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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於民國 75年到成大機械系，迄今匆匆又過了 26個年頭。當年剛到系裡，當時的系主

任顏鴻森教授給了新進人員每位 100萬元當作「學術創業基金」，開啟了個人學術研究的先端。

在機械系，我很幸運的碰到了我的貴人—李克讓教授。李教授及師母是我們夫婦的媒人，更重

要的是他是我過去二十餘年來從事磨潤科技研究的背後推手。李教授是國內最早期從事磨潤科

技研究的先驅，除了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外，對於推動國內磨潤科技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可謂不

餘遺力，絕對稱得上是推動國內磨潤科技界的靈魂人物和學習的標竿。回憶過去二十餘年前，

他把我帶入磨潤研究團隊，當年李教授在此領域名望崇隆。因此，產業界委託的計畫每年好幾

件。由於李教授當年擔任教務長及後續之工學院長，行政業務十分繁忙。因此，執行團隊的計

畫以及指導研究生的工作就當然落在個人的身上。猶記得當年還是副教授時，一年連同國科會

計畫達到六至七件。這數目對剛初出茅蘆的我來說，幾乎一年到頭在趕期中、期末報告。個人

才駑，沒有什麼長處，唯一的優點是接受現實的考驗，努力嘗試去瞭解、喜愛並投入不熟悉的

領域。猶記得當年個人接到好幾個計畫，計畫主題看不懂，更不用說計畫的內涵和主體是什麼？

於是接到這些棘手的問題，虛心的去請教專業教授和人士，開始收集資料摸索。就這樣悶著頭

糊里糊塗的闖入了這個領域，後來這領域浸蘊了二十年，竟然成了個人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也在這領域枝繁葉茂。 

個人當年學位是以潤滑理論推導模擬為主，由於執行了這些產學計畫，迫使我著手建立磨

潤實驗設備以及資料擷取及處理技術。在當年該設備約是好幾棟房子之價格，多承李教授的多

方協助，給了很多的經費計畫支援，加上個人經費聚沙成堆的努力，使得當時國內少有的昂貴

磨潤測試機台在成大正式裝設。個人長期研究著重主題創新，兼顧學理和實驗的研發模式，也

深深的影響到個人後來二十餘年在學術研究及實務技術開發方向以及運作的策略和模式。 

由於磨潤科技具有極強的跨領域特性，舉凡機械、材料、電子、設計、製造、量測、化學、

物理以及數學幾乎無一不包。因此，這一門可堪稱系統性的科技，從事這領域的研究，在專業

領域的知識要比一般人懂得多元。較年輕時，學問有限，見識亦不深，如何著手規劃長期具系

統及多元性的研究主題，確實煞費思量並感到相當困惑。在當年，從事系統及多元複雜性的研

究，總會被人譏笑四不像，專業領域深度不夠。還好心中有了一點堅持，加上個人好奇心驅使，

這二十餘年來研究工作培養了較開闊的視野，也有機會接觸了過去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凡事能

從系統性的目標當標的，思考如何有效串接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意涵，準確的接合達成既定的成

果。個人還值得一提的小長處，就是凡任何研究課題，會事先用心的探索問題的重點以及發生

原因，進一步的去思考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哪些領域的知識或技巧，即使這些領域個人從未接觸

過或根本不熟悉。進一步的，引新領域進入此問題，以及強化此新領域的運用能力，就是研究

上很重要的考驗和歷練。個人研究從未有「專業偏執」的主觀，也就較不會陷入凡問題皆以自



己的專業角度看問題的侷限性。當個人接到問題，第一件事會思考此基本關鍵問題是哪些（極

可能非單一個）？為什麼老問題仍沒有被解決？一般人用的方法有何優缺點？自己的想法是否

具有創新和獨特性？此新方法的超越性是什麼？過去，個人常常在開車或研究中靈閃一現，於

是找了研究生喝茶喝咖啡，在輕鬆的環境下，進行可行性及執行方式的意見交流和規劃，讓研

究團隊能充分的理解此研發主題的重要性以及目標，並明瞭新方法的獨特超越性。過去的經驗

顯示，在這輕鬆氣氛下醞釀的構思，有相當高的比例均能成功，所差的只是研究生執行信心的

建立和研究態度改變所需的時間長短而已。 

二十餘年前研究的環境與設備，與現在的狀況有相當大的差異，也因此當年研究生的研究

態度和動念與現代學生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此變化也造成了指導教授在指導的方法和策略上需

要更多的投入和策略規劃。早期研究生名額較少，素質較高，求學的目標和理念高。但相對當

年的儀器設備的種類和精度以及各種資源就明顯的不若現代的多元而充足。因此，當年要求學

生做基礎學理研究，並進行實驗分析印證，大部分的學生均能欣然接受，勇於嘗試，成果均有

相當大的突破性和獨特性。這段時期的研究指導工作十分愉快，至今仍令人懷念。這些研究生

至今皆已為社會之中堅，負擔不同崗位上的重要職務。 

近十年來，由於碩博士班名額的大幅擴張，使得考進研究所的困難度已大大的降低，造成

了社會人人皆想獲得高級學位，作為進入職場位階提升的現實表徵。於是就有很大比例的人不

問自己是否真有興趣從事科技研究？是否有能力從事基礎研究？對於自己為何要唸研究所的

動念也說不清楚，甚至對自己未來在社會上的定位和角色也都毫無盤算。進了研究所，由於基

礎學理分析能力薄弱，學習的興趣和毅力亦未培育出來，加上現代設備的多樣性和專業複雜性

超過了學習能力和背景，於是現代研究生的論文最典型的形式是基礎理論的研究開發很少出

現，較大部分的研究只是找個試件進行一般常態性的觀察檢測，然後把實驗之結果就像博物館

的展覽品一樣陳列在論文中。而各種量測結果或現象缺乏原創學理的分析和解釋，各種參數之

間的連結建立起前後之因果關係的研究案例近年來亦變少了。個人為了因應這樣的研究態勢，

就學理的部分多親自操刀推演再向學生說明解釋，而實驗部分則協助學生規劃進行項目和執行

的方法，而執行所需學理和技術之詳細內容則要求學生在固定的時間報告並給予方向上精細的

指導。通常個人會在群體開會之前將個人看到的資料醞釀出新的想法，並設法要求學生嘗試融

入到研究之中。而研究生報告之資料亦會花相當時間觀察比對資料數據，歸納出現象的規則

性，並規劃出新的構想和進展。並將不同實驗數據中出現的現象，利用基礎學理去連貫起來。 

在進行這些學理與數據貫穿整合之工作時，難免在嘗試過程中會產生成功與否的疑慮。當

然選擇這種冒險，嘗試之本能和直覺需要長時間成果和經驗之累積，加上動念上需要一點狂

放。個人必須承認，前頭提到早年就從跨領域及系統性的研究訓練了看及抓問題的能力，此確

實對個人後來敢嘗試新觀點的研究「狂放」個性提供了一定程度信心建立的作用。另一個個人

感受相當深刻的是由於研究成果之詮釋方式及內容觀點難免與相關領域的主流研究會有觀點

或說法上的差距，成果初期被挑剔或不友善的評論總是會遇到的。個人的經驗是找到已刊登的

論文實驗數據，然後用自己建立的模型觀點去印證，並出示他人無法顯現的優點和現象，這番

學術纏鬥才有機會贏，更重要的是不要輕易的放棄。「逆向或不同角度思考」有的時候運用在

研究上也得到出奇不意的效果。 

個人常會思忖一件工作為何大家都努力朝相同的方向去進行仍然有不逮之處？如果現象



是正確的，個人會直覺的問自己是否把問題的因果關係搞顛倒了？最近個人在研究機械元件及

工作母機在運轉中發生的異常狀況得到了一些啟示。一個機械元件少則十幾件，多則上千件零

組件所組成，當異常現象發生時，多數人總會從自己專業熟悉的觀點去「解釋」（但沒有解決）

此現象。更多的情況是一連串的結構或設計不妥當本來就隱伏在機台之中，當運轉達到機件性

能的臨界現象時，此機台就像人得了併發症一樣，很迅速的發生劇烈的震顫，甚至造成機具的

快速損毀。當這麼多的元件一個牽動一個，平常我們較容易犯的毛病是直覺從我們較熟悉的領

域或較關注的對象當源頭去理解機台的損壞機制。但是多年來，這種現象一直是廠商花了不少

精力仍無法解決的問題。顯然過去解決的方式可能找錯了對象。最近我們從機台不同部位抓取

的振動及其他參數長時間的訊號，經過相當仔細的觀察比對，以及基本訊號透過學理的印證確

認之後，驚覺發現我們專注元件之損壞其實是果，而非成因。它是由其他附屬元件在長時間運

轉產生之溫升過高及元件微變形引發一連串的摩擦和磨損所造成。我們要問的是這一連串的現

象，那一個是問題發生之元凶？這問題發生是設計上的錯誤？還是操作條件的不當所造成？上

述的這些問題，無疑的對於廠商產品之生產和維護成本，以及產品之商譽影響極為重大。經過

縝密的分析，問題之根源其實來自球軸承之外環在溫生達到其損壞頻率時，此問題就爆發出

來。此現象掌握住，解決的方式就只要慎選不同規格的軸承避開此頻率即可，廠商就可以不用

大費周章去更改其產品的設計。類似的問題也經常在其他研究上遇到過，個人會儘量不把自己

陷入到專業的偏執中去看問題。 

從事教學及研究，近年來最大的轉變趨勢就是從過去元件的細微研究轉化到創新系統的研

發及性能提升。此種趨勢的轉變其實是順應著全球產業結構及競爭力的需求產生的。現代的國

際著名廠商都有一共同的特性：具有創新的設計和系統整合能力，讓產品之功能特性獨樹一

幟，而組件皆多數委託製造代工。這個時代的教學研究，在人才培育上以及教學研究內容上勢

必要順應這個趨勢去調整。由於每個人之專業及經驗能力相當有限，想要單獨完成大型的系統

或技術幾無可能。形成或參與大型研究團隊並嘗試進行專科及大型產學計畫是培育個人系統建

構能力和經驗的重要模式，也是學術界未來爭取校外大型計畫的最佳途徑。學術卓越本來就是

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尊奉的圭臬，但如何把學術成果成功的轉化在系統、產品、技術、環境以及

能源科技的運用，其意義和對社會之影響實比單純追求學術期刊論文量與質之意義要深遠的

多。但做為一大型計畫的主持人，其經驗和能力的培養並非一蹴可即，需要長期的參與與規劃

構思方能培養出來。個人近年來有幸參加了幾個大型的研究計畫，對於個人研究視野和組織團

隊能力之提升，顯然有很大的助益。 

「教學相長」這個成語很年輕就學過，只是當年是學生，一點都體會不到此句的真正意涵。

真實深刻體會到其精義也是近不惑之年的事。就用「因果關係」這俗套的說法，教學是「種因」，

研究是「結果」。沒有好的教學方法和內容以及熱誠，如何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和興趣？自然

就沒有高素質、高視野的學習效果。沒有這樣的人才，如何得到卓越或創新的研發成果？個人

在教學上的投入不比在研究上的少，雖然沒有獲得什麼教學優良的獎項，但學生學習意見的反

應，獲得學生多數的感激。個人多年的感觸是只要用心投入教學，學生就會留在本校研究所，

研究成果就像投桃報李，源源不息。另外一方面，研究方面得到的成果，累積多年後，對於教

學效果有很大的加分作用。根據個人經驗，一個生澀又不易想像的課如果能將過去研究的結果

或產業或社會環境之運用當例子，去印證或強化學理之論述，通常學生都會較容易將空玄的理



論轉化成真實的認知，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和興趣以及研究成果品質的提升極有幫助。當然教學

之中偶會激發一些研究的主題提供給學生當專題計畫的題材。 

近年來教學及研究上較大的感觸是具有優良學理基礎的學生，由於職場空間有限的思維，

大多唸到碩士就轉入社會或產業去工作。願意繼續專心在學術界深造發展的比例已大幅降低。

這種現象使得研究工作之深度和主題之連貫性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沒有高等優秀人力之投入行

列，即使指導者的知識累積和經驗如何豐盛和富創意也是徒然。近年來，身為研究生的指導者，

除了規劃思考研究的大方向外，有更多的時間必須用來勸說學生如何在研究上採取正確的學習

及思考的態度，以及說服學生接受並執行計畫。個人一直深信的信念是「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這種因及果的轉化需要相當長時間。很不幸的是現代的年輕人在媒體及社會功利的熏染下，求

學的目的已被高度的扭曲，更難談到有什麼人生的理想和規劃。個人早年那一個時代的人，生

活和求學環境十分艱困，能爭取到往上爬脫離現狀的機會，在年輕時就已堅定豎立在心中。現

代的年輕人則走一步算一步，對自己未來沒有憧憬，目標也較淺短模糊。在眾人皆有學歷的競

爭大環境中如何脫穎而出，也似乎拿不出自己的看法和作法。現在的研究舞台比起以前富麗精

緻的多，無奈好的戲碼卻找不到好的演員來詮釋。這大概是近幾年來個人甚至眾多學術界同仁

共同的感歎。  

個人任教二十餘年，大部分時間均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在這樣良好單純的環境之下，研

究工作幾乎是我生活中的熱愛。直到近不惑之年，當時的 高強校長及 賴明詔校長要我服務成

功大學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及奈微所兩單位，才從實驗室走出來為學校服務。在四年半期間，

幾乎大部分時間投入在這兩單位之推廣和環境及結構的改造，使得成大微奈米中心成為國內大

學微奈米研究中心中規模最大且績效最顯著的單位。個人感激這兩單位的同仁在當年的一齊打

拼，奠下了現在中心的穩固基礎。三年前接國科會工程處 蔡處長之邀約，受聘擔任機械固力

學門召集人，近三年個人投入學門各種推廣工作的時間也很多。學門成果以及學門獲得各種獎

勵及榮譽的人次近三年來有顯著的成長。除了上述職務，亦是國內數個學術學（協）會的理事，

也經常受邀各部會參加各種計畫的審查工作。整體而言，校方提供了優良研究教學的環境，個

人在此要表達至深的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