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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的無限可能 
蔡麗玲（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先說聲恭喜！2016 年 4 月，「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就邁入第 100 期了！從

創刊時的篳路藍縷，到目前的精彩可期，真的要感謝並恭喜創刊人淡江大學吳嘉

麗教授，以及接續主持人高惠春教授。為了慶祝此一盛事，電子報規劃出版「台

灣女科技人楷模專書」，我有幸受邀呈現個人特寫，讓年輕人認識。想想，我這

個「半科技人」有什麼值得讓年輕人認識的呢？或許就是我跨越了自然科學與社

會科學的界線，並試著兩者兼顧、學以致用吧？因此，我想藉此書一角，與大家

分享我的經驗，談談跨界人生的無限可能。 

人生要定目標，但目標可以轉換 

我是一個喜歡挑戰的高雄小孩。念國中時，常聽說女生理工頭腦不如男生，

不服輸的我總想用什麼方式證明女生不比男生差。當時我聽說全台灣最難考取的

科系是台大醫科，而大概只有少數北一女的女生可以考上，於是我立志負笈北上，

挑戰北區聯合招生考試，即使因此國中畢業就需遠離家鄉，也無所畏懼。結果，

我竟在攸關人生方向的第一個重大考試中，表現失常，沒有如願進入北一女，遭

受到人生重大的挫折。 

後來就讀中山女高時，我為了考取醫科，在校仍用功努力讀書，成為全校第

三類組第一名。就在此時，教育部試辦資優生保送大學計畫（應算是最早的多元

入學方案），由於在校成績優秀，幸運入選，卻因為只能選擇物理、化學、生物、

數學四個基礎科系，面臨了是否放棄學醫的抉擇。後來，我發現基礎科學充滿趣

味與挑戰，能夠就讀科學領域的女性，非常少數。於是決定接受保送，就讀清華

大學物理系。可能當初立志讀醫，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因為不服輸的個性，所以

當挑戰的目標轉換時，我也就放手，轉向一個新的領域。 

誠實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勇敢跨出去 

人生目標的轉換，有時會有意外的收穫。就讀清華大學物理系期間，深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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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工科女性作為少數族群的經驗。我雖不斷與「男理工、女人文」的刻板印象

抗爭，但也因身為女性受到一些特殊對待（包含一體兩面的優待與誤解），這些

經驗，累積成為我未來關注科技領域性別平等的資糧。物理系畢業後，繼續於清

華大學物理研究所就讀，做實驗探究雷射功能，碩士畢業後進入工業技術研究院

擔任光電工程師。 

那時正值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 90 年代，透過熟識的朋友接觸到一些批

判性思想，再加上職場同事間一些基於傳統性別角色的互動方式，開啟了我對性

別議題的好奇。身為工程師的我，有著他人羨慕的職業光環，也有將來技術投資

賺大錢的潛力，但實驗室內重複且單調的工作，也讓我開始思考，這樣的人生，

真的是我想要的嗎？為了名望與獲利，值得付出我一生的熱忱與努力嗎？ 

當我沈思時，聽到心裡一個誠實的聲音：我的人生不只要這樣。我不但喜歡

挑戰，也充滿好奇，更有一顆熱忱助人的心。當時的我，不覺得開發技術賺大錢

是人生值得追求的目標；反而因為沒有接觸過社會科學，受到當時風起雲湧社會

運動與性別議題省思的深深吸引。社會現象的不平等，勾起我的關切，令我投以

熱忱。於是，我辭掉任職不到二年的工程師工作，打算投身性別議題研究，也順

利考進清華大學社會與人類學研究所（後來分設為社會所與人類所），開始了跨

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人生旅程。 

人生要作夢，也要務實 

不過，我也是非常務實的。就在我收到社會與人類學研究所錄取通知後，又

接到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現更名改隸台灣師範大學）徵詢，問我是否願意接受

專任物理講師教職。專任，怎麼有這麼好的事從天而降呢？原來，我雖僅在該校

兼任一學期，但校長對我教學認真又有創意，印象深刻，因此我獲得了這個機會。

但我才剛被錄取唸第二個研究所啊？是否要擇其一，否則無法專心兼顧呢？煩惱

一陣後，學姐一句「你就慢慢唸吧」，讓我決定過著一邊全職教書，一邊全職當

研究生的生活。相對於其他同學，幸運的我，收入與生活已經是有保障的。意外

的是，這種「工讀」生涯，也讓我關注到物理教學中的性別議題，更開啟了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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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究科學（教育）中性別議題的專業興趣。 

這樣的我，博士學位應該唸什麼呢？當我拿到第二個碩士學位後，我思索著，

我已經不只有物理背景，也有性別研究背景，更有豐富的物理教學經驗。務實的

我，便決定「不浪費」所有我曾經走過的路，而是選擇一條可以結合我所有背景

與經歷、把跨越界線當成強項的學術專業道路。於是，「性別與科學（教育）」成

為我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研修主題，也成為我的學術專長。學成回國後，我成為

大學教授，也成為「性別與科學」領域的專家，我不只從事科學教育相關研究，

更關注性別平等議題，也與科學界保持長久的合作關係。我也因為這個少見「跨

界」的專長，有機會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委員，提供跨越性別議題與科技研究的專

業意見。我更在性別教育研究所的工作崗位上，培訓學生關注性別平等議題，鼓

勵學生參與性別運動，一起追求台灣社會的性別正義。 

人生應全力以赴，又順應變化 

我的經驗告訴我，人生能到達的境地，有時不在一開始決定的方向上。人生

的成就也不是完全靠規劃就可以實現。已經定好的人生目標，常常會遇到一些意

外，可能是受到打擊（例如考試失常），可能是獲得機會（例如專任教職），因此

必須加以調整與改變。然而，我們要因為人生前景不可預測而患得患失，躊躇不

前嗎？當然不要。相反的，既然人生變化難測，那就不需加以臆測，反而要在既

有的位置上認真努力、熱忱付出（例如雖只是兼課，也認真教學），為了目標全

力以赴（例如追求好成績、追求學業更上層樓）；當情勢轉換時，順應變化、調

整目標就是了（例如從醫學轉到物理、從物理跨到性別）。全力以赴又順應變化，

這並不是相互矛盾之詞，而是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套幾句佛教用語，就是平時

「精進」，改變時「隨緣」、必要時「放下」，調整後再「精進」。人生不怕轉換跑

道，只怕不認真。俗語說「一支草一點露」，努力求上進的人生，一定不會落空。 

人生最重要的是累積 

無論是跨界或轉換跑道，人生不同的階段中，最重要的便是「累積」。我們

在每個人生階段累積的經驗與知識，即使在轉換跑道後，仍會有意義，甚至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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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新領域中與眾不同，得以發揮與創新的根據。就如我當年決定從自然科學

跨足社會科學時，並沒想到我在物理系的經驗與體會，可以累積成後來學術專長

的基礎，也成為我在性別研究領域的個人特色。當我在思考博士研究的主題時，

就是因為看重自己過去不同階段的累積，不輕易放棄任何一個資歷，所以才選擇

了三者兼顧與融合的主題，成就自己跨界、跨領域的專長。有時，跨領域的觀點，

常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奇效。人生不怕跨界或轉換跑道，而是怕轉換時

兩手空空，沒有累積，或是看輕自己曾有的付出與經歷。 

回顧過往，我的人生目標一直在轉換，但我仍然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對社

會有幫助，對自己有意義的人生目標前進。目標可以變動，但重點是在每個人生

階段，都要全力以赴。將來年紀漸長後，過往的努力自然會為自己帶來心境、處

事、待人、及事業各方面的成就。我想，每個人在年輕時，不需要早早為自己規

劃一條 50 年後還要走的道路，而是在自己快樂且對社會有益的事業中，不斷累

積未來的資糧，當回頭凝視過往，不覺遺憾，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