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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

2021 年 4 月中旬，因缘际会，

我应邀对新竹阳明交通大学“百川

学士学程”大一学生做了一场两小

时的演讲。原先，本拟以“从量子

物理到知识经济的几个例子”为

题，因为我先入为主地以为学生应

大多来自理工学院。直到演讲前几

天，才获知该课程的学生以人文社

会学院的学生为主。因此，临时将

演讲题目修改为“从科学看周遭”。

之所以讲“从科学看周遭”，是

因为演讲之前不久，发生了几件严

峻的事件，或许大家记忆未泯，包

括长荣海运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搁

浅、太鲁阁号花莲出轨事故、台湾

干旱水库见底、媒体广告贩卖石墨

烯毯被，等等。其中，长赐号最终

得以脱困，乃是借助科学的知识和

技术的力量，是及时正面的例子(长

赐号得以脱困，原因之一在于救援

人员精确掌握，并精巧借助“超级

月亮”带来的涨潮时间、地点及潮

汐高低)。反之，后面三个例子，都

是负面教材。太鲁阁号意外出轨惨

剧，是因缺乏科学方法导致人谋不

臧。缺水严重时竟有官员带头祈

雨，及公司设立“超导体”海水淡

化场的违反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

谬举 (超导体目前不可能在室温运

作)。而石墨烯毯被媒体广告讲得脸

不红气不喘，俨如贩卖灵异量子水

一般的神奇。这些反面例子，都是

减缓社会迈向正常轨道的障碍，有

时更可能加剧或甚至带来天灾人祸。

演讲之后，该课程规定每位学

生需上交一份数百字的精简听讲心

得报告。在该班三十多位学生的报

告之中，有好几份非常令人惊艳，

使我数度想要写作一篇文章介绍这

些学生的见解，但始终未曾下笔。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报告很

精彩，是学生们心血的真实呈现，

如果我对他们的文字进行剪辑、浓

缩，再加以串连铺陈成另外一篇演

绎文章，难免就失去了我们认识这

些学生的心态、笔力、与见解和思

想的珍贵机会。因此，几经思考之

后，我个人认为请读者直接品读学

生的文本，既能亲切感受学生的真

性情，更能产生刮目相看的赞许，

进而对社会寄予厚望。

以下是四位(当时大一！)学生

的报告，具名或不具名，原文如

下。需补充说明的是：因演讲已是

三年前的事，报告又都经由网络上

交，我并不认识这些学生，今夏他

们都即将大学毕业。要言之，这些

报告确实都很精彩，值得读者认识

他们的性情与想法，并祝福他们在

人生轨道上发光发热。

2 学生报告之一

周琳同学：这周百川学堂邀请

到交大电物系的林志忠教授来为我

们科普一些科学相关知识，撇除掉

较高深难懂的知识层面，教授选择

和我们分享更贴近生活的物理应用

知识，包含了近日发生的天灾及人

祸、近代物理在医学上的应用、物

理学家为科学奉献的精神等。其中，

我最感兴趣的是电子显微镜的部分，

在高中时，有接触过基础的近代物

理，对电子具波动性、量子力学均

有初步的了解，而在生物课的部分

更是于高一就知道电子显微镜的存

在，但直到今天听到教授的分享，

才知道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

电子显微镜的设计背后也包含了量

子力学，通过量子隧穿等效应，让

人类可以观察到更细微的生物及物

质，间接帮助了整体医学发展，为

人类社会做出一份很大的贡献。而

除了教授分享的内容外，教授传递

的价值观也让我觉得很不错，如教

授在课堂上多次提到今天分享的东

西不是希望我们去读物理，而是要

培养我们对这个科学的感觉，有了

这些感觉即使读的不是物理，也会

对身旁发生的事情有更不一样的感

觉，以及于简报最后一页提到的，要

阅读、要有品味，在重视理工科的

阳明交大，这样的人文素养其实很

容易被忽视，感谢教授用这样一页

简报为这场优质的分享做结尾。

3 学生报告之二

赵萃同学：量子力学是一个听

上去轻巧，却对大部分人来说很巨

大的标题。大众对他的了解无非是

科幻文本领域的高科技手法，或是

漫威系列旗下的电影《蚁人》，但当

它被搬到课堂上，却会令人望而生

畏。这次百川学堂，老师对专业领

域的介绍和诠释，其实对门外汉如

我相当友善，也吸收到了一些科普

程度的物理新知。同在交大，即使

不同科系，也对大学里进行的各种

研究、发明成就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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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于科技发展和教育上，

某些比较商业导向、以营利为最终

目的观点或叙事方式，也许和在场

的某些不同领域老师、同学的价值

观有所抵触，却不会让我觉得过度

功利得不适，反而语气和煦，有种

正面积极、鼓励向上的感觉，也许

是内容满满的利他精神吧！投入大

把岁月在教学和研究科学物理领域，

稳扎阳明交大学生的根，提到的不

是自己的成就和个人光彩，而是专

注在引发大家对物理、实验的兴趣

和该领域以后的发展，对自己在做

的事一片赤诚，骄傲于自己带出来

的学生，甚至期待整个台湾产业界

的共荣。做为一个教者除了授业解

惑，这些精神之于学生，亦是社会

上可期的影响力。

4 学生报告之三：从量子物理

到知识经济

王如璇同学：这次的百川学堂

内容围绕着“低温物理”，在林教授

的课程中，一直能感受到教授对物

理的热情，而和许多老师不一样的

是，林教授在上课过程中不断地对

台下的学生强调“希望大家听完后

能对物理有感觉，而非学会物理”，

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徘徊许久，也

许从来没有在求学过程中听过老师

希望学生这样想。百川学堂总是邀

请不同领域的专家老师到课堂中讲

习，然而台下学生喜欢或是擅长的

领域亦是五花八门，总是难以在学

生喜欢、感兴趣以及老师的专业领

域间达到平衡，如我是一位对理工

完全没有概念的学生，当遇到理工

领域的专家老师在台上分享时，总

是有听但没有理解，偶尔也觉得真

的很痛苦。但这次林教授带给我的

感受却很不一样，不只是在上课期

间提醒着学生今天只需要对物理

“有感觉”，更在低温物理这个较难

以立即理解的学术领域中提出了大

量的生活应用例子，让我发现原来

低温物理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遥远。

“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就会具有

新知识”，这句话是在课堂前，网络

上拜读林教授受访的文章中读到的一

段话，不免让我联想到课堂中林教授

对低温物理的热情，毕竟教授自己也

提到这个专业在理科中算是较冷门的

科目，然而在教授的眼睛中却看的见

闪闪发光的眼神。谢谢教授为理组、

文组的学生带来如此有趣的课程！

5 学生报告之四

除了以上三份报告，第四位学

生的提问，也引人深思。原文如下：

陈培毓同学：本周的百川学堂

是以谈近代物理的角度分享一些科

学精神，身为一个人文社会学科的

学生，我们很少以理工的思维去解

析社会和事件，因此听到老师的分

享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同的体验，也

是一个新的观点。我觉得能有这样

的跨域学习是好的，最好还能有一

些双方之间的对话，但很可惜我当

时没有勇气举手响应，所以有些想

法在这里响应。

教授在分享中提到赚钱跟社会

之间的链接，我知道生产价值对于

一项专业和技术来说很重要，尤其

作为经济上的生产力，但不是每件

事情都可以如此被衡量，我想在一

些细微的解释和情感上的整理就是

无法单以经济价值衡量的，例如文

化、认同、信仰、社会悲剧等等，

也许这些现实的背后会需要仰赖经

济的支持、技术的堆栈等，但其他

无法以物质衡量的也同等重要，我

觉得所有事情都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且全部都是真实的。原本期待能听

您分享物理对社会悲剧的分析，希

望下次还有机会听您分享。

6 结论

上述学生报告中，提出一个人

文社会观点的警醒而深刻的问题：

“追求知识经济，是否显得过于现实

(功利化)？”我个人的看法是，台湾

长年来苦于代工，发展知识经济能

带来进步与荣耀，进而提升精神生

活层次(这点可参考胡适《我们对于

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我个

人心目中的“知识经济 (science-

based technology)”是指“发展知识

经济需要扎实的科学原理基础和精

湛的实验(工程)技术，而且要对知

识的深化及其前沿应用具有敬意，

以知识领先 (从而受人尊敬)为傲，

而不仅止于追求公司的最高营业

额。”例如，伴随着近代物理学的建

立，科学家发明了大众耳熟能详的

电子显微镜(利用电子的波动性和波

长)、扫描隧穿电子显微镜(利用量

子隧穿效应)，及核磁共振成像

(MRI，利用质子核磁矩和超导磁

铁)等，这些都是基于量子力学原理

的知识经济的典范。要之，落实奠

基于崭新思维与理论概念的创新知

识经济，能促进国家科技发展，提

高社会人均收入，改善民生与基础

建设。进而，可能赢得全球荣誉，

贡献人类文明(乃至获得诺贝尔奖)，

建立国民自信心。

一位不具名的同学总结说 (她

的报告使用英文撰写，以下是笔者

的翻译)：“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

都来自于那些对别人从未想过需要

质疑的事情一直充满怀疑的人，及

那些冒险踏入未知的领地，以期为

社会带来一些新鲜事物的拓荒者。

我们累积的许多新知识和新发明，

都归功于他们的奋力。”至于第四

位同学提问的“物理对社会悲剧的

分析”，则是一个更具启发性与挑

战性的深邃“大哉问”，需另外为

文剖析。最后，感谢周琳帮忙联

络，取得同学同意分享他们的心得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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