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學畢業至今已近四十年，回首這些年

來的經歷，許多成長的養分多來自於

大學階段的滋養，雖然在當時多半不知道這

些學習經驗，一生中何時會用到，或是以何

種形式用到，但事實證明，凡走過必留下痕

跡，這些經驗對我後來的成長與發展有著十

分深遠的影響。

我出生於基隆，幼年遷居台北，高中就

讀建國中學，1982年進入母校農業機械工程學

系就讀。在那個聯考的時代，是先填志願再

考試，所以在選填的時候，很少有人可以明確

知道未來會被分發到哪一個系就讀，多是以

個人的興趣和「感覺」，以及前一年度的各

系最低錄取分數排名來篩選劃卡。考試難免

失常，我的數學分數未達高標，直接被許多

設有數學高標的理工科學系跳過，就誤打誤

撞進入了農機系，也是母系成立的第二屆。

農機系隸屬於農學院，聯考歸在甲組，

可說是農學院的機械系，以機械工程為專

業，農業為應用領域。以現在跨領域的概念

來看，這就是早期跨領域的學系。的確，在

農機系的學習歷程中，我們同時需要學習機

械工程與農業相關的知識，兩種屬性不同的

領域知識一起學習十分有趣。例如，我們要

修幾乎所有機械工程的基礎科目（如工廠實

習），也要修農業概論與農場實習。記憶中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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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實習的課裡，有好幾個實習項目，包含

園藝及食品加工。我還記得當時園藝是分組

種植菊花，需要經常施肥與澆水，但由於組

員間沒有協調好，重複施肥，以致於後來菊

花都因營養過剩而死。在食品加工的實習項

目上，我們學習如何從原料開始製作牛奶冰

棒，那是一次十分難忘的冰棒DIY經驗，過

程中助教對我們一直很不放心，動手機會有

限，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這些冰棒最後會被送

到小福利社上架販賣，是不能出差錯的，但

還是很開心能吃到自己親手做的免費冰棒。

農機系的課程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重，

包含機械工程必要的基礎理論課程，如工程

數學、機構學、靜力學及動力學等外，還有

許多實務導向的實習課程，例如機械製圖、

1982年於普通教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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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實習、農機實習等。其中，農機實習主

要學習如何操作及維修各種常見的農業機

械，包含輪子跟人一樣高的曳引機、搬運車

或耕耘機等。實習的內容如拆解設備、瞭解

結構及原理、保養後還原裝回、並確保設備

還是可以運作。有趣的是，經常在千辛萬苦

裝回去以後，才發現怎麼還有剩餘的零件，

此時就是試驗人心的時候了，是要重新拆解

裝回去或是裝作不知道？幾屆以後，老師助

教們就不再敢用可以運作的機器讓我們實習

了。另一門有趣的課是工廠實習，學習的項

目包含木工、鐵工、電工、焊工等等，都是

動手做的功課，可以做各式各樣物品，有人

作書架，也有人作匕首。我在畢業當完兵以

後，回到系上擔任一年助教，除了管理圖書

室，也負責教授工廠實習的木工項目，現在

遇到木工師傅，還是會肅然起敬。雖然後來

沒有做黑手的工作，但這些經驗不論在當兵

期間學習與戰車相處，或是在現今創客年代

重新體會創客精神，都給了我自信以及與別

人不同的發展基礎。大四那年，在劉昆陽老

師的指導下，與同學一起選修農機專題，當

時的任務多是協助研究計畫的雜項工作，但

有一次與老師及同學們出差到南投水里鄉進

行機械採梅的實驗，至今仍令我難忘，因為

對於都市長大的我而言，這是第一次到農村

偏鄉居住，也是第一次體認到所學對農民的

意義。

機械對我而言十分有趣，所以我在準

備唸研究所時，剛開始也是以機械工程做為

唯一的申請標的，並順利進入到美國史丹福

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就讀，修習機器人學及

自動控制。但是命運弄人，後來轉了一個

彎，轉向資訊科學發展。這個彎的因緣說來

話長。我從大一開始就有機會修習計算機程

式設計課程，但當時還是以卡片打洞的方式

輸入程式碼。由於程序太過耗時，常常需要

在計中熬夜打卡及等待報表，所以沒有激起

我很大的興趣。所幸在大二的時候，個人電

腦逐漸普及，我開始有機會透過修習系上方

瑋老師的「微電腦處理」課程，學習在個人

電腦上設計遊戲類的小程式，並開始對電腦

產生興趣，也影響了我在剛畢業的暑假參加

電機系所開設的電腦訓練班，學習C語言與

1984拍攝於農機實習課

1984年暑假七美漁服隊全體隊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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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所學雖只是皮毛，但引導我進入這

個專業，奠定了我後來將程式設計技能應用

在許多專業上的基礎，並成為我在美國留學

第一年取得第一個研究助理獎學金的關鍵。

後來由於在找指導教授上不是很順利，為了

就業做準備，申請在資訊科學系（Computer 

Science）碩士班繼續就讀，才正式踏上了資

訊科學的這條路。

大學三門必修課：專業、社團與愛情，

似乎未曾改變。在臺大四年，除了學習專業

知識，另兩門課我也修足修滿。特別是社

團，幾乎佔去了我課堂外的大部分時間。大

一時，我參加了三個社團： 社、攝影

社、吉他社。吉他是我高中就開始培養的興

趣，所以大一參加吉他社是很自然的選擇，

雖然參加的時間沒有很久，但我常開玩笑對

外宣稱我曾與周華健同台演出，原因是我們

大一時曾經一起參加吉他社舉辦的民謠吉他

比賽，他當時尚未出道，在我前面出場，我

一聽之後就開始後悔報名參加，最後還是厚

臉皮唱完，也結束了我不切實際的夢想追

尋。攝影是我進大學後想培養的另一個興

趣，在那個有暗房的時代，能沖洗自己拍攝

的黑白照片，真是酷到不行，但口袋也需要

有些深度，與現在毫無限制隨手可拍的情境

比較，真有天壤之別。這三個社團中，我投

入最多時間與心力的是俗稱八魚社的

社。這是由一群對魚及水感興趣的學生所組

成，透過戶外活動的舉辦接近水，到處釣

魚，學習養魚，也玩帆船。我們週間每天中

午都會在普十三教室聚會，聊天打屁吃便

魚味十足的魚服隊服

1986年與農機系同學拍攝於畢業典禮

1986年與䲜䲜社員及家人攝於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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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吹噓哪次沒釣起來的魚有多大。在

社，我有幸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

起到溪邊、海邊、池塘邊釣魚。 社不

是一個大社團，靠著共同的興趣及打屁的功

夫，將社員凝聚在一起，幹部中更是人才輩

出，有人會鑽木取火、野外求生，也有人會

土木工程，一起動手搭建學生活動中心

池的濾水工程，令人萬分佩服。另外，很有

趣的是在 社由於曾經有學長追求學妹

不成而將學妹嚇跑，因此我們曾訂過一個社

規，不准幹部追求女社員。規定雖是如此，

但我發現後來前後屆的社員修成正果結為

連理的不下六對，也包含我自己，可見這個

社團聯誼的功能有多強。 社的各項活

動中，七美漁村服務隊（後來獨立成為一個

服務性社團）是我大一開始就參加的活動，

大學期間共到過七美三次。這個活動讓我愛

上漁村的純樸，有機會學習如何與人合作，

認識與幫助不同社會背景的人，但服務過程

與其說是服務了民眾或學童，不如說是在被

照顧的過程中學習自我成長，而這份偏鄉情

誼，我感念至今，也深深影響了我後來參與

的偏鄉教育方案。

在給政大新生的歡迎詞裡，我曾提到大

學生活像是一個記憶雕刻機，付出越多，刻

畫越深，當時的想法就是想起我在臺大四年

的學習經驗有感而發。我也期盼所有的臺大

學弟妹或政大的同學，能與我一樣幸運，擁

有一個豐沃、自由與包容的學習環境，能夠

多元探索、盡情體驗，把握在校園裡最精華

且純粹的青春時光，經歷一場精采萬分的學

習之旅。無論作為學長、師長，我都樂見且

會盡力打造這樣的樂土讓教育的良善循環持

續下去。

2015年䲜䲜社老骨頭攝於活動中心䲜䲜池旁

李蔡彥 小檔案

臺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系畢，後赴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資訊科學系碩

士、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研究專長為機器人學、

電腦動畫、人工智慧和互動式敘事等。曾任國立政治大學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資訊科學系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主任秘書、創新與創造

力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等職，現兼任中華資

訊與科技教育學會榮譽理事長。曾協助教育部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國中小

數位校園計畫、大學程式設計計畫，並主持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計

畫等人才培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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