大樓的完工時間和經費問題。教授、系友都希望

有在校慶，同時也是電物系慶（４月中）前國際會議廳能夠完工。由於系友在推

動電物新系館的過程中，投入相當大的熱情和支持，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了

能夠感謝系友的勞心勞力，以及對系友飲水思源的情操，教授們希望能夠在基礎

大樓的國際會議廳「次軒廳」，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地點舉行系慶活動。值得一

提的是，電物系教授們決議為了能夠使國際會議廳能夠如期完工，放棄了按部就

班但曠日廢時的學校行政程序，採取經費運用上較為靈活的方案，也就是因為如

此，設計公司對經費上存在疑慮，而這次會議便是釐清一切步驟與細節的最佳方

法。 

 電物系的教授以及系友們每週都要進行一次到兩次的會議，教室的規劃、實

驗室的規格和特殊要求、辦公室的裝潢等等，都要經過耐心、仔細地與設計公司

討論，就是為了要讓新系館的一切能夠盡善盡美。 

 在會議中，面對設計公司的

疑慮，學長一再拍胸脯保證，請

設計公司盡快開始作業，不用擔

心經費的問題，系友們一定會設

法解決的，而張文豪教授在會議

中講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有了

目標一定有困難，困難是我們要

去克服的。」雖然當時他是在強

調完工時間，但是這句話也代表

了電物系的系友和教授們爭取新

系館的奮鬥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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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剪影：萬丈高樓平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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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姜長安學長談新館 

採訪/ 周家瑞、黃品絜、陳毅 

 在新系館的催生的過程中，系友展現出相當的熱情，我們特別訪問到前任系

友會會長 67 級姜長安學長，看看系友在新系館建立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系友

會對於電物系的關切。 

 

 

系友會的相挺 

  國立交通大學是中華民國行政院教育部轄下的一個高等教育單位，若要蓋一

間教學大樓，必須經過教育部的審核，才能爭取到經費，而公家機關的行政運作

速度並不是那麼得快，再加上當時電物系洽移進工成六館，在申請新館的立場上

不夠足夠，為了盡早促成此事，當時的校長是曾經擔任過電物系主任的張俊彥校

長找到當時電物系友會會長姜長安會長商量此事，提議說透過支付一半的興建費

用，可以容易地申請到教育部另一半的費用。姜學長當時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

「我們系友要募款，我們就馬上可以做了，我來協調物系友幫忙籌款。」 

姜長安學長、66 級黃誌銘學長、61 級高次軒學長……等等系友，會同張俊

彥校長、理學院副院長莊振益教授、電物系主任朱仲夏教授、陳衛國教授……等

教師一起在福華飯店開會（詳見「電物系館歷程」），達成協議由各級系友同心協

力籌措一半的預算，另一半由校務基金像教育部申請補助款，而當時系友也很熱

烈的回應，有在台灣的系友們直持，也以從國外默默地捐款的學長。姜長安學長

說：「大家在學校的時候對學校的感情也很濃厚，所以也讓電物系有好的教學環

境大家也樂於參予。所以其這個錢沒有很困難，大家熱心都很高的，對將來長遠

的感情凝聚，系務的推展都是有幫助的。」姜學長尤其提到，那些事業已有成的的

前系友會會長 姜長安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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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學長們捐款不稀奇，是那些尚在人生奮鬥期、正在努力累積財富的系友們熱心的小額

捐款更是讓人感到電物系的凝聚力。 

後來，教育部推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也就是所謂

的「五年五百億計畫」，交大便利用這個機會專款申請「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

的建設，而由系友捐款募得之款項依然在交大校務基金的電物系管帳戶中，其用

途便改用於提供相關獎助學金、提供良好設備和教學環境，例如 63 級學長黃民

奇學長捐的無塵實驗室和以 61 級學長高次軒名義捐的國際會議廳「次軒廳」。姜

學長說：「因為全台灣的小學等公立單位都把房子建得很牢固，但不會很美觀，

我們就想怎麼讓學生進去有很好的 wifi ，教育的環境，大會議廳。」其中大會

議廳就是指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的國際會議廳「次軒廳」以紀念 61 級高次軒

學長，高次軒學長是國內最大網通公司友訊科技的董事長，亦是一名運動健將，

籃球、棒球、足球等都十分厲害。在就讀交通大學時，在梅竹賽時擔綱重要角色，

是交大的風雲人物，畢業後對母校、同學的關心和愛護不遺餘力，由於他對運動

的熱誠以及交大的關心，曾重金禮聘中國的籃球國手擔任交大籃球校隊的教練。

在各級學長以及高學長的夫人的支持下，於是國際會議廳取名為「次軒廳」，以

紀念已故的高次軒學長。 

 

電物系的向心力 

  「早期在資訊產業很好的時候，很多媒體在報導台灣的資訊產業，都說交大

在其中表現很重要很突出。因為當時交大像是很大的電機系，大部分三分之二的

學生畢業出來在台灣的產業的勢力是很大的。」當時電子物理系畢業的系友，在

台灣的ＩＣ、資訊產業蓬勃發展時，由於受過不同於電機學院的專業訓練，例如：

量子力學，固態物理等，在發展上相較於其他系所教有優勢，創業成功的人不在

少數，很多人都在相近的專業領域一展長才，聯繫上比較緊密，人脈上的幫助也

比較多。姜學長就說：「當時剛好大家都進到這個產業， 當時大家系友都有互相

扶持，我也不是說念書念得特別好， 但是如果我碰到一個問題，我很容易打不

超過三個電話就可以找到答案，因為我的同學都很有學問。」 

 

「為什麼說電物特別好？因為你的機會特別好，而大家在產業都有互相連繫。」  

 

  姜長安學長藉著這個機會像現在年輕的一輩建議：「我覺得有一個大部份同

學在年輕的時候不太能夠體認到的價值，慢慢有社會經驗的才體驗，但越早體驗

越好，那就是『人』"的價值。在學校就是念書，把成績念好，有更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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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一直累積你的資源；另一方面就是人際互動。成功要許多人的幫忙，人

的關係是逐漸累積，你要幫助很多人，別人也才願意幫助你。」

 

由左到右：黃須白學長、黃品絜同學、姜長安學長、陳毅同學、周家瑞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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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雲人物 

一、九十九年度吳大猷獎得主：張文豪副教授－暢談教學及研究 

採訪/ 周家瑞、陳毅 

 

    張文豪教授是電物系的風雲人物，不論是在教學和研究上都受到相當的肯定，

在校內獲得九十八年傑出教學獎，並且成為九十九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得主，

在當時系主任趙天生教授的推薦下，決定採訪張文豪教授。 

 
教學理念 

    張文豪教授在教學上不只有傑出教學獎肯定，事實上，學生們都相當喜歡這

位老師，包括筆者我。近四年教授都是在大學部開電磁學，此門課除了學長姐們

的一致好評，在親自修過教授的課後也覺得相當不錯。當然我們得趁著個機會一

探教授的教學精神。 

「我很不幸教了第四年(電磁學)。」教授突然說，我們突然一陣錯愕！經過教授

的一番解釋才明白教授教一門課為期三年比較適合。 

「同樣的話一直講，你會以為學生都懂，很多細節你會忽略掉，你會忘了他們是

freshman，第一年教的比較差，第二年教的最好，第三年之後就一直往下掉。」 

「在第一年教的時候常常會有些支離破碎，因為我們不曉得學生在哪裡會卡住，

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在某些地方會卡住，可是現在學生不一定，但是每一屆學生會

卡住的地方有些共通點，第一年教學生時要熟悉學生的反應，第二年就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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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後，教那門課的熱情會一直在減低，有點像放錄音帶一樣,有些地方連笑

話都懶得講,因為你會忘了有沒有講過；教一門課我們都要準備，教到第三年都

不用了，都記的很熟了，然後人都會怠惰，教授要不斷的求新求變，所以最好是

三年後就把這門課換掉。」 

    接著教授分享了備課的秘辛「我們教你們也是要很仔細的把一本書從頭讀到

尾。」「我在學電磁學時也是你們這個年紀，之後會在翻書也都是要用到時才會，

而且翻書也是很瑣碎的看，會很通盤的看也是在要教你們時才為做。」 

「我們準備一門課也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把一本書從新在消化過,看要怎麼

幫你們理解。」「帶到課本中，課本才是你們學習知識的地方，我算是導讀者，

引導你們去讀他，你覺得有用就來上課，盡量不要考太難。」 

    身為電物系的專任教師，張文豪教授對於我們在大學部所受到的訓練相當有

信心。「電物系的訓練的廣度夠。」「大學部的訓練重點是廣度而不是深度，當你

們出去的時你們會發現你們比一般物理系學生強，因為在電子學的背景比較多又

比 double E(Electronic Engineer)的學生強，因為你們物理的背景比較多，他

們當然也有比你們強的地方，其實就是各有長處。你要這樣想,很多 Double E

的東西，你可以花時間彌補起來，可是物理的東西要花相對久的時間，你們在年

輕精華歲月要去面對比較基礎的問題，基礎問題比較容易往應用方面延伸，如果

一開始就從應用的角度切入，很多基礎問題會沒有能力處理。」 

    雖說大學部需要廣泛的知識，但教授仍建議我們不要修太多課。「不要修太

多課，我強烈建議不要修太多課，修太多課代表沒有時間去思考問題,在必修課

規定之下不要修太多專業科目，專業課程其實你碰到在學，不用急著去學，所為

廣度，指的不只是科學，還有人文的東西，你們應該培養更多的興趣,未來你們

做研究，或有科學背景的，你們還要有 life，不能只是硬梆梆的科學那你會非

常的 boring，你們去開創自己的人生，，很多過程是不可逆，大學四年,專業的

東西只有你想過消化過才會是你的東西，你只要沒有想過，那些東西都不會留下

來，如果這門課你有認真的想過，再去解問題，想不通，直到在另一門課你突然

想通這東西你就留下來，不要修太多課，多想問題，單獨某些科目去深入，其他

的多多發展自己的觸腳。」 

 

研究心得 

    本次採訪的目的除了要訪問教學外也要訪問研究，而且研究才是教授生涯的

重點。而教授榮獲的吳大猷獎便是肯定在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國科會為名義，

頒出的算是年輕研究獎，他只給比較年輕的，以前是 40歲,幾年前改成 42歲。

在國科會以下有分不同的處，有工程、自然、生物、人文，不同處底下分不同學

門，自然處底下有分物理、化學、數學、地科，，而吳大猷獎是每年每學門一個

人。」 

「吳大猷獎是用遴選的。門檻是看論文質量，看近五年的研究發表,發表在哪些

期刊，像是 physical review letters。總之就是看論文。每個老師都要向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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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申請計畫，國科會在核定計畫時也在看論文。」 

    教授笑笑，回想到他以前到實驗做專題的光景。「我在念大三去做專題時，

一進實驗室第一件事是收螺絲，教授就給我一支游標尺然後開始分類螺絲,然後

再來是分類 O ring(真空管)，光這兩項就耗了兩個月,然後再來是拆 diffusion 

pump 拆完後再裝回去，那時候我專題題目是在做超快雷射,有兩道雷射光，有一

道光分光之後要通過一個路徑馬達，一個反射鏡，把他 delay後再回來，那時候

他給我一個軌道，軌道需要控制，控制就要我去用齒輪,在用路徑馬達去推動，

所有機械裝置電路板，那時候我第一次知道電路板要自己洗,去電子材料行，去

買現成的電路圖，用投影片去塗黑去洗一個電路板，再去買電阻電容，最後設計

一個東西用電腦控制。」 

    教授說其實研究對教育下一代來說也是舉足輕重的。「大學的研究不一定和

產業有關係，因為當產業可以做研究，就不需要大學了，他的錢和人力是遠大於

大學，他們不太需要大學，產業有興趣的問題是可以自己解決的。你們現在如果

把大學研究所當職訓中心，就太可惜了，應該是就去學一項新的東西，越新的東

西你能找到的資訊越少，就要從舊的資料中，和基礎科學知識如何一點一滴的去

解決，這個過程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能力不是課本也不是學業成績很高，大

學時的成績不代表以後做研究做很好，有一些人當能明確告訴你怎麼做是你知道

該怎麼做，你可以做很好，可是當你們開始獨立自主時,就會做不到，問別人也

是白問,因為情況不同」 

 

對學生的期許以及建議 

    「做科學最重要的三件事,絕對不能離開這三個東西：生命、生活、能源，

是我當學生時我的老師告訴我的。生命是無價的，所以人類會想盡辦法對生命的

可控制性可以提升生命的研究不會停止只要人類來存在；能源，地球的能源是有

限的,所以只要和研究能源有關就長長久久。」 

「生活，像是高科技產業、電子方面的研究，不就是在改變生活，這些科技都需

要一些基礎科學慢慢墊高起來，也因為有這樣的需求才會有這樣的研究，不斷創

新的研究也 create新的需求、使新的需求變的可能，所以這樣的研究也永遠停

不下來,我們的 Apply Physics都涵蓋在這個範疇中。」 

  「你們要想你們未來是要帶領整個時代的人，要把自己有這樣的自我期許，而

不是我就是要當一個工程師，要帶領下一個世代，要成為下一個張忠謀，下一個

郭台銘，哪你就要有不一樣的眼界，你在學校學的要領先現實二三十年，才會有

更大的視野去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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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崇厚副教授－對量子力學還有人生都要問為什麼 

採訪/ 林中冠、沈君達、蔡侃廷 

 

    仲崇厚教授在「非平衡量子相變與臨界現象」方面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刊登上

著名物理期刊─物理通訊評論(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及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 

B)，成為凝態物理基礎研究課題上的先驅論文。利用此期系刊特別採訪這位電物

系的才華洋溢的研究者 

  
研究主題 

    「關於凝態物理的材料的研究，是一些有很

多原子很電子組成的固態系統的材料的量子力

學現象。這些現象包括，金屬、半導體、超流體

各種的氧化物的塊材在低溫時因為量子力學而

產生多體物理的現象，而所謂的多體物理是指系

統中的原子和電子很多，而因為數量很多所以會

場生一些新的量子現象、collective 的現象，而不

是只了解單一個粒子所能夠掌握的現象，例如說；

超導現象、磁性的現象、量子霍爾效應、雌性雜

質等的，這些都是很多電子在低溫的時候會形成的 ground state，而這些新的

ground state 會有很多在實驗上所能觀察到意想不到的現象，所以我主要是在研

究這些新穎的量子現象。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看，就是高溫超導體，在 1986

一群實驗物理的物理學家在釔鋇銅氧化物中發現了高溫超導的現象，高溫超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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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是在七八十 K 到一百多 K 就會有超導現象，到目前為止三十年都還沒有一個

好的理論可以來解釋這個機制，高溫超導的實驗雖然做了很多，也做得很仔細，

但是其實他的理論部分是很缺乏的，而我的興趣便是在這方面的理論，看有沒有

甚麼好的 model 去解釋這樣的行為，至今能想出來的好的 model 都無法很完整

的解釋高溫超導，但有一部分的人認為就現在的理論已經是很完美了，剩下的只

是一些實驗上的小細節而已，但這些人的想法，還是未獲得凝態理論物理領域的

人的認同，所以還是有得做。」 

「還有一些有趣的量子力學現象，就是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ground state 的系

統中，在的低溫時會互相競爭，而在兩個 state 勢均力敵的時候，會存在一個臨

界點，而在這個點附近的量子行為，便稱為量子臨界行為，而這個問題也是我最

近幾年一直想做，也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問題。量子臨界現象是一個很新的研究課

題，在固態的系統中，可能會不只有一個 state 存在在系統中，在一個多體的環

境中，可能會存在著很多的 state 互相競爭，高溫超導現象也是如此，如果你沒

有參雜一些有電荷的元素的話他是絕緣態，但你參雜之後你的材料可能變成超導

態，而從絕緣態變成超導態稱為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這個相變是不同於古

典統熱物理的相變，像 classical phase transition 是跟溫度有關，而這跟量子力學

中的相變是不同的狀況，因為量子力學告訴我們，即使在零溫的時候，粒子還是

擁有一些動能這叫做 zero point motion，這是因為測不準原理所造成的一個現象，

所以量子現象之所以會改變則是在零溫時的這些 state 互相競爭的結果，由於這

些量子力學的擾動，所以會讓我們的 state 會轉變到另外一個 state，而有一些新

的量子相變也因為這樣產生，而我的研究興趣便在於怎麼發現新的量子態和量子

相變。」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交大的首頁有擺上我研究的成果，也是簡單的介紹一下有

棍量子相變這方面的研究；而我最近在做的是量子點導電度的量子相變，是有關

量子點導電態根絕緣態的量子相變，就是說量子點跟他周圍二微電子氣的電子呢

會有一個自旋跟自旋反鐵磁的 coupling，這個效應在傳統金屬加有磁性的雜質裡

面已久有一個效果了，因為磁性的雜質的 spin 跟周圍電子的 spin 有反鐵磁的交

互作用，所以在 ground state 的時候是這個反鐵磁的 coupling 主導，而這個 ground 

state 在有雜質的金屬之中造成的是電阻上升，而這個實驗現象已經被 Kondo 解

釋所以稱 Kondo effect，但在量子點的系統裡面，這一個二維的電子氣是由半導

體的砷化鍺這類的材料所組成的 interface，在這個系統裡面可以由人工加一些電

極，如此一來電子氣會局限在這個很小的範圍裡面，則是所謂的量子點，所以

Kondo effect 幫助這個幾乎是一維的 channel 的 transport，他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是因為反鐵磁的 coupling 會導致墊子會從一邊的導線經過量子點到另外一邊，月

有這樣的 Kondo effect 而他的導電度會越好，但如果你的導線裡面有另外的

interaction 例如說庫倫排斥力的話便會減低這個 transport，而這個便會造成競爭，

所以電子電子的 coupling裡面庫倫的排斥力跟Kondo effect會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便會出現量子臨界行為，而我最近便在做這樣的研究，關於 Kondo effect 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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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dot 裡面所可能產生的新的 ground state 或是說人家已經知道但還未在

實驗室實行的 ground state，以及 Kondo 跟新的 ground state 的量子相變。」 

 

學術生涯中的導師 

    「一位是在布朗大學做研究的指導教授，他影響我很多態度及研究方法，他

大概三十歲左右就當助理教授，他讓我感覺到做研究的一種熱情，還有對學生的

幫助，是讓我很敬佩的，他在高溫超導的領域有一定的地位，當時他還是年輕的

教授，對於學生有一種教學的熱忱，我覺得在他的指導底下會得到啟發，例如他

會舉很多例子，誘導我往正確的方向去思考，同時也會要求我能夠多花一點時間

來在研究上面突破。從大學到碩士，自己做研究得機會並不多，真正到博士的時

候才是自己處理自己的研究，教授只是給的方向，其他的細節都要自己想、自己

完成。這一方面等於是從頭開始學，他是一個很好的教育者，他不直接批評，取

而代之的是鼓勵，循循善誘，是一個人很好的人，而他同時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不會隨易妥協，我在學術上遇到了一些瓶頸，都是慢慢從他的鼓勵及幫助之下克

服，到博五的時候我已經可以自己處理滿多的事情，清楚表達自己的問題，這就

是他給我最大的幫助，讓我能獨力完成研究，自我學習、對自己負責。在博士那

時候有一篇文章在要投稿的時候，發現計算上有一些疏忽，給我不小的打擊，在

很細微的地方，發現是自己沒有考慮到的，雖然及時發現問題，還是讓我覺得自

己做事不夠嚴謹，這件事使我再自檢討自己，對我未來研究之路有不小的影響。」 

    「另外還有一位，我在德國做研究的時候，有位資深的老教授，他雖然快退

休了，但每天還是早早就開始作研究、想問題、和學生討論，我從他身上學到的

是對研究的態度：孜孜不倦，就算他快退休了也不會怠惰，作研究仍然嚴謹，很

有教學熱忱，對學生不會隨便應付，時常正面鼓勵我們。我想目前台灣的學術界

中，很多資深的教授仍會有些傲氣，這對整個科學進步我認為是一種阻力，老師

和學生爭論文刊登、教授間互相攻擊理論之類的事，模糊了原本從事科學研究的

目的。我舉的這兩位教授就是言教身教都很值得我學習，也事很多人都需要學習

的，謙虛、提攜後輩、包容力，這就是他們影響我最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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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十九年傑出教學獎 

趙天生 教授 

獲獎科目：電子學 

介紹： 

教授認為，教學效果的好壞將影響學生一生的

志趣，而電子學是進入電的世界共通的課程，主要

是有關類比信號放大的設計與應用，若教得好，對

電子設計有興趣的同學會有引人入勝的效果。 

上課時會將課程規定以及跟這門課有關的發展

和其他專業科目，也就是課程的地圖和同學交代得很清楚，並且站在學生的角度

提出問題，全力幫助學生學習，尤其是利用作業和隨堂考是掌握每個學生的進度

和出席狀況。 

教授在課堂上會舉實務之例證，以提高學生興趣，如:頻率響應與音響，給

學生看半導體矽晶圓實物與 IC，以增加學習樂趣，上課時還會和學生分享自己

讀過的，有意義的書，或是其它很有用的經驗分享，有上過趙天生教授的電子學

的學生，應該有聽教授提過「負回饋」的重要性，無論是在電子電路的設計或是

處世的方法上。 

相信學生都會對教授的好脾氣和用心的教學留下深刻的印象並獲益良多。 

 

楊毅 助理教授 

獲獎科目：普通物理 

介紹： 

  楊毅教授所負責的普物是針對外系開設的，不

過身在電物系的我們依然在應用數學此門課對這個

老師的風格有所認識。老師的風格如我們在課堂上

體驗到的：利用投影片一步一步將複雜的一門學科

深入淺出地介紹，再透過基本的評量來檢驗我們的

學習程度。 

  透過觸控式螢幕，老師將投影片變成黑板，在上面計算演示，課後將投影片

上傳到教學平台上供學生下載，以便學生在課後翻閱教課書複習時，能夠有個提

綱挈領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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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新潮的教學工具，楊毅教授在正式介紹課程前都會來一段有趣的歷史回

顧，說明某門學科發展的緣起。例如我仍印象深刻的在複變分析的第一堂課，老

師用特殊的口音，幽默風趣的語句，引人入勝的劇情，介紹過去數學家們為了「比

賽」解方程式，而發展複數變數計算。 

  老師在評分上的理念著重於概念的釐清和基本技能的掌握，考試不是在考倒

學生，而是在判斷學習狀況。分數有很多比重放在作業，便是希望我們能夠落實

課後複習。 

  楊毅教授在近幾屆都負責大學部的應用數學，獨特的中文口音讓大家耳目一

新，相信大家都歷歷在目！ 

四、九十九年優良教學獎獲獎人：鄭舜仁教授 

介紹： 

鄭舜仁教授上課時十分重視物理觀念的理解以及

實際的應用，除了數學的推導之外，物理的圖像建立

更是教授上課的重點，除了教科書的內容之外，教授

上課時還會不時舉出例子，說明在實際的研究、實驗

上，這些簡單、深刻的物理模型如何應用。 

另外，學期的專題作業亦是對於學生學習上十分

有幫助的，以教授開的量子力學導論(一)這門課為例，專題作業便是學習數學運

算軟體來做物質波函數的計算、繪圖，透過題目的引導，配合課本上的例子，讓

學生親手操作，並做出一份報告，更能深刻體會上課的內容，數學工具和打報告

的格式等細節問題，都對學生以後在研究時非常的有用。 

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和實際應用的例子，讓學生理解物理的觀念和圖像，透過

作業讓學生學習到有用的工具，教授上課所教的東西不會太艱深，但是一定是重

要而有用的，務求學生對於物理有透徹的理解和深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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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室介紹 

分子束磊晶實驗室專訪 

訪問/陳毅、周家瑞 

 

    民國98年周武清教授參與國科會自然處「新穎材料開發及元件製作計畫」，

從事二六族半磁性半導體磊晶核心設施之運作與新穎物理研究 ，由國科會補助

一千五百萬元採購二六族半磁性半導體分子束磊晶核心設施。另外國立交通大學

補助四百六十萬元及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六十萬元，建立完整的 SVT 二六族半磁

性半導體分子束磊晶系統，成立了分子束磊晶實驗室。 

 

    周武清教授的研究專長為半導體物理、奈米檢測、分子束磊晶、半導體奈米

結構之製造與特性測量，這邊將就「分子束磊晶系統」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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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束磊晶系統 

    上圖為二六族半導體分子束磊晶的核心設施，一般三五族半導體大部分是在

以矽為基材，摻雜入三族元素如硼，成為帶正電的電洞較多的 P 型材料；摻雜入

五族元素如氮、磷、砷，成為帶負電的電子較多的 N 型材料，而其它種半導體

例如氮化鎵為現在熱門的光電材料。 

而半導體的製成有很多種，例如化學合成方法、雷射鍍膜、蒸氣鍍膜、磊晶等等，

磊晶(epitaxial)亦是其中一種製程方法，利用純度很高得塊材所產生的蒸汽(類似

昇華的概念)，在高度真空的環境下附著到基板上來合成半導體，是所有製程中

最為費時，純度最高的方法，合成出的材料一般為學術研究所用。 

 

    這部儀器以鋅(Zn)、錳(Mn)、硒(Se)、鎂(Mg)、鎘(Cd)、鉻(Cr)、碲(Te)、

氮(O2)、氧(O2)、二氯化鋅(ZnC l 2)十種作為合成原料，在低於 10-10Torr 的

真空室中合成，其中氮(O2)、氧(O2)部分是以電漿型態進入合成室，用外加電

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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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提供 

 

    而在合成過程中，可以透過調整原料、基板和真空室的溫度來找出不同條件

下的合成速度，以及各種不同的特性，例如量測光譜做合成出的樣品的光性量測，

或是交由其他實驗室幫忙做磁性量測，下圖為實驗室做的光譜：

 

  

Zn1-xMgxSe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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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譜儀 

 

感謝簡崑峯學長的介紹，以上樣品提供圖片及光譜出自實驗室網

站:140.113.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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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活動 

迎新宿營 (交大電物&竹教音樂)  

採訪/ 黃子麟 

     初為大學新鮮人，對大學充滿了好奇，對部分的男女生來

說更是一大解放，不用再面對放眼望去皆為同性的窘境。為了讓

學弟妹們快速熟悉彼此和學長姐，增進情誼，特別和新竹教育大

學音樂系合辦了迎新宿營。如此一來，不僅能和電物系更加親近，

又能認識專精不同的外系朋友，體驗一下大學多采多姿的生活。

為了能讓學弟妹及參與宿營的每個人留下美好的回憶，早在學測

放榜的同時，各個工作人員就已經著手開始策劃接下來的活動，

包含活動組、組輔組、美宣組、生器組以及高層和值星官。以下

簡略介紹各組所司之職： 

 

1.高層：包含總召及執祕，宿營的發起人，監督各組，做出重大決策。 

 

2.值星官：掌控秩序，不論是平時開會還是營期間，確保

活動按計畫進行。但營期間也故意藉威嚴來搞笑，如集體

懲罰小隊員。 

 

3.活動組：負責營期間所有活動，包含晚會、夜教、大地

遊戲、RPG、賭場、營火晚會、值破(卸下值星官的威嚴)、

小隊劇及感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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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輔組：負責早操及營歌教唱，營期間是小隊員的貼身保母，確保他們的安全

及溫飽，帶領小隊員玩各個活動，炒熱氣氛。 

  

5.生器組：宿營的幕後功臣，各場地租借佈置、器材租借、遊覽車及伙 

食準備，並兼副總務的職責。 

 

6.美宣組：負責小隊員及工作人員的名牌、營手冊及營期間所有道具(夜教、晚會

大小戲、RPG……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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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過程大家可說是費盡心力，從零籌到二籌、組內常態、教召及最後的總

驗，每個工作人員都竭力地預先試跑每個活動，檢討缺失，並作出改善調整，讓

活動變得更加完美。活動組一次又一次地爆肝讓遊戲更加有趣，戲中劇情更加爆

笑，晚會更加令人難忘；組輔組扯開喉嚨，放開四肢，賣力地練習早操，盡心地

想讓小隊員們有個難忘的回憶；生器組不停地奔波，事先準備好各個活動所需的

場地、器材和瑣碎的小細節；美宣組費盡心思設計出亮眼的營服、美麗的名牌和

精緻的道具；高層善盡督導的責任，並規畫出流暢的行程。過程中，同儕之間的

情感更加濃厚，友誼的橋梁無形之中更加穩固，之中更有愛情的幼苗悄悄地蔓延，

大家付出的時間和心力交織成一段大家難以忘懷的共同回憶。

 

    到了眾所矚目的營期，便是收割平時努力的果實之際了。流程： 

 

 

RPG  

此次營期全在苗栗香格里拉樂園進行，第一天的晚會先讓大家大飽眼福，勁爆的

男女舞讓大夥目不轉睛，大戲小戲令大家笑得人仰馬翻，笑果十足，晚會最後特

別加了一段跳舞的部分，讓大家感受了在舞池盡情跳舞的暢快，盡情奔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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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會結束後緊接著是每個營隊必備的驚悚刺激的夜教，讓小隊員體驗鬼屋可

怕的氛圍。不同於以往的是，先前的夜教地點都在交大，這次大突破直接辦在香

格里拉樂園，恐怖指數直直往上衝。在教召和總驗時就已把組輔們嚇得人仰馬翻，

但沒想到營期小隊員反應卻不如預期可怕，推測大概是月光過亮及路線上貼的螢

光棒太亮，讓小隊員少了些恐懼。 

 

    第二天沿續了前晚的美好，大地遊戲激起了各小隊的鬥志在各關進行廝殺，

小隊呼的較勁和各遊戲的 PK。更精彩的是輸了之後的懲罰，小隊員和組輔常被

惡整，畫臉綁頭髮樣樣來。其中一關支援前線，關主要求男組輔的上衣，男組輔

被小隊員四面八方包夾，逃得天荒地老還是無法逃出小隊員得魔掌，被整得人仰

馬翻。下午的賭場讓小隊員體驗賭的快感，以各遊戲進行賭博搶錢，穿插其中的

樂透和灑錢搶錢遊戲，讓小隊員們玩得不亦樂乎。最後的營火晚會堪稱本日精華，

香扇舞、拜火、火棍、火球的表演，讓大家看的熱血沸騰；衝營火、猴子舞、第

一支舞、兔子舞、團康和晚會舞讓大家玩得不亦樂乎，將熱情活力全不灑在大草

地上。最後關頭，更出現了甜蜜蜜的畫面，一對情侶就此展開他們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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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天的值破是最後的高潮，值星官被惡整的精彩好戲，中間穿插許多有

趣爆笑的對白，最後值星官被摘下墨鏡，展開了一場水球大戰，「濕」橫遍野。

到了最後的感性時間，替營期畫下完美的句點。離情依依的時刻總是特別催淚，

營期的回顧，高層和各組組長輪番上陣祭出感謝文，感傷氣氛籠罩整個會場，最

後大家不捨地將想說的話想在對方的龜背卡上，留下滿滿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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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撰文/林中冠 

「交通大學的大哥哥、大姐姐教得很好，上科學實驗課很好玩也很有

趣，希望下一堂課快點到來！」交通大學電物系大一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在電物系張文豪副教授帶領下前進新竹市龍山國小，教導小學生基本物理

概念，今日(13 日)特別舉辦「小小科學實驗王科展競賽」，進行口頭報告

與作品展示，讓小朋友展現多日學習成果。 

 

    助教黃詩涵表示，授課內容由大學生設計簡單易懂、可藉由實驗了解

的課程，傳達科學理念，也讓大學生在和小朋友互動的過程中體驗服務的

價值。為了瞭解龍山國小學生學習狀況，兩校特別於今日安排科展競賽，

邀請到交大電物系系主任趙天生教授、張文豪副教授、簡紋濱副教授擔任

評審，給予學生們指導與鼓勵。 

 

    龍山國小四年級共有八個班級，

由電物系 76位一年級同學共同討論教

學主題，依班級進行：飛行吧！紙片

(流體力學)、水果電池(基本電學)、

磁浮列車(磁力現象)、科學魔法車(基

本電學)、戰鬥陀螺(慣性)、「堅」蛋(萬

有引力)、小小法拉第(電學定律)、 

                               環保的水火箭(運動學)等物理課程教 

                               學，並分組進行教材與遊戲設計，藉 

                               由理論講解及實驗實作讓小學生們了 

                               解物理的奧妙。 

 

 

    「小小法拉第」組長林中冠表示，電

的使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組員利用電

池與迴紋針，教導小學生製作簡易馬達，

藉由馬達原理說明電與磁的關係。課程第

一堂以基礎概念教學為主，並設計學習單

讓學生填寫，以了解小學生的學習狀況；

第二堂課開始加入實驗，加深學生印象；

第三堂課正式進入馬達製作，利用電池、

迴紋針、鐵絲環製作小型馬達，並指導學 

電物系的同學前進新竹市龍山國小，教導

小朋友基本物理概念，並舉辦小型科學實

驗競賽。 

同學們之間討論上課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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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觀察改變電池數量及鐵絲圈數後的影響。 

 

    為了讓學生理解難懂的理論，林中冠也會用譬喻方式說明，「電的概

念就是電流通過，電子做功轉化為電能讓燈泡發亮，為了吸引學生，我們

把電比喻為聖誕老公公、電子是禮物，聖誕老公公帶著禮物(電子)發送給

燈泡，燈泡開心了，就亮了！」林中冠笑說，小學生正是記憶力最好的時

候，相隔一周上課，孩子們對課程的印象比設計課程的大學生還深，也會

提出一些有趣、瘋狂的想法與問題，「雖然我們一聽就知道不可行，但還

是鼓勵他們不受限的思想，這樣很好！」 

 

 

    「飛行吧！紙片」組長蔡侃廷則是向學生介紹飛行概念，以口訣「氣

流越快、壓力越小」說明伯努力原理的核心概念，並利用吹乒乓球、硬幣

以及文氏管讓學生了解流體力學。蔡侃廷表示，這些小實驗每個人都可以

動手做，所以第一堂課學生反應就很熱烈，小學生也把大學生當作大哥哥、

大姐姐看待，會分享、會提問，「就

好像朋友一樣，大家打成一片！」 

為了答謝交大電物系大哥哥、大姐

姐們的教學與陪伴，龍山國小的學

生們也精心準備卡片贈送，「謝謝大

哥哥、大姐姐為我們上課，幫助我

上一層樓，也讓我的願望慢慢實

現！」「我收穫滿滿，讓我留下了一

個難忘的回憶！」「不管怎麼樣， 

我是超喜歡這堂課的好奇寶寶！」 

童言童語讓大學生們感動，也讓他 

們體會到服務的意義。 

 

 

-----------------------------部分文字引自交通大學秘書室 

 

 

 

  

同學利用示範實驗器材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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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創作 

一、小鬆專欄 

 

我的蠢材夢 

撰/ 李苡宣 

    長到這麼大，發現自己一事無成，僅懷裡抱著一個夢。自小我老被笑為 

蠢才，看來我除了發展自己的蠢才外，一無所能。 

     童年的玩伴極少，扣除斜對面不相往來的大院外，就只一個鄰居奶媽帶 

的小姊姊，還有妹妹。自小我就在那幢日式老宅的前後院摘摘木樨、山茶， 

在兩輛車錯身剛好的小巷裡同自己玩。沒有贏在起跑點這種事，幼稚園不學 

注音符號、沒有功課，背詩時，當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春眠不覺曉」、 

「床前明月光」，我仍邋東邋西的打混過去。 

     小學後，上的才藝班也不是珠算或者安親班，以致數學很差：一條街隔 

幾公尺種幾棵樹，頭尾種不種的問題，只能慢慢算。去學書法，第一句是： 

「上大人孔乙己」，換帖後，寫「九成宮醴詮銘」，名家的摩寫沒寫過，王 

羲之蘭亭集序還是國中的課外閱讀測驗。久而久之，寫完書法的我，到是帶 

頭當起小小大姊頭，謊稱要去學校拿作業，實則到雜貨店買飲料、零食偷渡 

回教室，吃吃喝喝。被發現後，被嚴厲的數落了一頓。 

     不知不覺長大了，在一座新的城市。身上沒有帶指甲剪的習慣，老跟室 

友借，剪的短短的指甲敲在琴鍵上才沒有聲音。老彈不好一首曲子，再簡單 

的曲子都是，拍子問題、音感問題，近乎沒有天賦卻沒有放棄，反正那雙庸 

俗的耳朵也聽不出來魔音穿腦的感覺。 

     長大後挑戰一個遊戲：我開始蒐集越來越多人的秘密。當人性越是壓抑 

的藏在話語的縫隙，越急切想參破大家的憂傷，聽完故事。我亦開始替路人編織

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該有自己的故事，而我也替自己編了一件國王的 

新衣，穿在上面翳翳的祈禱我的王國降臨。 

     在兩種或者多種人格下交替自如，或者矛盾的痛苦，而我自以為大家擁 

有的傷心故事都剛剛好。我老拿別人的故事交易一顆脆弱的心，縱使知道怎 

樣的美酒沈甕底，最痛的痛都各自緊心扉當成秘密，仍願意去體會眼神裡極 

真誠的片刻，關於卸下盔甲後一個人善良的美，那麼脆弱。 

     但我還是對生活有一些盼望，我懂怎麼吃冬天的糖炒栗子，看那些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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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彆扭，欣賞外國模特兒的春裝廣告，甚至是背離小時候所有奇想的現在 

：關於那些測地線方程式、電磁波、正交化、訊號放大器、粒子的波動性。 

     當一個夜裡，幾乎是痛苦的算著數學式時，竟破涕為笑，唉人生怎麼走 

到這一步來了！所有心境上的變化倒使我頭一次心平氣和的寫著算式。或許 

生命就是一本張愛玲，兜上了測不準原理。 

 

02 之夜 

撰/ 李苡宣 

   大三卸盡系務，不時偷閒出遊，玩著玩著，倒百無聊賴起來。伴隨學長姐在

臉書上的畢業照洗版動態，大吃一驚自己也即將畢業了，卻有好多事還沒作。 

 

    一直以來，我都很羨慕其他學校有自己的「XX 之夜」，像是個小型的才藝表

演會，供大家欣賞同學的表演。我想，同學間臥虎藏龍，必定有許多人擁有很多

才藝，卻潛沈下來，平常活在這小小校園裡甘心當宅男宅女。（套句楊燦豪的話：

我要當條水草！） 

 

    既然大三了，擁有許多辦活動的經驗，那更應該為同學們架座舞台，讓大家

可以重現當年的絕技。加上相處時間所剩不多，如果不藉此機會認識同學，更待

何時？何不就厚顏無恥的來辦看看一場只給自己系級的「電物之夜」吧。 

 

    跟王慧雯提案以後，馬上詢問郭敏寬，郭敏寬很乾脆的答應了。我都還記得

那是我們的期中考週剛結束，在深夜頗仔細的討論了一番。大概討論出個方向以

後就馬上 po 版測水溫，效果不錯，該答應該出聲的都有出聲。好的開始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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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半，大家願意共襄盛舉，讓我們對這個活動有信心了起來。 

 

    一開始的想法是：如果是辦給自己系級的，那麼必不用苛求完美，走輕鬆溫

馨的路線，讓大家得以凝聚，僅是如此。既然要辦的輕鬆無慮，那麼就每個人多

少負一點表演或者場地準備的責任，一來工作量少二來都有參與感。 

 

    後來開始募集才藝，大部分人一開始聽到這個活動都謙虛的說不好意思表演

（也是有人厲害如大綠老師馬上奉獻全國賽等級的口琴表演）。一開始才藝甚少，

著實令人擔憂，但後來林聖傑、周家瑞等皆承諾，烏克麗麗樂團亦大力贊助，表

演項目終有雛形。另要特別感謝林俊言，他是最符合本表演主旨的參與者，聽說

他私下拉梁哲源一同（緊張地）討論他們該表演什麼，還特別練了新的才藝，吵

到 13 舍都有人 po 版，其無所畏懼的精神與熱衷參與的態度，令人感動。 

 

此外，還有一籌備小組兼演戲小組成立。每個禮拜開會，討論劇本與其他細

索之事。猶記初期開會，我常拿著小行事曆脅迫林勁甫承諾「下個星期要幹麻」，

而他則說：「你們（公關）都是在活動前把行程都排好，（然後食指劃著表演前三

天），活動都是這三天開始衝啦！」。感謝林勁甫賭上髮線的高度，殫精竭慮的想

劇本。對於開會的印象，大概是屁話加屁話加屁話，如果以偶像劇來比喻，大概

前面八集都在拖戲（某集有王慧雯的泡泡劍帶來莫那式娛樂），後面三集很認真

的講帥話跟拼進度。我很感謝這群情意相挺的朋友，包括後來臨時被找來演戲的

華仔跟香蕉， 一直陪著廖偉翔的薇雅。 

 

    在討論場地跟飲食的時候，才發覺想得有點天真。感謝林俊言願意出手相救，

郭敏寬都用「交給他阿」非常阿殺力的託付。而最要感謝的是子瑜，一手攬下所

有食物分配的工作，這大概是整個電物之夜最吃重的工作了。也感謝林智偉跟陳

遠平組成的購買食物小組，還有林聖潔跟馮凱義，當天在後頭準備食物的美女小

組（全部都臨時招募）：品絜、汶潔、小龜、甘荃。有太多人了，我甚至不知道

有誰默默的在幫忙。 

 

    當天來了 53 個人，非常多，人數遠超出我的預料，甚至廖佑銘這種半隱藏

版人物都出現了！六點我到的時候就有人在等待了。後來開門進去，擺放東西、

測試器材，大家趁空檔煮起羊肉爐，煮一煮跳電只好先吃熟食墊胃。我們可以義

無反顧的討論怎麼解決跳電的問題，都是因為大家同學一場願意吃點東西乾等。 

 

    電來了，真好。跟人類第一次知道用火發現光明一般美好。 

 

    你看，大綠老師講著那麼俗氣又誇張的開場白，熱舞社在台上展現美好的默

契兼劉冠宏跳錯崩潰幾次；你看，我們排練到好晚演出來的戲；你看，烏克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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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在台上演出，家瑞的國樂那麼迷人大珠小珠落玉盤；你看，賴廣仁吹的口琴

多麼有深度，平時隨性的林聖傑拉起小提琴來多動聽；你看，電物三蠢組成的鐵

達泥號直笛隊多麼可愛；你看，風紀自彈自唱。 

 

    我演完戲以後先去後面幫忙，後來離開會場洗東西時，發現楊燦豪跟 shiki

在外頭為了待會的百萬小學堂主持排練，內心有點不好意思。因為這是前幾天才

臨時託付他們這個工作（又沒有給楊燦豪拒絕的機會），等於變相剝削他們看表

演的機會。 

 

    後來的百萬小學堂極富笑料，楊燦豪附加的崩潰馬力歐之起死回生機會（其

實純粹想看大家崩潰），逼的華仔後來硬破關 po 在臉書上。那些願意出題的同學

跟製作 ppt 的鬼鬼讓這一切都很有趣，參賽者有趣，主持人則是非常優秀。（不

知道前天問他們要不要排練，來了工六卻晃來晃去（像一株水草）是什麼意思。） 

 

    最末三支歌，唱的真動人。 

 

    黃得榮家的羊肉爐好吃的要命，子瑜準備的食物也是。當我看到大家坐在沙

發上，偌大的場地就我們輕輕鬆鬆，為了表演讚嘆，為了表演大笑，發瘋也似的

擊掌。我想：真美好阿！ 

 

    雖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這樣一個活動，我到是覺得辦的挺值得的，值得

到系鐵隊長願意摩拳擦掌，說下次若有機會，就讓他們在舞台上獨當一面一整晚

吧！ 

 

    若還有機會，再辦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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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書心得 

 狹義相對論簡介 

撰/ 周家瑞 

 

   十九世紀時，物理學界最為盛大的研究莫過於光學及電磁理論的發展，到了

十九世紀中，由James Clerk Maxwell提出了「場（Field）」的概念以及著名的馬

克士威方程組，將電、磁現象統一，並認為光即是電磁波，預言了光的速度，後

來經過Heinrich Rudolf Hertz諸多實驗的驗證，讓電動力學開始迅速發展。  

描述物體運動時會引進參考座標系來標定不同時刻物體的位置，在牛頓力學中，

我們選擇慣性參考座標系，也就是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成立的參考座標系，慣性參

考座標系做等速直線運動，相對於慣性參考座標系作加速度運動的參考座標系，

為非慣性參考座標系。  

    所有的慣性參考座標系都遵守「力學相對性原理」，意思就是，由牛頓定律

推導所得之物理定律，包括牛頓定律本身，在所有的慣性參考座標系中都有相同

的形式，而這些不同的慣性參考座標系之間所遵守的變換，稱為伽利略變換：  

現在考慮一慣性參考座標系Ｋ，及另一慣性參考座標系Ｋ’，Ｋ’沿著ｘ軸相對於

Ｋ作相對速度ｖ的等速直線運動： 

 

 

    在這個變換下的速度加法如下：若一物體在Ｋ系沿著ｘ軸正向以ｕ速度運動，

則在K’ 系觀察到的速度      ， ＝    。  

上述變換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情形，但是在推廣到馬克士威的電磁理論時

卻出現了問題，馬克士威方程組在伽利略變換下並非「協變（covariant）」，也

就是說方程組在不同的慣性參考座標系中，形式不同，例如，光速在馬克士威的

理論中唯一恆定值，但是按照伽利略變換，不同的慣性參考座標系所觀測到的光

速是不一樣的。  

那實驗觀測到的光速究竟如何呢？透過雙星的觀測、和菲左（Armand Hippolyte 

Louis Fizeau）的光速測定實驗，都證實了真空中的光速為恆定值，和座標系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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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無關，當時的物理學家提出「以太（Ether）」這個東西，認為以太是電磁波的

傳播介質，提出許多和以太相關理論，當時認為以太是絕對靜止於空間、不隨物

質而運動，只有電磁力存在這個絕對靜止的慣性參考座標系，但是，有名的邁克

生-莫立實驗否認了這件事，若以太存在並絕對靜止，那隨著地球和以太的相對

運動，朝著不同方向的光應該有不同的速度，但是並沒有觀測到這件事，Hendrik 

Antoon Lorentz 為了解釋他們的實驗結果，於 1904 年提出了勞倫茲變換，他認為

運動物體的長度會收縮，並且收縮只發生運動方向上，如果物體靜止時的長度為

Ｌ０，當它以速度ｖ以平行於長度的方向運動時，長度收縮為：L  L0 ∙ √1  (
v

c
)
2

，

勞倫茲變換如下： 

{
 
 

 
 t

′  γ ∙ (t  
 

c2
∙ x)

x′  γ ∙ (x   ∙ t)

y′  y

z′  z

, γ  
1

√1  
 2

c2

 

    而勞倫茲變換可以說是狹義相對論的數學表達及核心了。  

完整的理論架構卻是由愛因斯坦完成的，他發現以太並沒有存在的必要，問題在

於對「同時性」的定義，在他1905年6月發表於德國《物理年報》（Annalen der Physik）

的文章：《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中，以「相對性原理」、「光速不變性」為出發

點，用光速做校時方法，推導出完整的勞倫茲變換，說明了在高速下的時間膨脹

和長度收縮。  

    關於勞倫茲變換的推導有很多種，我們以下介紹 K－calculus。 

 

H. Bondi k-calculus 方法中都普勒系數 k 的合理性 

撰/ 陳毅 

 

 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中，對於慣性坐標的兩個基本假設：相對性原理以及

光速不變，所導致的勞倫茲轉換，從假設到轉換的推導的方法有許多種，其中僅

需簡單代數而著名的推導方法是由 H. Bondi 在他 1962 年出版的書 Relativity 

and Common Sense 中提出的 k-calculus 方法，其中 k 是所謂都普勒系數。A 和

B 兩位慣性的觀察者，其中 B 以等速度 v 遠離 A，如果 A 以其錶的時間間隔⊿t

發射兩次光訊號給 B，B 所接收到的時間間隔用 B 自己的錶量測為⊿t ＝k．⊿t。

疑惑是 A 的錶與 B 的錶量測的時間間隔的正比關係。Bondi 在書中對這正比關係

無詳細解釋，是透過時空圖自然而然的假設；普遍存在的解釋也是時空圖上相似

三角形的關係，而本文會透過數學推導得出此正比關係應該是來自於這個事實：

對兩不同的慣性座標系的轉換必存在線性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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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i k-calculus 

 A 和 B 是兩個慣性觀察者，B 相對於 A 作等速度運動(速度 v)。在 A 的座標

系中，以 A 自身位置為位置原點、在 A 和 B 交會時為時間原點，使 B 的運動方

向為正 x 方向，以此所建構的時空圖以及 A 和 B 在這個座標的世界線*。(如圖一) 

(*世界線：物體在時空圖中的軌跡) 

 而在 B 的座標中的時空圖(如圖二) 

 
 

 現在 A 從時間零點開始每隔固定時間 t 間隔向 B 發射光訊號，光速為 c 。

Bondi 假設 B 接受到訊號時，在 B 自己的錶上是 k．t，當中 k 是一個指和 B 的

速度相關的值，在此例中，B 為等速度運動，k 為常數。(如圖三)由於運動是相

對的，如果 B 等時間 t 發射光訊號給 A，其錶測得的時間間隔也會是 k 倍。(圖

四) 

 

 透過以上關係設計一個雷達機制，A在其時間 t，

發射一道光給 B，當 B 接收到時其錶時間為 k．t，將

光反射回給 A，A 接收到光時其錶將會是 k．(k．t) = 

k2．t。(圖五)。在這個座標系中(在 A 的觀測下)，在

光訊號抵達 B 時，所花的時間是1/2 ∙ (k2t  t)，走

的距離為 ∙ 1/2 ∙ (k2t  t)，而光從 A 到達 B，所花

時間為1/2 ∙ (k2t  t)，走的距離為c ∙ 1/2 ∙ (k2t  t)。

得到關係式：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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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t ∙ (k2  1)   ∙ t ∙ (k2  1) → k  √
c   

c   
… (1) 

 在設想另一個雷達機制，考慮 x 軸上任一點 C，由 A 於發出一道光經過 B 到

達 C，經反射後在由 C 經過 B 抵達 A(圖六)。對 A 來說(圖七)，C 的作標為(t,x)，

t1和 t2分別是 A發射光訊號以及接受到反射訊號的時間，t1和 t2用 t 和 x表示為： 

t1  t  
x

c
;      t2  t  

x

c
… (3) 

 

 同理，對 B 來說(圖八)，C 的座標為(t ,x )，t1 和 t2 就好像是 B 的發射訊號

以及接受到訊號的時間點，同樣可以用 t 和 x 表示： 

t1
′  t′  

x′

c
;      t2

′  t′  
x′

c
… (4) 

 由前面對於 A 和 B 時間的關係，t1，t2 和 t1 ，t2 的等式為 

t1
′  k ∙ t1;     t2  k ∙ t2

′ …(5) 

 將式(3)和式(4)帶到式(5)： 

{
t′  

x′

c
 k ∙ (t  

x

c
)

t′  
x′

c
 
1

k
∙ (t  

x

c
)

… (6) 

→ {
t′  

1

2
∙ [(
1

k
 k) ∙ t  (

1

k
 k) ∙ x]

x′  
c

2
∙ [(
1

k
 k) ∙ t  (

1

k
 k) ∙ x]

 

圖八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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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k
 k)  √

c   

c   
 √

c   

c   
 

2 ∙ c

√c2   2
 

2

√1  
 2

c2

; 

 (
1

k
 k)  √

c   

c   
 √

c   

c   
 

2 ∙  

√c2   2
 

 2 ∙
 
c

√1  
 2

c2

 

∴

{
  
 

  
 t′  

1

√1  
 2

c2

∙ (t  
 

c2
∙ x)

x′  
1

√1  
 2

c2

∙ (x   ∙ t)

… (7) 

 式(7)即為一維的勞倫茲轉換。透過 k 的假設，勞倫茲轉換便輕易達成。 

 

對 k 的解釋 

 我們可以期待當 A 以固定的時間間隔對 B 發出光訊號，B 可以固定的時間間

隔接收到光，反之亦然。然而 A 用其錶所判斷的時間間隔，和 B 利用其錶所觀

察的時間間隔，也會是等間距，然而並不代表 A 的間距和 B 的間距是成正比關

係。如果要從時空圖上，透過相似三角型的比例關係說明(圖九)： 

⊿OLN~⊿OMP →
OL

ON
 
OM

OP
 
ML

PN
 

 

 然而，嚴格來說，因為時空圖不是歐

式空間（Euclidean Space），圖九中 OL、OP

的長度並不代表 B 的錶所記錄的時間差大

小，在沒有定義 proper interval 之前，是無

法確定圖表長度和量測時間的關係，因此 A

的錶量測的時間差大小和 B 的錶量測存在

的正比關係存在一絲疑惑。 

 

 

 

線性轉換的解釋 

 A 的慣性座標系和 B 的慣性座標系自然存在一個線性轉換，並且 determinant 

為一。 

[
x
t
]＝ [

a b
c d

] ∙ [x′
t′
] , det ([

a b
c d

])  1… (8) 

考慮 A 在其錶 t1 和 t2 的時刻發射光訊號給 B，B 在其錶 t1 和 t2 接收到。對 A 來

圖六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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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光抵達 B 的這個事件 E1 和 E2 是可以精準預測的，假設 A 觀察其錶在 t3 和

t4 時刻兩個光訊號抵達 B， E1 和 E2 在 A 座標下的描述為 (t3, v t3))、(t4,v t4)。

若是在 B 的座標下 E1 和 E2 則為 (t1 , 0)、(t2 ,0)。(圖十) 

  

並且符合式(8)： 

 

 ∙ t3  a ∙ 0  b ∙ t1
′ ;    t3  c ∙ 0  d ∙ t1

′  

 ∙ t4  a ∙ 0  b ∙ t2
′  ;   t4  c ∙ 0  d ∙ t

′
2 

t3  d ∙ t1
′ ;  t4  d ∙ t

′
2…(9) 

b   ∙ d… (10) 

 t1、t2 和 t3、t4 的關係可透過過追及問題的計算可得： 

t3  (
c

c   
) ∙ t1 ;   t4  (

c

c   
) ∙ t2 

→ t4  t3  (
c

c   
) ∙ (t2  t1)… (11) 

把式(9)代到式(11)： 

d ∙ (t′2  t1
′ )  (

c

c   
) ∙ (t2  t1) 

(d ∙ (1  
 

c
)) ∙ (t′2  t1

′ )  (t2  t1) 

由於 d、c、v 皆為常數，(t′2  t1
′ )和(t2  t1)成正比，令d ∙ (1  

v

c
)  

1

k
，得到 Bondi

的假設關係式：(t′2  t1
′ )  k ∙ (t2  t1) 

 

 如果現在改成由 B 向 A 發送訊號，在 B 的錶時間為 ti 和 tj 發出光訊號，A

在其錶 ti 和 tj 的時刻接收到，兩個光訊號到達 A 的事件分別是 Fi 和 Fj。同樣的 B

可以預測光抵達 A 分別時在 B 的錶 tk 和 tl 的時刻。Fi 和 Fj 的在 B 的座標是(tk , -v 

tk )、(tl ,-v tl )，在 A 座標為(ti,0)和(tj,0)。(圖十一)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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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A、B 座標的關係式改變成： 

[
x′

t′
]＝ [

d  b
 c a

] ∙ [
x
t
] 

  ∙ t′k  d ∙ 0  b ∙ ti ;    t′k   c ∙ 0  a ∙ ti 

  ∙ t′l  d ∙ 0  b ∙ tj ;  t′l   c ∙ 0  a ∙ tj 

∵ b   ∙ d… (from (10)) 

∴ t′k  d ∙ ti ;    ∙ t′l  d ∙ tj…(11) 

tk 、tl  和 ti 、tj 的關係一樣式追及問題 

t′k  (
c

c   
) ∙ t′i ;   t′l  (

c

c   
) ∙ t′j 

t′l  t′k  (
c

c   
) ∙ (t′j  t′i)… (12) 

將(11)代入(12)： 

d ∙ (tj  ti)  (
c

c   
) ∙ (t′j  t

′
i) 

(d ∙ (1  
 

c
)) ∙ (tj  ti)  (t

′
j  t

′
i) →

1

k
∙ (tj  ti)  (t

′
j  t

′
i) 

即便是由 B 向 A 發送訊號，依然符合 bondi 的 k 假設：(tj  ti)  k ∙ (t
′
j  t

′
i)。 

結論 

 不論是相似三角形的解釋還是線性轉換的解釋，都是正確的。但前者似乎是

已知狹義相對論的一些重要推論去回推得到方便的正比關係，而後者解釋法僅需

相對論的兩個基本假設。透過以上推導可得知該正比關係是更自然而然的推論，

而非勞倫茲轉換推導中自洽的假設。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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