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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詭異的地方，對我來說，或許就在它不總循規蹈矩地放映歷史，而是私自摘

錄和放大某些片刻。譬如畢業那年，我點著滑鼠瀏覽校友月刊，心中呢喃「不

知道未來看著是什麼心情呢」。轉眼間，又瀏覽著校友月刊，隨學長姐的文字回想

大學的模樣。

我的大學一年級不很一般。高中畢業那個暑假，班上最要好的同學們集結成一

行，抱著無敵的青春，直奔墾丁，卻在抵達的第一天遇上車禍。於是，大學的初始，

我除了光明正大的請假數周，後續幾個月，還自備著輪椅為仙女馬車，在椰林大道與

其他兩輪設施奔馳。

因著移動的難度，順理成章的，我的宅女本性獲得極好地發揮。感謝臺大的女五

宿舍，除了無障礙的身障床位，我在此遇到了兩位要好的學姊，靜瀅和姿伶。兩位學

姊除了熱心助人，也是女五宿舍各大活動的活躍份子。耳濡目染下，我也成為宿舍水

餃之夜、美化比賽、中秋節聯歡……不曾缺席的固定班底。對台北陌生的我，也因著

這樣的氣氛與環境，像在台北有了家與家人一般，安心無憂的展開大學生涯。

與此同時，在系上的課程中，我也受到新的啟蒙。在國高中的課程，接受的都

是基礎科學的內容，課本上看到的科學家，都以理論的發現者、技術的發明者居多。

到了臺大公衛，大二的導師蔡詩偉教授，讓我對學術有了另一種想像。蔡老師在上課

時，不吝於和台下學生分享他研究的理念和發想過程，像是他因著洗碗而開始探問家

居清潔劑與化學殘留物的健康風險。聽著蔡老師生動的描繪，我第一次感受到，所學

的公衛知識和生活有多麼強的連結，而應用性的科學是那樣的令人著迷，又在社會上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文‧圖／徐藝瑋

不很一般的臺大公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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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系上開設的課程，學生自主帶領的公衛營，也是大學生涯中對我影響甚多的活動。

喜歡躲在幕後的我，沒有像同學一樣做為領頭者主導籌組，或帶領國小學生團體做衛教，

只參與了家訪的環節。沒有一群人活力四射的唱唱跳跳，只有一個一個家戶敲門開啟的生

疏對談。但也在一張張客廳的竹椅和小凳上，舞台燈光不曾觸及的生命故事，娓娓被道

來。一次臨走時，獨居老伯伯碎念著「你說你是臺大的喔？那講這些沒用啦，既得利益者

怎麼能明白……」。偌大的標籤和帽子扣在頭上，但也在這樣的歷程和衝擊裡，社會、經

濟、文化因子的影響力，以及公共議題的溝通難度，成為我深刻的一課。

大學畢業前，看著公衛系其他同學穩紮穩打的朝著未來方向發展，我雖然懷抱擔憂，

但仍任性地決定專心修習個人有興趣的系外課程。這樣的肆意揮霍，也在一堂系外的遺傳

學實驗課，讓我一飽臺大的自主學習之風。這堂實驗課，主要規劃由果蠅實驗帶領學生應

用遺傳學知識。開課的第一天，助教開宗明義在黑板上，寫出實驗室空間的開放時間，接

著告訴大家，特定的果蠅性狀組合就是期末的評分機制。亦即，這整學期要完成的任務，

便是個人根據遺傳學知識，自主審視材料果蠅的性狀，自行規畫需要的交配順序和數量。

一整個學期中，學生如何安排進實驗室的時間、因應實驗中的任何錯誤（性狀辨識有誤、

產生子代不符合目標），或因著中途的意外調整研究規畫（數學機率上應培育出10隻目標

子代，但子代卻偏偏死亡），都全交由學生自行解決。在這一間實驗室，每個學生被賦予

了研究者的角色。沒有預報、結報，但為了自己的作品，無一人不是絞盡心力，傾心想著

如何應用遺傳學解決手上的問題。沒有任何規定，卻人人日出而作，日落也算著繁衍週期

匆匆出入實驗室。研究的自主性和邏輯思考之樂，我也因此有幸領略一二。

臺大生涯的最終幕，是研究所的淬鍊。跟隨著公衛院張靜文教授的指導，我和同門學

姊們上山下海，採集各地的環境微生物樣本。研究生口中的共同經歷，跑數據、做實驗、

讀文獻……在實驗室團隊合作的背景下，即便熬夜，也總有歡笑相伴。而最難忘的，是每

每與張老師討論研究時，老師格外閃亮的眼神。看著老師在讀到新公開研究時開心滿足的

笑容，我明白到：職業除了成為供給生活、貢獻社會的手段，更可以是自身快樂的重要來

源。我也立定想法，選擇職業發展，一定要是讓我同樣懷抱熱忱的領域，並期許自己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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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藝瑋 小檔案

2007-2012， 就讀於公共衛生學系與生命科系

2012-2015， 就讀於環境衛生研究所

2013-2015， 任職衛生福利部國際合作組。參與國際人道

援助、協助世界衛生大會（WHA）參與之業

務。期間，有幸訪邦交國諾魯，進行醫療衛

生援助計畫，也領略國際衛生單位之合作模

式與組織架構。閒暇之餘，也翻譯國際醫療、

人道援助新知，盼相關資訊能更加流通於臺

灣的數位媒體。

2015 年迄今， 任職臨床研究受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數

據與安全性監測。

Broad Street, London；John Snow的霍亂水泵，猶記公衛系教導流行病學時提到John Snow醫師如何使用一

張簡單的地圖，指認出此水泵是霍亂傳染的源頭，開拓了公共衛生新的一頁歷史。雖後續的研究指認出

許多方法學和邏輯的缺失，但作為公衛系的學生，可還是要去探蹤打個招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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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帶動旁人的動力。

大學的歲月瞬逝，離開了校園，空間距離遙遠，卻有了不同的角度檢視臺大生活帶

來的經歷和收獲。如果需在此階段總結些什麼，心底的那句結語，是一句感謝。無論是學

風、資源、臺大任職的教師、職員，以及同窗的同學，都惠我良多，也各擁有彌足珍貴的

意義。

在眾多校友的優異典範下，雖喟嘆自己平凡本質浪費教育資源，但學生生涯中見識的

社會文化關懷、工作熱忱、追求知識之懇切，將持續激勵著我，並作為我人生規畫和抉擇

之依歸。希望這些臺大令我喜愛的精神，我也能分享和傳遞給周遭的人。

最後，感謝張靜文老師分享這個撰稿機會，讓我有機會整理大學生活的經歷，重溫此

段珍貴回憶的溫度。 （本期專題策畫／公衛學系張靜文教授＆經濟學系謝德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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