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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從新竹中學畢

業，以全校第一名獲

保送臺大物理系；其實對化學最感興

趣，卻仍將物理填在第一志願，他坦

承多少受當年物理風潮所影響。

在臺大養成自學習慣
進臺大的第一個震撼是瞭解到何

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高中時我

是全校第一名，認為自己很聰明，來

臺大後發現更多聰明人，這讓我不自

滿，也領悟到不能依恃天分，要靠努

力，這對我的成長相當重要」。

雖說是第一學府，但當時的學習環境是現在

難以想像的，只有一位老師具博士學位（即從臺

北帝國大學留任的德籍教授克洛爾先生）。師資

不足，資訊有限，許多時候得靠自修，也因此養

成自學的習慣，終生受用，當然也念了許多「閒

書」，譬如數學，「花100分

念，只有30分派上用場」，

他說多念沒什麼不好，如果

能有老師指導，學習會更有

效率。

養成自學的習慣與謙卑

的態度，是他在臺大的兩大

收穫。

也就是太專心本科，只

慕名旁聽過中文系葉家瑩老

師的課，如果重頭再來，有

些物理系的課他會考慮翹

課，只怪當時太習慣當個好

學生！可想而知，他也沒參加過社團，自嘲是典

型的書呆子，現在則極力鼓吹學生多接觸、多嘗

試，出國更好。他那一班出國率幾乎百分百。出

國可以開闊視野，是寶貴的學習經驗，甚至完全

改變生涯方向，他就是個例子。

材料科學家陳力俊院士於今年接掌清華大學。（攝影／吳智琪）

臺灣奈米先驅－
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院士專訪

在臺大舊物理館前（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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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由於資訊不發達，學生對未來方向缺乏

掌握，以致學長們競相投入快過時的高能物理，

最後大部分人被迫轉行。少數同學因有兄長先行

留美而能得知較新訊息，如早他幾年當選院士的

葉公杼博士，大學時就在念生物方面的書，畢業

後赴美鑽研生物物理有成。

到美國轉攻材料科學
除了師資闕如，早期實驗設備也缺得很，老

舊儀器精準度差，量測結果與預測值差很大，讓

學生挫折不已，也是導致大部分人走向理論物理

的原因之一。相較於學長們誤入高能物理的死

角，陳力俊的際遇可謂幸運，到美國念書之初即

轉換至材料科學；轉機在於兩位指導教授，一為

固態物理專家，一位任教於材料系。在柏克萊加

大，透過高倍數電子顯微鏡，第一次窺見放大了

數十萬倍的矽晶結構，讓他從此墜入如萬花筒般

絢麗的材料世界。

世界第一個材料系成立於1960年，最初重心

在冶金學，其後材料多元化、跨領域的特性被發

現，開始與其他學門產生聯結，到了1970年代，

冶金學與固態物理的組合成為材料科學的主體。

雖然是到了美國才認識這門科學，不過專攻固態

物理的他，在對冶金學的經典理論加以瞭解後，

很快就進入堂奧，對於有這樣的轉變說來也蠻自

然。

材料科學應用性強，多被歸在工學院，與基

礎科學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加上他缺少動手做

的經驗，不免有所謂文化衝擊，幸好理論基礎夠

扎實，倒也適應得快又好，從此在材料科學界悠

遊數十載。

「不要擠熱門」，現在他一有機會就向同學

提出如是忠告。「不要淨挑當紅炸子雞，因為你

進去後就不熱門了」，他以高能物理為鑑，搶熱

門的多，成就的少，反而是投入當時冷門的生

物物理、固態物理、材料科學、乃至計算機科學

（姚期智院士）的人，都成為該領域的世界翹

楚。「大學還在摸索階段，不必執著於某一領

域」，他強調，科技發展瞬息萬變，4年變動性很

大，打好學理基礎最重要。

回臺灣成就半導體權威
1974年取得物理學博士後，進入洛杉磯加州

大學材料系擔任研究員，1977年回臺，獲聘清華

大學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1979年升任教授迄

今。回臺之初鑽研金屬材料後轉往半導體材料，

如矽化物生成與應用、積體電路金屬薄膜材料

等，與臺灣業界包括中鋼、台鋁、台積電等建立

絕佳的產學合作默契。

在紐約市與物理系同學合照（1970）。

在加大柏克萊實驗室，首次從高倍數電子顯微鏡窺見材料世界的
奧妙（1974）。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引領他進入材料科學堂奧（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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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臺灣電子業竄升迅速，題材不缺，所以

他的研究始終走在前沿，20年來如魚得水。他說

這在歐美不常見，尤其材料科學偏應用，更須熱

門領域才爭取得到經費，臺灣因有國科會長期支

持，只要具前瞻性，研究不必跟風；對於許多人

抱怨臺灣研究環境差、經費少，他表示應該是沒

掌握到利基所致。

但為何在累積了20年成果後轉向奈米材料？

他坦言一開始很掙扎，因為「在原有領域對手都

不見了，我當然是領先的，我過得很快活，如果

換到另一個領域做新兵，又要辛苦向前追趕，當

然很躊躇。」促成他決定轉換跑道的是學長何志

明院士，他告訴陳力俊：「『研究要有未來性，

傳承也很重要，你培養的學生要能對未來學術研

究和民生應用有所貢獻。』後來各大學材料系競

相發展奈米材料領域，我的學生陸續進入臺大、

交大、央大、興大、成大等校服務，表現都很不

錯。如果我停留在舊領域，他們不會有那麼好

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轉變是健康

的」。

近年，他專注於低維奈米材料的結構、合成

與應用研究，包括：一維半導體奈米結構成長與

應用、低維奈米材料原子尺度結構及動力學研

究、矽晶及矽鍺合金奈米結構及其光電特性、奈

米線的發光特性等研究，成果卓越，2006年當選

中央研究院院士，早在1998年即獲亞洲太平洋先

進材料學術院院士桂冠、2009年再膺任發展中世

界科學院院士，獲獎無數，有美國礦冶與材料

學會Hume-Rothery獎（2008）、美國電化學學會

「電子與光子學門」獎等，幾乎同時主持國內材

料科技聯合會（創會會長1998-1999）及材料科學

學會（理事長1995-1999）、顯微鏡學會（理事長

1999-2001）、國際材料研究學會聯合會（第二

副會長1999-2001），1992至2003年主編國際期刊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達11年。在材料科

學領域，他不只是先驅、更長期深耕，深獲國內

外學界及業界敬重。

回顧個人在奈米材料的研究歷程，他謙稱自

己很幸運，回國後適逢電子業蓬勃發展，得以獲

得重大投資支持，也都能對臺灣產業發揮效應。

當然研究不會總是一帆風順，在遇到瓶頸時，他

的作法是轉個彎或尋求國際合作，尤其後者有互

補之效，他也強調教學相長，到清大所開授的頭

兩門課「固態物理」和「X光與電子顯微鏡」，

對他的研究就至關重要。

在清大引領材科居冠
清大在1972年成立材料系，是臺灣第一個材

料系，之得以拔得頭籌，係清大校務諮詢委員、

在清大服務逾30年。圖為與訪客及學生合照（2005）。

與歷屆指導學生在研究室歡聚（2006）。

台大校友72期.indd   22 2010/10/30   上午 10:35:02



臺大校友雙月刊／2010年11月號 23

校友專訪/教育家系列

時任美國康乃爾大學工學院院長的遠見，從時間

點來看，臺灣起步不算晚，不過師資是問題。

198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加上電子業興盛，大大

刺激材料科學發展，到後期，一個教職已有2、3

百人提出申請。清大材料系在成立同時設置碩士

班，1981年增設博士班，1985年第一批博士投入

職場，1997年增加大學部第二班。「過去廠商用

人要看成績，現在不論學士、碩博士通吃，清大

畢業成了就業保障，而且擴大至12所大學的材料

系，可見人才之供不應求」。

陳校長表示，據3年前統計，臺灣現有大學

與材料相關系所多達52個，已躍為熱門科系。至

於臺灣在材料科學領域所挹注的研究資源，曾任

國科會副主委（2008-2010）的他表示，個人研究

被歸類在工程處的微電子工程項下，其他如高分

子、金屬陶瓷等項下也都有相關計畫，可見材料

科學之枝繁葉茂，而各大學材料系系名多為「材

料科學與工程」，表示材料學可基礎、可應用，

其跨領域特性廣泛伸入電子、資訊、通訊、航

太、機械及光電產業，而有「工業之母」之稱。

看來材料科學發展榮景無限，不過，初回國

在清大任教的待遇只有在美博士後研究的1/4。
臺灣的大學教師待遇較低一直為人詬病，尤其近

幾年更被視為影響大學邁頂的“桎梏＂之一，而

他回國是為了照顧年邁的姨媽，對薪水多寡不以

為意，甚至覺得臺灣有薪水迷思：「有一回，我

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交換意見，發現兩校總經

費、師生比差不多，差別在於他們將7成經費用在

人事，我們只有2成，而將那5成用來買設備，所

以我們的研究比人強。從絕對數字來看，我們的

教授待遇差，不過相對地，臺灣的生活花費也比

香港低許多。當然現在的薪資還有調整空間，現

已確定實施的彈性薪資方案，對表現傑出的教授

給予較高待遇，是比較合理的作法」。

任校長打造一流清華
受到同仁支持，2010年2月出任清大校長，

他提出打造清華為一流大學的四大願景：人文薈

萃的學術殿堂、博雅與專業人才的培育場域、創

新科技的發展重鎮，以及多元進步社會的推動基

地，上任首要為推動與新竹教育大學的合校。他

認為一流大學應廣納各種不同領域，相互激盪新

意，清大過去側重理工，1984年成立人社院，其

後相繼成立生命科學院、科技管理學院，現有七

學院一共教會，30%教師在人文社會科技管理及

通識教育，未來擬增設藝術學院、教育學院，力

求領域更完整、更多元。就規模來看，清大現有

教師員額不到700人（臺大3倍於此），合校可增

加至一千人，他重申，兩校過去發展重點不同，

合校之初陣痛難免，然長遠來看絕對是雙贏。

其次，清大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是臺灣高科

技研究機構聚落所在，產值逾兩兆，占地利之

便，故地方一直有營造大新竹文化科學城的構

想，惟未具體落實。倒是教育部「五年五百億」

引領清大均衡發展，是他接任清大校長的理念之一。圖為與榮獲
清華書卷獎學生合照（2010）。

清大近年特別加強人文社會領域之發展。圖為邀請國際化與語言
學大師Noam Chomsky演講（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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