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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界必須有更多女性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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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經歷 

Q：簡述學經歷? 

A：二十年前（1987）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物理博士學位後，先後在法國巴黎第六大

學、英國劍橋、美國賓大（U. Penn）從事博士後研究。一九九零年我回到台灣，到

成功大學物理系任教，十年前(1997)升等成為正教授後，到今年夏天即將滿十年。 

 

Q：評估自己目前為止的學術成就? 

A：若真要評估自己目前為止的學術成就，大概可以用「勉強“差強人意＂」來形

容。 

 

Q：為何只是「勉強“差強人意＂」? 

A：自己可以想到的主要原因有兩個：第一個原因當然是自己對研究工作還不夠積

極。其實，不管那一種工作，若要真正有一點點成就，其背後所付出的努力都是遠

超過一般人可以想像的；許多我熟悉的學術工作者，每日花在工作上的時數都是超

過十小時以上，一年休假不會超過五十日（光算周休二日，一年就有 104 天以上的

休假日！）。和他(她)們比起來，的確是汗顏！另外一個原因是，教學的負擔對我來

說，一直都很重。我通常花非常多的時間備課，而每學期又必須教兩門課，所以準

備教學常佔去很大部分的時間。在這方面，有些同事的確在教學上較有天份，備課

也不需要如此長的時間，教個三甚至四門課都游刃有餘。 

 

Q：學術成就「勉強“差強人意＂」，是否覺得與能力有關? 

A：教學上的確有這種感覺，研究部份就沒有。過去這些年來，因為研究累積的經

驗，學術能力方面自己是感覺有些許的進步。例如覺得現在比較知道怎麼尋找與處

理物理的問題，也比較知道怎麼掌握重點，對我而言，這種東西都是要靠學習得來。 

 

好奇心是我作研究的原動力 

Q：您對做物理研究的理念是什麼？推動與支持您的信念與力量是甚麼？ 

A：對我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好奇心。我高中時，其實並不喜歡物理，但是對化

學科的量子軌域部份特別感興趣。大學時我念的是電機系，對固態物理與位能井應

用到電子學的概念特別有興趣，現在回想起來，有興趣的原因其實是因為不瞭解。

那時知道關鍵在量子力學，在大四時就去選修量子力學；研究所時希望藉由研究固

態材料系統來瞭解量子力學的理論如何應用在多電子凝態系統。也因為研究原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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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好奇心與不瞭解，在某一特定性質材料研究過一兩個系統後，就會想換不同性

質、沒接觸過的材料研究。在物理的知識領域裡面，當然也碰到很多困難與挑戰，

但至今沒有什麼挑戰或挫折讓我對物理研究失去興趣。 

 

Q：是否曾感受強烈學位與升等的壓力？ 

A：當年出國讀物理，主要是延續對物理的興趣，希望可以解答我對物理的許多疑

問。可能是個性使然，當時覺得，就是要去做。花了三年拿到博士學位，那時候其

實是在自己都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就畢業了，主要是因為英國學制的關係，所以

過程中並沒有感受太大的壓力，或是擔心博士學位拿不到。回國後，也沒有特別擔

心過升等的問題，就只是不斷繼續朝自己的研究興趣去做。 

 

家庭和工作兼顧 

有家庭的人，或許在時間的掌握上尤其覺得捉襟見肘，因為家庭會需要自己分出時

間，這是無法避免的，算是甜蜜的負擔。若家庭方面有時需要較多的付出，我選擇

在研究上放慢腳步，對我而言，家人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忙研究跟教書，其實並沒

有時間去想壓力。簡單地說，就是要做。坦白說，實踐上，我自己也是仍在努力當

中。 

 

教學與備課方式 

教學方面，我自認為不是那種會教書的老師，在課堂上我通常很少講得出一個笑話

給學生聽。教學負擔對我而言很重。平均教一個小時的書，我需要準備的時間至少

是兩、三個小時以上。以三倍來算，每週六小時的課，就要花十八小時來準備，所

以我覺得如果要兼顧研究，應該一學期教一門課是較合理的。不過也許這是因為自

己備課教書的能力比較不好? 

 

與學生教學相長 

Q：是否較喜歡單純只作研究的學術生涯 

A：雖然教書很累，但是我並不喜歡完全沒有教學、只有研究的學術生涯，我只是

不喜歡教學剝奪太多做研究的時間。實際上，在準備教學的過程裡面自己可以學到

非常多，學生問問題，有時也協助釐清一些觀念。指導學生方面，許多研究人員在

研究領域幾年後，通常是學生做，他們指導。我當然也是。但是，我總是有保留一

個我自己做的研究課題，即我自己跑程式、分析數據，學生做的是跟我不一樣的題

目。一方面，我自己仍是喜歡動手作，另一方面，這樣的話，才不會皇帝不急急死

太監，時時盯著學生要進度。同時也有一個好處，有些東西交給學生，讓他們覺得

那是他們自己的題目。 

我在找研究生的時候，目前不會特別去找女生，主要是看學生對這個領域有沒有興

趣。我現在的研究生都是男性的。對研究生，我通常會開門見山說清楚我的要求，

例如，我會要求一個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生活主要只能有三件事，就是單純的

吃飯、睡覺、研究。但是他們的作息或在研究室的時間我完全不干涉（我的研究領

域為理論計算物理方面），定期討論時進度多少其實自己心理最清楚。非常重要的

是他們對這個研究領域要有興趣，興趣是最重要的，這樣才有原動力可以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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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碰到困難時仍然可以堅持走下去。我也會先告訴學生我是蠻嚴格的老師，我是希

望他們可以看到這個領域有趣的地方。 

 

物理需要「想像力」 

Q：多年教學下來，覺得學生學習物理尤其有那方面的困難? 

A：每個人做學問的方法是不一樣的，這問題也許要問物理教育專家。教書這麼多

年，若真要我舉出例子，我想得到的,以自己的理解詮釋是，看到學生學習物理有一

個盲點，就是他們似乎不知道學物理需要一點想像力。很多資質不錯的學生，可能

他的數學還不錯，邏輯也還可以，但是許多時候和他們討論物理的時候，會發現他

們許多觀念都串不起來，或無法用已學過的觀念進一步作下一步的推論。我教學生

的時候，會覺得他們的問題是出在這裡，當然這也需要物理教育專業的人才能分辨。 

 

踏入女性工作委員會 

Q：踏入女性工作委員會的緣由 

A：一開始有同事找我參與女性工作委員會時，那時候的我並沒有辦法理解為什麼

需要成立這個委員會。因為我的成長過程中從來沒有碰過相關問題。當初選擇讀理

工，父母也都很以我為傲，我父母親完全沒有因為孩子的性別而有不同的教育態度。

後來進入成大物理系教書，也沒有覺得被孤立或被輕視；也許有，只是我神經粗所

以沒感覺。但是我進來委員會之後，聽到一些例子，像是有女學生唸到碩士，雖然

有能力也有興趣，卻決定放棄繼續攻讀博士，原因只是因為家人告訴她唸博士會嫁

不出去，這是很荒謬的事情；我後來也聽到一些年輕的女性談起她們在系上的確受

到不公平的待遇。女性工作委員會除了在精神上支持，還可以在實際上協助她們。

因為這些類例子，我開始認同女性工作委員會有成立的必要性。 

 

女性工作委員會是一個經驗交流的平台 

我對女性工作委員會有進一步的瞭解，是因為中山大學物理系蔡秀芬教授當召集人

的時候，跟我比較常有聯絡，才開始比較有概念。這幾年委員會推動許多事務，像

是在台大通過tenure clock法案，製作「物理好丰采」DVD來推廣物理教育，在這麼

短的時間裡能有這些成果，真的是很不容易。而且有女性工作委員會存在，至少能

夠提供一些補助讓我們辦活動，同時提供一個經驗交流的平台。同樣身為女性，我

們可以提供經驗談。例如，以之前的例子，我的談法並不是反過來告訴女生，唸博

士「不會」嫁不出去；而是要告訴她，是否要有一個終生伴侶是個人的選擇與機緣，

或者妳的終身伴侶如果會在乎妳是不是博士，或自信心不足夠到接受甚至欣賞妳的

成就，那這個伴侶不要也罷；當然，如果妳選擇人生的理想是在扮演好傳統女性的

角色，而那樣的角色也能滿足妳，那就另當別論。因此過去這兩三年，我從完全不

知道，到現在比較理解，確實有一些人碰到問題，所以委員會有必要存在，目前最

重要的是找出女性可能面臨的各種問題(identify the problems)。協助和解決讀物理的

女學生、年輕的同事所遇到的困難，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女性工作委員會的挑戰與展望？ 

Q：女性工作委員會的挑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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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想委員會目前面對的挑戰主要是人力的不足，因為主要的事情需要委員去推

動，但是大家都很忙。每個委員都有全職工作和家庭的負擔，能分心到這個地方來

很不容易。如果有辦法能分到更多人力進來，應該可以做更多事情。我不確定增加

委員會不會有所幫助，但是我相信，增加一位專職，或退而求其次一位兼任的助理

處理行政庶務，會非常有幫助。在經費方面，我比較不擔心，如果委員們願意付出

更多心力，就一定會找到更多的經費補助，這是我的想法。 

 

Q：身為物理界中的少許女性，你想對多數的男性說什麼？對女性同儕說什麼？對

將來的女學生說什麼？對男學生？ 

A：我想對女學生說要有自信，決不要懷疑自己。我也想呼籲男性同儕：不要懷疑，

並且支持、瞭解女性工作委員會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男性決策者：不要懷疑，請

多給點經費支持。 

 

物理界必須有更多女性參與的意義 

我希望未來的物理學界裡有更多女性的參與，目前男性物理學家優秀的百分比就只

有這麼多，但是很多有潛力的女性物理學家都沒有進來，而且女性物理方面優秀的

百分比絕對沒有比男性少，女性與男性差異較大的應該只有體力吧。如果我們真能

把在優秀百分比中的女性都吸收進來從事物理研究，好的物理學家總數就會增加，

也可以提升物理的學術品質，這就是物理界必須吸引更多女性參與的意義。 

 

另一半要能真正「尊重」你的工作 

我所思考的不只物理跟女性的關係，我覺得大家還更該關注整個觀念上的問題。聽

聞有一次台北放「愛因斯坦的太太」這部電影，大部分都是女性物理人去看，聽說

電影裡面愛因斯坦的太太遭遇很悲慘（必須 

說明我本人還未看過這部電影），放映結束後後主持人問大家，若愛因斯坦太太的

遭遇真是這樣還有人願意作愛因斯坦的太太嗎？結果很高百分比的在場女性居然說

願意，這讓我非常驚訝。大家的詮釋（猜測）是女性較有扮演幕後協助角色，成全

他人的個性；或較願意犧牲自己，成就偉人。這其實是觀念的問題，我們應該堅持

自己是一個「人」，不只是女性。妳尊重別人，別人也要尊重妳。另一半要能尊重

妳的工作，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其實不管任何女性都是這樣，他要能尊重妳這個

人、妳的工作（即使妳選擇全心照顧家務），妳的選擇。對我而言，這才是終生伴

侶的意義。現代這個社會，當兩個人都在工作，家庭生活與傳統家庭差異極大，更

是需要互相尊重。 

或許我有一些和一般傳統不一樣的觀念。我認為女性應盡量早一點交男朋友，因為

交男朋友和交一般女性朋友是很不一樣的，在交男朋友的過程中妳才知道妳要的是

什麼，在整個過程裡會碰到很多困擾，其實是瞭解自己的大好機會，瞭解自己為什

麼在這種情況下會生氣，在那種情況下會氣餒，透過這些過程瞭解自己與瞭解對方

同樣重要，這是很重要的自我成長。在決定攜手共渡一生前交往的過程，應該要仔

細感受，兩人應如平時生活般經驗各式各樣的場合，像是跟自己的家人、朋友相處，

和他的朋友、家人一起出去，這樣可以感受他在他的家人朋友、妳的家人朋友面前

怎麼對妳，然後思考妳能不能接受。這是一輩子都要碰到的，所以一定要做各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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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謹慎觀察與思考。必須說，我並不是年輕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想法，而是一路走

來的心得吧。 

 

研究專業的投入 

我是做理論的，我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電腦（computational physics），這個研究主題

對我很方便，因為我的個性不喜歡被綁在一個地方，時間的運用也可以很彈性。我

想從事理論的研究，對於必須要兼顧家庭的人是比較方便的，例如他們下午四點要

去接小孩，可以暫時丟掉手邊的工作，等到晚上小孩安頓好了，再繼續做。這樣的

方便性跟晚上要再出來到實驗室去是很不一樣的。當然這是附帶的好處，畢竟興趣

是最重要的。我是做凝態理論，用電腦模擬來做研究。但是又跟一般的電腦模擬不

同 ， 我 們 使 用 的 方 法 是 直 接 去 解 多 體 薛 丁 格 方 程 式  (Many-body 

SchrodingerEquation)。第一個特點是，這種計算完全沒有實驗數字的輸入，但是出來

的結果在定量上很多時候都可以跟實驗直接做比較，所以稱為第一原理計算

（firstprinciple calculations），或者是 ab initio calculations。我們可以透過電腦控制很

多系統的條件，這些條件在實驗上可能還沒辦法做到，所以經由這樣的計算，可以

去找出實驗結果奇特的原因，或是預測一些實驗還沒有做的部份。 

第一原理的意思是「從頭開始」，而不是做modeling。如果是做modeling，還是有一

些參數，但是這個完全沒有，所以可以去探討物理現象的源由，對很多基本的問題

提出質疑。當然在處理過程中，或許需要放入一些基礎的假設，但是除非這些基礎

假設和所研究的材料不合，否則我們還是可以對實驗結果做出預測，或深入探討特

定物理機制的來源。這樣研究的樂趣在於，和設計模型用參數作fitting 的研究相比，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現象的源由。當我們去研究某個材料特定物理性質的系統時，我

們要問怎麼去設計不同形態的系統，才可得到想要的物理量，或理解特定物理性質，

這是研究最有趣的過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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