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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這位吳教授以前是少棒國手。」

「我們吳所長以前是少棒國手呢。」

雖然是上個世紀的事了，我的同事或朋友還是常常用這樣子的語言向別人介紹

我。

「真的啊？那你是投手還是打擊手？」

有時候就會聽到不看棒球的人這樣似乎充滿誠意的回應，我雖然內心深處有點

小小的像被針扎到的刺痛的感覺，但也總還是要擠出一點笑容掩飾受傷的心靈，充

滿耐心的回答：「我很厲害的，我不但當投手，也同時是打擊手呢。」

 我當然沒有騙他，但是我得在他臉上露出的一串問號中解釋，在棒球比賽中其

實是同一批人要輪流負責攻擊與防守，「只不過依不同聯盟的規則，投手是可能會

有指定代打的。」

當然會這樣問的人通常也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因為答案對他

而言意義不大，畢竟他不看棒球，他對我的答案是投手或是打擊手

也不會有不同的感覺，他只不過是禮貌性的問一下而已。但是畢竟

這是骨子裡有棒球基因的臺灣，因此也常常會有類似這樣的反應：

「真的啊？我們那時候半夜都會起來看你們打球。你是那一年

的？你守那個位置？有拿冠軍嗎？」

如果是這樣反應的話，那接下去的發展就會完全不一樣，因為

他看棒球，他對棒球有興趣，所以我們話就比較投機了。最令人興

奮的是偶爾會碰到真正球迷級的人物，他的反應就更有水準了：

「啊！你是吳誠文對不對？背號11號！你是博愛國小的！」

他當然記得我們隊上的王牌投手許金木，他甚至記得在威廉波

特那場冠軍賽的細節，譬如說第一局就落後3分；他記得美北隊捕

手漏接，是我從三壘衝回本壘滑壘得分，並且把補位的投手麥克林

登絆倒；他記得大個子麥克林登跟捕手哭成一團；他記得許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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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備位置

偶爾會碰到真正球迷級的人物，例如我的同
事，電光所詹益仁所長，他甚至記得我第二場
對美西隊擔任投手時的細節，反而我自己都要
靠照片才能回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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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第四棒而我打第九棒。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記得我的守備位置，投手（準決賽）

與游擊手（決賽），就像是他認得我身上的標籤似的。如果是在學術界，那他大概

會說：「啊！你是吳誠文對不對？你是作IC測試的！」IC測試就像是我的守備位

置，是我的標籤。

我們校友學長姐們每個人一生中都要面對許多重大的決定，例如進中學選組、

考大學選校系、進研究所選指導教授、做研究選題目、就業選公司、交友選對象、

創業選夥伴、投資選標的、孟母三遷選鄰里、想當立委的選戶籍地、想當大官的選

派系、自由球員選球隊等，像這些都是困難又常常是人生逃避不了的選擇題，是決

定我們守備位置的一些選擇題。麻煩的是，這些重要的事決定了以後，我們一路上

往往無法評斷當初的選擇是對或錯，只能從結果成功與否的自我認定來做結論，自

我陶醉或自我安慰。事實上一生只能走一次，時間無法倒流，所以即使有機會讓你

重來，再選一次，時間點、自身狀態以及人事物等外在環境條件也已不同，無從比

較起，所以一開始慎選位置是很重要的。無奈的是，有時

這些影響自己一生的重大決定卻是別人幫忙作的（特別是

在我們年少時），或者受環境所迫而不得不作的。

我最常被問的一個問題是當年為何毅然離開球場，選

擇一般人走的升學的路。這個問題我可能回答過幾百次了

吧！但是奇怪的是，雖然也常常有人問我打棒球時守那個

位置，這輩子卻不記得有人問過我當年進棒球隊時是如何

選擇守備位置的，畢竟大家可能無法體會這個選擇的關鍵

性，它竟然左右了我的一生。我後來能通過重重的考驗進

入國家代表隊主要是因為投球的表現，所以當我升上小學

五年級剛開始打球時，如果不是當年學校的教練蔡添丁老

師要我練習當投手，以及義務教練郭德和先生指導我投球

技巧的話，後來成為國手的機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因為

我的打擊表現並不像投球那麼突出。而如果沒有加入巨人

少棒隊，後來便不會與其他隊友一起進入離我家五六公里

外的金城國中（吳母可不想三遷，幸好她只要遷我的戶籍

就可以了），受教於影響我一輩子的林壽宏老師，國三時

我在《大眾日報》主辦的大眾盃創下單場15次三振的記
錄，得到最佳投手獎。記者幫我拍照時，教練蔡添丁老
師就雙手抱胸站在我的左後方。這是我第一次，可能也
是臺南市博愛過小棒球隊第一次受到媒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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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小檔案

吳誠文，1971年巨人隊少棒國手，為國家捧回世界少棒冠軍盃。臺南一中畢業後，考進

臺大電機系，1981年從臺大電機系畢業，1984年負笈美國深造，1987年取得美國加州大

學聖塔芭芭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博士。學成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系，2000-2003

兼任系主任，2004-2007擔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鑽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和半導

體記憶體測試，卓然有成，2004當選IEEE Fellow。2007年借調至工研院主持系統晶片科

技中心，規劃推動3D-IC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工作與產業推廣。2010年將系統晶片科技

中心整合至資訊與通訊研究所，並接任該所所長，要協助臺灣建立自有品牌，與國際大

廠競逐天下。

在課堂上幫我創造了另一個守備位置，那今天的我會是什麼樣的我呢？我想八成還

在棒球界發展，可能好（也許已經是名教練了吧），也可能不好（也許不小心惹上

職棒簽賭的問題呢），當然好不好我永遠也不會知道，因為終究沒有走上那條路。

在棒球隊裡講守備位置確實指的是你的專長，是你長期專研練習以後做得比別

人好的工作，因此教練要你負責這項工作。當然一個球員剛開始進入一支球隊是可

以嚐試幾個不同的守備位置，從經驗、天分、努力學習、良性競爭以及勤奮執著中

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被教練與隊友肯定，進而建立信心並獲得成就感，守備

位置便會慢慢固定下來。我小時候的守備位置除了投手外也練游擊手，進了臺大棒

球隊還是守這兩個位置，因為守這兩個位置需要的技能我都有基礎了，也就比較有

競爭力。

廣泛地講，位置實在是一門複雜的學問。東西擺的位置恰不恰當已經常常讓我

們傷腦筋了，更不用談人擺的位置，那恐怕是管理上最困難的課題之一吧。人當然

應該要擺在對的位置，讓他能發揮專長，展現能力，讓團隊力量更加強大；若是給

他不對的位置，不但曝露弱點，難有成效，在團隊裡也會造成內耗，彼此抵消力

量。所以，就像其他的組織一樣，在職棒球隊裡教練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把人擺在

對的位置。這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困難，因為一般人常常礙於私情與恩怨，喜歡計

算個人利害得失，往往適得其反。其實只要客觀的，用心去體會與執行，不管是規

劃自己的位置（球員）或擺別人的位置（教練），盡量讓每個人彰顯他的長處，掩

蓋他的缺點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