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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序

曾經有位賢明的人說過一段饒富意味的話：人生最困難的事有

兩件，其一是把鈔票從別人的口袋放入自己的口袋，其二是把想法從

自己的腦袋裝進別人的腦袋。這第二件事，由某種層面上來說其實正

說明了教育的不易，但也僅僅說明了一半。教學是教育工作的核心，

其困難處不僅在於老師須將多年練就的一身功力傳授給學生，時至今

日，在充滿競爭與挑戰的環境下，老師還得引導學生、啟發學生，最

終將教育現場的主動性與思考權還給學生，才能培育出具有獨立精神

的下一代。

一般人提到清華，第一個給人聯想到的印象總是：這是所學術

取向的研究型大學，教學不是她的強項。事實上，清華的老師不只會

做研究，具有如上所說富有教育熱忱、兼備教育理念和教學技巧的良

師，所在多有。為了獎勵這樣的老師，校方由民國71年開始頒發「傑

出教學獎」給在教學上具有卓越表現的教師，該獎得主係由各院學生

根據自身修課經驗公正客觀投票選出，30年來共有237人次獲獎，其中

獲得3次傑出教學獎（此為規定上限）者更有20位之多。此外，清華鼓

勵「經師亦為人師」，鑑於教育的範圍並不侷限於課堂上、教室內，

因此另於97學年度創立「傑出導師獎」，肯定對學生課業以外的生活

和人格教育上積極付出的老師們，3年來共有9位導師獲獎。

本書共計50篇文章，由65位清華人（含63位在校學生、1位博士

後研究員、1位校友）針對上述兩獎項的得獎者進行專訪，採訪對象包

含18位3次傑出教學獎得主、25位2次傑出教學獎得主，及9位傑出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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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獎得主（其中2位同時是2次傑出教學獎與傑出導師獎得主），涵括

理、工、原科、人社、生科、電資、科管、共教會等8個教學單位。50
篇專訪即是50篇人生故事，每位師鐸獎得主的人生軌跡、求學過程、

各種機緣與際遇、對教學的看法與和學生的相處模式或有不同，每位

教授的專業學科領域更是天差地別，然而支持他（她）們成為學生眼

中的好老師的關鍵卻都相差不多：做任何事情都用心付出、對任何選

擇都不要後悔，人生便沒有白走的道路，而沿途處處都會有好風景。

適逢百年校慶，學校規劃出版系列叢書，在系列叢書中，《師

鐸清華》一書對向來標舉「研究學術」及「造就人才」的清華尤其別

具意義。有句俗話說：「教學相長」，其實應用在清華的例子裡，將

之改成「教研相長」亦無錯，雖則教學與研究兩者重心略有不同：前

者重知識的傳遞，後者重知識的創新，然實則相輔相成，兩者並不互

斥，相通之處在於皆需無比的耐心、靈活轉換立場來思考的能力、對

問題所在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克服困難與容忍挫折的強韌毅力。

好的研究者亦可以同時是好的教師，優秀的知識創新者更能同時是

優秀的知識傳遞者，這樣的例子在本書裡屢見不鮮。誠如一位獲得

三次傑出教學獎教授在專訪裡所說的：「清華的學生十分聰明、熱

情，……在清華任教，如果只享受到作研究的快樂與成就感，而沒能

體會到教書的快樂與成就感，會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期勉本書之

出版能鼓勵更多教師同仁不偏廢任何一方，做個新世代全方位教師。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陳力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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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序

百年校慶專書系列之壓軸——《師鐸清華》，在所有受訪教師的

積極撥冗幫忙、寫作中心劉承慧主任與她所帶領的「大工頭」（王萬

儀博士與謝易澄博士生）、「小工頭」與諸多寫手的一起努力、以及

在清華出版社同仁的細心編排與校稿，終於趕在100年封關前與大家見

面。

《師鐸清華》是屬於清華園與所有教育工作者溫馨的「小書」。

透過學生寫手與教師的訪談，讓我們與清華園中50位充滿教育熱誠的

教師同事聊天、喝下午茶。書中的50位教師分別是獲得傑出教學獎二

次以上、以及獲得傑出導師獎的教師，也都是同學與同仁們心目中公

認的好老師。

大學教師的責任明訂為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師鐸清華》

藉由學生寫手與教師的訪談，側寫這50位於教學與輔導上表現卓越的

清華教師們，他們成長學習的背景、與在工作及生活上的態度。《師

鐸清華》也是清華教師群相速描的「小畫冊」，每篇皆具代表性又個

性鮮明。

《師鐸清華》是一本值得大家細心品嘗的小品。全書沒有道貌岸

然的尊師說教，有的是50篇娓娓道來的溫馨故事。從書中我們看到了

在人生路上全力以赴的少棒王牌投手、我們看到了幕永不落下的教育

長者。從這50篇故事中，我們看到了50位好老師、50位好典範。

如果你是清華的學生，《師鐸清華》會增加許多陪伴你的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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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友。如果你是清華的同仁，《師鐸清華》會讓你更加欣賞同事與珍

惜情誼。如果你是一般年輕學子，《師鐸清華》會讓你有許多學習的

典範。只要你關心教育，《師鐸清華》會讓你感到有許多好老師！真

好！

《師鐸清華》是一本適合大家的好書。謝謝所有為教育努力奉

獻的教師們，你們培育下一代的期許令人感動。獻上改編自敻虹 1,2的

詩句，做為此序的結語：「諸音鏗鏗然落下、你有所夢，你引領而望
1」、「你的臂彎圍一座城、學子的夢美麗而悠長2」。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長

1 敻虹 你有所夢; 2 敻虹 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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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執著的追夢人

郭彥廷、李安婷採訪／李安婷撰稿

林秀豪老師專訪

「Are you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林秀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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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2」、「所有的化學反應，在反應前和反應後質量會有一

點點差別」。一位國中男孩在偶然的場合下讀到書本上有關物理的說

明。他興趣高昂的讀著，心裡不免竄起好奇心和疑惑：「真的是這樣

嗎？」，於是男孩為了找尋其他有關的書籍，在當時只有兩家書店的

基隆開始找起。找不著，就一股傻勁地跑到臺北，從重慶南路開始找

遍化學書籍專有的書店。他蹲在書店一本一本的翻、一次一次的算，

後來終於證實當時閱讀的資料是對的。他深迷上這類已經存在著的定

律和真理，它們確確實實地在那裡，不管你相不相信、也不在乎你懂

不懂。如此簡單真誠沒有虛偽的物理世界打動了男孩，開啟男孩一段

追求物理的漫漫長路。

浪漫且純粹的執著

「我的生涯規畫其實決定蠻早的，就在國一升國二的時候。這說

起來很浪漫兼抽象，可能不是這世代可以理解的。」林老師瞇著眼笑

開了說。當年還是國中生的他，心中存著人生夢想的兩幅藍圖：一是

追尋宇宙間存在的真理、二是盡可能幫助所有的人。在這兩個宏大的

目標中，林老師依著自己的個性和興趣，幾經考慮下決定走上追尋宇

宙真理的道路。當時國中教育還未有物理課程，加上家裡並不富裕的

經濟狀況下，林老師憑著自身的熱愛和執著，時常為了某一定律或事

實，走遍各個書店或流連於圖書館中，享受單純為知識追尋、努力的

過程。

何以物理可以這樣狠狠攫住林老師，願意投注一輩子的時間來研

究和貢獻？林老師覺得物理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的純粹、不變和真實，

「簡直就像頑固老爹似地完全無視於人類歷史、科技的發展。它長這

樣就是這樣的東西，讓我很感動。雖然你無法擁有它，但可以認識、

欣賞它。」這和充滿變動、虛假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林老師覺得

自己也因為接觸如此純粹的物理世界，對世俗之事（錢財之類的）比

較不那麼重視，可以更認真的執著於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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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嚮往於純粹的執著和快樂，林老師從他的博士班指導教授身

上看到此種風範。林老師憶及在他即將從博士班畢業時，教授認真地

找他長談，拿出自己的研究一項項為他示範、叮嚀。那種感覺像是一

位小孩在沙灘裡撿拾閃亮形狀不一的貝殼，向他解說這種貝殼有多麼

棒、多麼漂亮。「我才知道這種熱情、執著不是從血緣、DNA遺傳

下來，而是藉由人和人之間一代代傳承下來，不會被人類歷史所撼動

的。而同樣我往後也會從學生身上找到此種精神，這讓我感到震撼和

感動。」林老師神情炯亮有神、語氣堅定的說：「當這樣的人是值得

驕傲的」。

自在徜徉於專業

目前林老師專業研究的範圍有二：一是量子力學有關的超導體

研究，二是希望從生物上找到量子力學所扮演的角色。訪問過程中，

林老師巧妙地用另一種生活化的語言，以社會學的角度向我們生動地

說明何謂超導現象：「要發生超導現象時，電子需要形成一堆一堆。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成一般金屬的電子有男生也有女生，他們都是單身

狀況，那是因為電子彼此間帶同性電會排斥。但超導體有趣的是每位

男生都會找到一個特定的女生，然後結婚、綁在一起。然後因為這樣

的情形，超導現象就會發生。」林老師說這樣的謎團吸引住他想要研

究和了解背後發生的原因，這是高溫超導體的機制，也被稱為「凝態

物理界的聖盃」，目前許多研究者也仍在找尋當中。林老師豪邁的

說：「我想我已經夠老，可以做一些自己在正常情況評估下做不到的

事。」

另外談到自己最喜愛的科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林老

師轉換一種帶著景仰的口吻述說。他覺得法拉第體現了很多很棒的事

情。法拉第家境貧窮，依著自己充沛的求知慾走進物理的世界；即使

成為當時有名的科學家，法拉第的物質生活仍是單純寡欲、對於科學

喜好的強烈程度仍是不減。林老師還補充：「當時已有名氣的法拉第

在一次實驗過程發現電流與電阻的關係，但後來知道早在他發現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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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科學家歐姆（Georg Simon Ohm）提出過，於是立刻把研究歸於

他，稱為歐姆定律。其實按照當時他的名氣，是可以暗中變成自己研

究的。」林老師覺得法拉第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他對自己做事的

方法有一定的自信，所以不會在乎別人是否搶了他的風頭，而且也很

鼓勵和支持後進的物理學家。林老師在敬佩和讚賞法拉第之餘，也期

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大師風範。他也鼓勵學子可以多多閱讀法拉第的

自傳，去理解這位大師的成長過程和他的不朽精神。

除了自身投入科學領域外，林老師對於目前臺灣的科學文化也

甚重視和有著自己一番見解。他覺得要讓科學文化紮根，必須先要稍

微脫離現實的角度，也要對人類的永續性有信心且熱愛。因為科學有

時候以現在這個角度沒辦法立刻有實用，對於這樣情況還能有興趣且

執著，是件不容易的事。在目前臺灣的氛圍，許多學生將學習科學視

為可以實用和帶給他生存的工具來看待，林老師打趣地說：「如果有

物理系的宣傳口號是讀完這四年，能讓你稍稍了解愛因斯坦的想法和

知識，這肯定得不到學生的青睞而倒閉，學生會想說那我以後要怎麼

辦？」林老師認為單純因為對科學有興趣而努力的學生並不是多數，

但他想鼓勵這些學生，能認識自己想要做的事是很棒而且非常不容易

的。人就只有活這麼一次，無須照著大家的想法而活，應該拿出勇

氣，好好走完自己決定的這一程。而對於林老師自己，不也正勇往直

前在自己從小就決定好的道路上走著？

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

聽過林老師的課程，許多學生都確實感受到老師那一股對物理

的熱情和對學生的期許。一起來採訪的人員（曾是老師課堂上的學

生）在採訪結束後，心滿意足地說到每次聽老師談話都很有啟發性和

收穫，的確影響他不少。其實，林老師對於教育，的確有著自己的理

念：「我一直很希望學生學到的不只是這裡面的素材，而是學到一個

面對人生的態度。我相信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是無法直接教學生的，

其實老師的工作不是在教育，是去啟發學生認識自己的才能。」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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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坦承面對一次一百多人的課程，要去啟發每個學生是有一定困

難度的。不過，他覺得至少可以給學生一點鼓勵和溫暖。每次教課，

林老師認真備課之餘，也會想想學生為何要學這些課程，所以決定要

教授的課程都是他認為身為物理系學生必須知道的，而不是只是為教

學而教學。

除了希望可以啟發學生認識自己以外，林老師也期許學生不要容

易被洗腦。有趣的是，林老師在課堂上會故意誘導一些錯誤的訊息，

讓學生自己發現錯誤或者驚覺自己容易被洗腦的危險，「每次我這樣

做的時候，看到學生認真抄筆記，都會盡量忍住不笑。其實我的用意

在於希望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因為我是老師、站在臺上而把

我神化而缺少質疑的精神。科學是challenge every single  thing！」老

師微笑的說。其實，林老師無非希望自己的學生學到的東西是一輩子

可以帶著走的，無論是做事的方法還是待人處事的態度，他都希望從

自己熱情的教學中可以多少影響學生們。

而在清華教書多年，林老師也觀察到清華學子就一般而言有某種

二軍的情結存在。「雖然在某個程度上，其實他們都是很優秀的。人

的優秀在某個程度以上是分不出來的。如果拿臺大和清華的學生來比

較，就客觀角度來看是無法界定高下的。但為什麼最後卻可以被界定

出來？其實是大部分的清華學生自己界定自己，這是很恐怖的。」林

老師發現這些學生們雖然在用功程度上不輸臺大的學生，但卻缺少批

判性思考，在課堂上太尊重老師，很少主動向老師挑戰或者質疑。他

認為或許清華學生被臺灣的教育氛圍所影響，即使覺得自己很優秀，

但仍會感受到外界現實所界定有著比他們更優秀的一群人在上面，於

是清華學生在思想上會趨於保守，也因為學生還不夠有智慧和時間去

消化和思考這樣的傷痕。林老師覺得清華大學可以多多支持和鼓勵自

己的學生們，讓他們更自信；更有質疑和提問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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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心、隨緣的人生態度

林老師在訪談的最後談到自己的做事態度是希望可以達到盡

心、隨緣。遇到一件事情，不管自己可以獲得多少利益，都會盡力

去完成它，至於盡心後成效或利益是否能達到預期，其實這是無法

自我控制的。他也說到自己常常問自己“Are you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也就是因為時常捫心自問，林老師比別人多了堅強的信念

可以安穩走在追尋物理這條道路上。為了要讓自己成為最好的版本，

他的執著並不受到利益或現實的眼光所撼動。

在訪談過程裡，林老師讓我們認識一種美，是那種鑽研於極度純

粹的深邃之中，生活卻反璞歸真的簡單雍容。他真真切切追尋少年時

的夢想而一頭栽進了物理世界，而這世界回報予他的是一個永遠充滿

挑戰，玩得津津有味的冒險遊戲。老師說：「我想我已經夠老，可以

做一些自己在正常情況評估下做不到的事。」

這難道不是展現破關決心的誓言？這個追夢人，一路走來，始終

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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