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鮮師

父執輩世代在臺北務農，位於三重的花卉農場

曾是親友們躲避空襲的庇護所，從小拈花惹

草的李哖，就這樣以園藝系為第一志願。自嘲數學

和國文都不頂好，也缺乏大志，只好走中間路線，

不過可塑性高。高三下父親李木財病逝，她力圖振

作，1956年考上臺大園藝系。

在臺大養成領導能力
為減輕寡母負擔，她白天念書，晚上兼家教，

從而練就出專注而有效率的讀書方法。「每本書我

都從頭看到尾，不懂一定問老師，用心理解，上課

自然不會打瞌睡。不過我蠻同情學生打瞌睡，總是

有老師上課較刻板，所以我常跟學生講，『假如

你很睏，就閉起眼睛來痛快睡，因為我也是過來

人』」。

自稱是乖寶寶，沒膽翹課，不論喜歡與否。

「園藝系是應用科學，道理接近，只是作物不同，

有果樹、蔬菜、花卉，你不見得每樣都感興趣。倒

是其他科系的課必修不少，如氣象、土壤、普化、

普物、有機化學、分析化學，這些基礎科學對思考

訓練和研究能力的建立有很大幫助」。在學時並不

全然明白其中道理，只是把握時間，認真學習。

她沒有餘裕參加社團，不只沒時間也沒錢，但

選上好幾任班代表，這讓她學會如何領導，這也是

她為人師後對學生的要求：要有本事帶領學弟妹。

臺大要培養的是領導人才，她以個人經驗印證，實

驗室及社團提供了絕佳的學習機會。

大學生當研究助理在當時是風氣，大三時加入

蔣明南教授所主持的園產品處理室，當時蔣教授正

鑽研臺灣香蕉外銷問題，協助改善品管、輸出等流

程，並研發保鮮貯藏技術，重振臺蕉產業，堪稱是

推動臺灣蕉業前進的舵手。她跟著蔣教授完成大學

論文，其後更效法恩師，成為臺灣蘭業的推手。

從果樹、蔬菜到花卉
1960年大學畢業，她到新莊、弘毅二中學教書

（在這裡，認識了孫廣德，並共結連理，後服務於

臺大政治系。），一年後回鍋臺大，再任蔣教授的

文／林秀美

照片提供／李哖

蝴蝶蘭王國夢想締造者
－專訪臺大園藝系名譽教授李哖

畢生致力於推廣臺灣花卉產業的李哖教授。
攝於花卉館研究室。（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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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為體恤她負擔家計，也肯定她能力優

越，蔣教授付給她雙倍薪資1,200元。此後除了到美

國康乃爾大學深造兩年外，她再也沒離開過臺大，

她說臺大就是她的家。1967年園藝系成立研究所，

這年她轉任助教。

助教不只要帶學生實習，尚須兼辦行政與財

務，還要當接線生。「當時四號館一半是農藝系一

半是園藝系，總共只有4支電話，我在系辦等於是

接線生，有人打電話來找教授，我就到走廊上喊名

字…」。原來學生相傳李哖老師的嗓門大是這麼來

的。擔任助教，意謂著跟隨蔣教授多年的果樹研究

從此歸零，她必須另覓領域。她被「分配」做蔬

菜，首度嘗試水耕法，一年後升上講師。「當時環

境沒讓我有太大理想要做什麼，所以才能定下心

來，努力當下」。1972年獲國科會補助赴美進修，

進修項目也是蔬菜生理，中途才轉換至花卉。

1970年代的臺灣工業尚未起飛，關乎民生的農

產品仍居首要，所以蔣明南教授的果樹研究可獲得

較多經費支持，花卉則否，導致在園藝系教授花卉

的杜賡甡教授黯然求去，系方在遲遲未能覓得合適

人選下，要求在美進修的李哖改教花卉。她心想

「當時蔬菜已經有好幾個人在教，有書教總比沒書

教好，如果教得好一定很叫座。」於是立刻在康乃

爾展開自我雙修。

1974年取得碩士時，她有意繼續攻讀博士，但

先生的回覆讓她直奔臺灣。「我寫完信就後悔了！

小孩已經等了我100個禮拜，如果我沒回去，我和

小孩都會崩潰。一週後收到先生回信，他說假如你

不回來，我們要另做打算。」她二話不說，打包回

國。

臺灣蘭花產業的推手
沒有博士學位，的確讓她受到另類注目。「假

如說我有一點成績，都是被刺激的。難道不是博士

就沒辦法做一個好的研究者或教授嗎？我非常不服

氣！」為了專注於教研，家務曾僱佣代勞，直到有

一天另一半告訴她「妳看起來不像一個太太」，讓

她重新檢視自己；她並不後悔捨棄博士學位，只是

未能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衡，此後她很努力地扮

演好三種角色：白天當公務員，下班後變身為家庭

主婦，晚上9點以後才是教授。「我先生常說你們女

人爭取平等，越爭越不平等」。即使到今天，多數

婦女仍是家庭與工作兩頭燒。

透過蔣明南教授引介，她利用工研院能源所在

陽明山開發的地熱溫室成功培育蝴蝶蘭，兩年後，

即1976年，國科會委託她研究一葉蘭不開花的問

題，她抱著忐忑的心接下案子，從此走出一條路，

成為臺灣蘭花產業最重要的推手。不出幾年開始發

表相關論文，此時亟思轉型的臺糖找上門來，在她

的力荐下，臺糖於1988年設立精緻農業發展中心，

大規模投入蝴蝶蘭栽培與育種，時至今日，臺灣已

成為全球蝴蝶蘭苗最大輸出國。「這是我這一生

中最值得的事。當時我建議以蘭花為新作物（new 

crop），並採取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企業化經

營」，結果證明她的眼光獨到，蝴蝶蘭成為繼香蕉

之後，臺灣生物產業的新利基。

憑著一股不服輸的志氣，她鞭策自己，為個

1960年李哖（第二排右2）從園藝系畢業，是臺大第一屆畢業生
穿黑袍，中座者為錢思亮校長。

老學生攜家帶眷回娘家祝賀花卉館落成，視聽設備多是校友合資
捐獻。李哖教授左為孫廣德教授，從臺大政治系退休。花卉館係
撿拾舊建材興建，杜賡甡教授遷來後取名為花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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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志業也為臺灣花卉產業開疆闢土。她遍尋荷蘭、

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國論文，甚至還親赴新加坡圖書

館，結果碰壁，「我當時就立誓有一天要把新加坡

的蘭花給比下去」。現在臺灣文心蘭外銷占日本

99.8%，果真讓新加坡無立足之地。30年來，李哖教

授在蝴蝶蘭的繁殖、生育特性與產期調節，以及產

後品質（切採收後之保鮮、花朵呼吸、儲運等）等

研究數以百計，這些推動臺灣蘭業的寶貴文獻，在

2002年集結出版。不過為了保護國家產業，她鮮少在

國際場合發表蝴蝶蘭相關論文，直到千禧年才在美

國園藝年會首次以英文發表。2007年美國蘭藝協會

（A.O.S.）特地來臺頒授終身成就獎，這是亞洲人首

次獲獎；這個意外的榮譽讓她有不虛此生的感動。

回想當年建議推展蘭花產業的緣由，她說：

「植物大多不耐長途運輸，而蝴蝶蘭花於夜間行光

合作用，相對耐旱、耐黑暗，花期長且可產期調

節，欠缺的只是一套妥善栽培與販賣儲運系統；換

言之，我選擇蘭花是有學理根據的，剛開始卻不被

看好，走在前面的人永遠是寂寞的。」但她直言，

臺灣蝴蝶蘭王國的盛世已過，不僅荷蘭急起直追，

將來也會面臨中國威脅。主要原因除了天先條件不

利，如與歐洲市場距離遙遠、無法以國家申請品種

專利保護外，李哖教授認為臺灣還停留在相對的小

農栽培與人力操作，品管仍缺乏穩定性，加上行銷

能力不足，都限制了臺灣外銷市場的拓展。可喜的

是，目前蘭花業者在紐約、加州、英國和法國都已

設置據點。

Broaden your eyes
雖在康乃爾大學只待兩年，但她廣泛學習到教

學與研究方法，終生受用。「有位老教授Dr. Kelly

告訴我『不要浪費時間在修課上，你要broaden your 

eyes.』於是我旁聽了很多課。美國教授很了不起，

旁聽生也可以跟去參觀佛羅里達的花卉業；那時我

心想當了老師以後也要做到這一點，對所有學生一

視同仁。…還有一門園產品處理，老師講馬鈴薯儲

藏情形，讓學生品嘗各種馬鈴薯加工品外搭柑橘果

汁，你想這樣的課你要不要上？」回國後她也如法

泡製，指定專討的主講者要準備小點心，但這可不

表示她的課可以打混。

她帶學生像帶軍隊，要訣是一個「馴」字，

「要有一套方法讓他服你。我的課在早上8點鐘，為

老母雞帶小雞到歐洲考察，右起張育森
教授、葉德銘教授（右2）。

2007年獲國際蘭藝協會頒授終身成就
獎，意外獲獎，喜極而泣。

花卉館每年11月下旬熱鬧慶生，桌下的狗狗「龍
妹」，可是花卉館13年的守護神，已長眠於花卉館。

1976年自行在校門口種起花來，3年後獲校方重視，時任總務長的焦國模教授邀請她
為校園進行綠美化。

家中陽台綠叢裡有白頭翁築巢，拍下親鳥辛勤餵食
雛鳥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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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讓學生準時上課，隔週小考10分鐘，我就可以知

道誰沒來。假設小考7次，可擇優5次計算成績，背

學名未達70分可以補考，有人會自動來補考，有人

要請才會來。有次有個學生怎麼請就是不來，他回

我說『我不喜歡園藝，我要去念法律系』，我說你

不喜歡就不要修我的課，既然修了就要念，要不就

休學！」幾年後他寄了張卡片給她，告訴她已從法

律系畢業，對當年老師的教誨衷心表示感謝。

她對研究生都採個別輔導，每年3至7月是最忙

的時候，曾經一年內指導11名研究生同時畢業，任教

期間總計指導了126篇論文，每篇都是她用心計較，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辛苦，因為我正在收獲，確實是

教學相長」。惟在屆齡退休前兩年，她已察覺學生的

學習態度不如從前，一來是流連網路，壓縮了讀書時

間，二來是大學錄取率百分百，太多「寶貝飼料雞」

難堪造就；她認為此舉反而浪費國家教育資源，還不

如讓他們學習一技之長來得有用。

不過對於臺大園藝系的招牌，她依然信心滿

滿，尤其是花卉，人才還是供不

應求，從教學研究單位、產

業界到公務機關，乃至前進

中國做貿易，現在站在行銷第一線的也有不少是園

藝系出身。

花園城市才是終極理想
「園藝系本來就是應用科學，解決問題首要，

然後才問為什麼。我相信我對產業是有貢獻的，但

實在沒什麼發現，我只是應用所學協助解決產業問

題，還有訓練學生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這點我覺

得蠻驕傲的。」奉獻畢生為臺灣圓了蝴蝶蘭王國的

美夢，她以退休作為一個完美的結束，現在將重心

放在花園城市概念的推廣上，理由是「花卉產業占

國家GDP值很低，但對提升生活品質很重要」。其

實早在她回國第二年就在校門口蒔花種草，開大學

校園美化風氣之先，擔任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執行

長多年，也培訓了上千名志工，她笑稱近年到社區

推廣演講的鐘點數比臺大還多，可見樂在其中。 

臺大杜鵑花節構想源自李哖教授，她說校園杜鵑花開得這麼燦爛
（1996年），何不藉此開放參觀（open house），吸引好學生來
就讀。圖為烏來杜鵑。

小百科：蝴蝶蘭

蝴蝶蘭以細長花梗前彎、

花朵如展翅蝴蝶得名，有蘭花之后的美

譽。臺灣是蝴蝶蘭原生地之一，早在二

次大戰期間，即有日本人米澤先生進行

臺灣蝴蝶蘭的育種工作，民間愛好栽培

蝴蝶蘭行之有年，直到1986年，臺糖接

受臺大園藝系李哖教授建議，於1988年

起大規模投入研發，開啟企業化經營之

始。目前臺灣蝴蝶蘭業者約250家，主要

外銷美、日及荷蘭等國。2004年被政府

列為精緻農業旗艦產品之首，已成為全

球最大的種苗輸出國，對農村就業有很

大助益。圖為李哖教授自行栽培之蝴蝶

蘭，她喻之為科學與藝術的傑作。

臺大校友雙月刊／2009年9月號 55

李哖小檔案

學　　歷：臺灣大學園藝系學士（1960）

	 美國康乃爾大學蔬菜所碩士（1974）

現　　職：臺灣大學園藝系教授（1980-1993）

	 臺灣大學園藝學系名譽教授（1993-）

	 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執行長（1993-）

	 臺北綠化志工隊大隊長（1999-）

	 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理事（1999-）

	 臺北市路燈公園管理處綠美化諮詢顧問（2000-）

	 花卉種苗生物技術服務團團長（2000-）

	 中華民國造園學會監事（2001-）	

	 環保署綠化委員（2002-）

	 中國園藝學會常務理事（2003-）

得獎事蹟：1986年中國園藝學會學術獎

	 2000年優良教學教師獎

	 2002年中國園藝學會事業獎

	 10年、20年、30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專　　長：花卉學、園藝學、植物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