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早期從事邏輯陣列電路的設計與測試研究，後來會從事半導體記憶體測試研究

算是相當偶然的。大約在1997年底，清大資工系的林永隆教授帶著智原科技的

副董事長石克強先生來找我。他們跟我說他們與鈺創科技盧超群董事長正在籌劃成

立一個新公司，叫做創意電子，打算從事系統晶片（SOC）設計以及電路智慧財產

（IP）的開發。這在當時的IC設計產業是一個新的營運型態，而且許多相關的技術仍

在學術界研究當中。

在此之前，我對於工業界的邀約均予以婉拒，常常連見面討論之約都會藉詞推

託，不了了之。不過林永隆教授是我在清華大學的同事兼好友，也長期合作執行國科

會的研究計畫，所以我對他極為信任，也就毫不思索地答應與他們見面討論。那是一

個天氣晴朗的午後，他們兩人來到我在清大電機系館（資訊電機館）的812研究室。

在介紹過他們成立創意電子的規劃細節以及對SOC產業的預測與願景後，他們便探詢

我參與協助創意電子的可能性。由於我對SOC產業亦有樂觀的看法，也極樂意與林永

隆教授持續合作，故雖我仍無意願參與任何公司之營運，倒表示願意協助創意電子技

術之研發，特別是測試技術。他們於是很快地幫我想了一個合作的方式，並交給我一

個任務，那就是研發出SOC內嵌式記憶體的測試方法與技術。我聽了以後老實跟他們

講我從未做過記憶體測試相關的研究。

林永隆教授想說服我，就說：「應該跟

你已經相當熟悉的陣列電路測試差不多

吧，你可以試試看。」其實我雖然沒做

過，倒也不認為那是一個困難的領域，

於是便一口答應。我心想這應該不至於

影響到我原本已經在進行當中的研究工

作，也許只要調一兩個學生過來幫忙便

可以了。整個會談進行順利，不到一個

小時便結束。我事後雖有點後悔，不過

礙於林教授的情面便只好硬著頭皮著手準

文‧圖／吳誠文

偶入桃花源

清大資工系的林永隆教授是我多年的同事兼好友，過去我們有許

多機會合作，也常一起參加會議。2002年我們一起參加在宜蘭舉

行的一個會議，這是晚宴時應主席要求一起唱歌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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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研究生人力的調配。

在1998年創意電子剛成立時員工人數只有個

位數，不過我的研究立即展開。我很快地便了解

到這不是一兩個研究生便可以解決的事。我也很

快地發現記憶體測試有許多有趣的問題尚待解

決，便決定全心投入。不到兩個月，已有4個極為

優秀的博士班學生在我指導下從事記憶體測試相

關的研究。到1998年中我已開始撰寫相關的學術

論文。我們的第一篇重要的記憶體內含自我測試

電路論文於1999年初發表於IEEE期刊。爾後人力

越投越多，到後來竟變成我研究的主要方向與學

術貢獻的主要領域，而我的學生也受益於這個與

工業界關係密切的前瞻性研究主題。

我回想我學會投下墜球也算是相當偶然的，

我剛升上小學5年級時，得到世界少棒冠軍的臺中

金龍少棒隊到臺南市來打了一場表演賽。我得知

消息，一個人從家裡花了近一個小時（年紀小，

腿短，路又不熟，可能也邊走邊玩）走到臺南市

立棒球場去看比賽。我記得觀眾擠滿了球場，我

個子小必須鑽到最前面才看得到。當時臺南市立

棒球場還相當簡陋，觀眾多的時候就會擠到球場

內，可以說是觀眾與球員打成一片。那場比賽的

細節我早已忘記，但是我還記得在一壘球員休息

區旁看到一個當時令我驚訝不已的景象。在此之

前我聽說過神秘而令人嚮往的變化球，例如曲球

和下墜球，但是從未近距離親眼看過真正會以異

於常態角度變化的球。我看到那個投手投了一個

球速極快的球。按照我自己的感覺，它應該會在

抵達捕手時大約在他的胸部高度，可是我看著它

在前進大約3分之2距離以後卻以異於尋常的角度

往下掉，到達捕手時正好落到地面；我當場目瞪

口呆。雖然3年後我學了物理學而終於知道了曲球

和下墜球的原理（白努利定律），但是它在當時

卻一面困擾我，一面極度的吸引我。在回家的路

上一面走一面揀起路旁的小石子到處擲，卻一直

無法明白如何使它變化。但是我已下了決心一定

要學會投變化球。

 不久我們學校（博愛國小）的棒球隊舉行招

募球員的測驗。我在前一年，也就是4年級時便參

加過，只因當時個子太小而沒有入選。一年後我

又長高了些，且在測驗前就和同班同學游洪林勤

加練習，結果兩人雙雙入選。可惜到6年級時游洪

林因超齡而被迫離開球隊。

進入校隊後，幾乎天天練球，沒多久便學會

了一些基本動作，可是我仍然不知道如何投變化

球。當時我發現同隊球員，包含6年級的學長，沒

有一個人真正可以投變化球。我們的教練蔡添丁

先生是學校的級任與體育老師，他教男生棒球同

這張有點像清朝留下來的照片其實是我跟我在博愛國小棒球隊的

幾個隊友在學校練球後的合照。我在後排左一，陳盈宏在後排右

一，林文堅在前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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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教女生芭蕾舞，實在令人佩服。不過他雖然要我練習當投手，卻也沒教我如何投

球，更不用說變化球了（其實他沒有打過棒球，所以不能怪他）。我早已下定決心要

學會變化球，因為我曾經親眼看過，所以我知道那是可能的。那時候唯一的一個在4年

級時就進入校隊的隊友叫陳盈宏，他那時也練投手（本來是捕手）。他爸爸曾經是棒

球選手，打過業餘成棒。他雖然在當時變化球投得不是很像，並不是我看到的金龍隊

投手投的那種具威力的變化球，可是他的確知道要怎麼投變化球（可能他爸爸有教過

他）。他教我球投出去時手腕要旋轉，讓球也旋轉。我們兩個人便互相切磋，天天一

起練變化球。後來逐漸地我練得比他勤，大概是因為我家就在學校旁邊，每天可以早

一點到校，晚一點離開的緣故。

幾個月悄悄過去。有一天早上，我一大早便拉著捕手林文堅在操場上練投。升旗

典禮前的班級集合時間快到了，其他球員早已收工回到教室（棒球隊不必參加升旗典

禮），只剩下我跟林文堅在操場的角落裡反覆練習投球。突然我投出去的球轉彎了，

林文堅跟我都欣喜莫名。為了不讓那個感覺忘記，我一個又一個球重複地投，確定我

能掌握那關鍵的讓球旋轉的感覺。我們兩個人忘情的在操場一角演出，不料我的級任

老師鐘國良先生悄悄來到我的身後。我以為他要責備我超出練球的時間，沒想到他卻

跟我講：「小孩子投這種球手會受傷，要小心一點。」他顯然對於我會投變化球也相

當訝異，不過那時候普遍認為投變化球會傷害手臂，所以他並不鼓勵我練這種球。

蔡添丁教練顯然很滿意我學會投曲球，雖然他並不知道我是怎麼學會的。我開始

傳授心得給其他幾個投手，大家慢慢的也都會投曲球了。我的手指頭比其他人長一

點，又比其他人更勤於練習，

所以後來曲球變化幅度相當

大，成為我的招牌球路之一。

半年之後，我們多了一個真正

投手出身的義務教練，我敬愛

的郭德和先生。他教我正確的

握球及上臂投法，我又因此學

會了快速上飄球。可是那個金

龍隊投手使球快速下墜的景象

依然是個困惑著我的謎，我

還是不會投下墜球。

事情的轉變是在我進入

臺南市少棒代表隊以後。大

幾年前我在清大教職員壘球隊的好友陳榮順教授拿了一本已經成為古文

物的1971年某期電視周刊給我，說他無意間在拍賣網站上看到，趕快

搶拍下來送給我，令我又感激又感動。該期電視周刊封面是我們當年全

隊的合影，我懷念的方俊靈教練站在後排最左邊，我在中排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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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我進入臺南市隊開始集訓一個禮拜之後，有

一天吃完午飯準備午睡時，方俊靈教練突然把

我單獨叫到一旁，問我會不會投下墜球。我跟他

講我不會。他就說：「應該跟你擅長投的曲球差

不多吧，你可以試著練練看。」我也只回了一句

話：「好！」簡單的對話不到一分鐘便結束。那

一天午睡我並沒有闔眼，躺在床上瞪著天花板，

想著為什麼下墜球跟曲球會差不多。並不需要很

久的時間我就想到幾個可能的方式，包括其中一

個最可行的，就是以投曲球的方式，但是調整球

出手時手腕的角度，讓球從水平轉彎變成垂直下

墜。我開始覺得興奮，更睡不著。那天下午我跟

捕手涂忠男練投時拼命練下墜球，結果不到半個

小時我就體會出技巧，可以讓球大幅度下墜。捕

手當然就吃盡苦頭，因為剛開始時控球不穩，球

常常在到達本壘板前便往地面掉，而捕手必須用

身體來擋球。我掌握訣竅以後，更把曲球與下墜

球結合，投出去的球可以從右打者肩膀的方向掉

到捕手外側的膝蓋以下。我從此靠著快速上飄球

與下墜曲球一路過關斬將，甚至在臺大棒球隊的4

年裡主要也是使用這兩種球路。

當林永隆教授說記憶體測試應該與我原已熟

悉的邏輯陣列測試差不多時，他也許並不是肯定

地認為如此，也許只是猜測罷了，而兩者實際上

差異是很大的。只是對我而言，不管差異多大，

我也是把它當成是練下墜球而已。因此當我聽到

林教授的提議時，我心裡浮現的是過去練球的

場景與方俊靈教練講的話。研究一門新的學問或

挑戰一個新的工作就如同鑽研一種新的球路，從

無知與畏懼到專精與自得，其過程是有脈絡可循

的。從11歲加入少棒隊起，這種經驗似乎一直不

斷地重複。偶入桃花源，是運氣嗎？當你看到

「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時，你敢不敢進去？

（2004.6.25初稿，2015.2.13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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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兼任系主任，2004-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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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當選 IEEE Fellow。2007 年借調至工研院主持

系統晶片科技中心（STC），2010 年將 STC 整合至資訊與通訊

研究所（ICL），並接任所長，2013 年獲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

的最高榮譽，卓越創新研究機構獎。同年獲教育部國家講座主

持人榮譽，2014 年歸建清華大學擔任副校長。

方俊靈教練是一個非常認真敬業的教練，在Williamsport第二戰

對美西之役由我主投，一度控球不穩而連續保送，出現滿壘危

機。方教練喊暫停，上來雙手輕輕搭著我的肩膀，用非常溫和的

語氣鼓勵我，讓我情緒穩定下來，接下來我用連續兩個三振化解

危機，終場11比0大勝。這是當時球迷拍下的電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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