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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新天地

吳明忠教授專訪

因緣際會遇上有機化學 

 當年聯考是先填志願再進⾏考試，當時吳明忠教授都是填⼯學

院的科系，因家⼈推薦下填選了台⼤、清華的物理和化學科

系，但因為學⽣時期的他很愛玩，認為應該考不上，但還是選

擇試試看。成績揭曉後，就進了清華化學系就讀。因此並非⼀

開始就有興趣，⽽是後來漸漸發現化學的樂趣，進⽽愛上了化學。他認為在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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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可以找到這個領域有趣的地⽅。反觀現在的教育，是先讓學⽣摸索⾃⼰的

興趣再選擇科系，但當時的明忠教授完全不知道⽅向，⼤都是看聯考成績的落點⽽

選擇學校科系。 

    明忠教授⼤學時很喜歡運動，並不是很看重分數，因此總在考試前才複習。⼤⼆

時，因為讀有機化學較得⼼應⼿，能在短時間理解其中的原理，並且得到不錯的成
績，就漸漸產⽣了興趣。 

遨遊在有機世界 

    明忠教授在⼤學時期是做天然物的分離研究，⽽天然物的分離就與有機化合物脫

離不了關係。那時他認為做天然物的分離有些無趣，因此就下定決⼼，如果出國就
要讀合成相關的知識。當時做天然物的全合成算是顯學，且在有機這個領域中是個
重要的⼀環，所以他在出國時就專⾨找做天然物全合成的老師，之後的博⼠後也是
選擇做合成研究。 

    回台之前他到⼀家藥廠⼯作，他被分配到合成的部⾨，與藥化的部⾨是有些相近

的，因為當藥化部⾨找到⼀個有潛⼒的化合物時，會把化合物的結
構送到合成部⾨去開發它的合成⽅法或量產的⽅式，因此在過程中

會與藥化部⾨有⼀些交流。進到⾼醫任教後，最重要的就是
做抗癌藥物的研究。也因為⾼醫是醫學院出⾝，所以會有很
多做⽣物活性的老師，因此就把開發抗癌藥物作為其中⼀項
研究。 

    ⽬前，明忠教授的團隊想設計比較特別的化合物，例如設

計⼀些有機化合物透過⾃我組裝或跟⾦屬結合，可以將它變
成線性或是⼀個平⾯兩度空間的結構。⽽他的團隊是想設計
三度空間的化合物。如果將三度空間的化合物組裝起來，會
呈現⼀個鑽⽯型化合物，因此現在比較挑戰的就是合成具三
度空間，且是對稱的有機化合物，並希望透過上述的概念可以做成鑽⽯型的孔洞化
合物，⽽這對有機合成來說是⼀個新的挑戰。 

因為討厭所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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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忠教授學⽣時期最討厭的兩種⼈，⼀是訓導長，當時是威權時代，限制
多，訓導處常常管學⽣的⾏為，因此讓⼈⽣厭。另⼀個是教授，因為有些老
師的⾔辭和計算分數的⽅式沒有誠信，讓那時的他們對老師的⾔⾏相當不以
為然，因此讓他對老師這個職位相當不以為然。 

    當初明忠教授出國就是想逃離台灣，因為當時台灣的經濟不是很好，且那

時思維都是較威權的時代。後來回來也是因為台灣的改變，研究環境改變
了，學校也可以做研究了，因⽽吸引了許多留學⽣回台。回台後就到⾼醫當
老師了，⽽在⾼醫當老師的期間也當了六年的學務長，所以以前最討厭的兩
個⾓⾊剛好都當到了。因此，當他扮演這些⾓⾊時，他會想到過去⾃⼰討厭
的那些⼈的樣⼦，期待⾃⼰不會重導覆轍，⾃⼰就會學習改變，。 

    他的教學理念是「想辦法把知道的都教給學⽣。」要知道學⽣學習可能會

有困難的地⽅，然⽽明忠教授會⽤他過去學習的經驗加上他⾃⼰整理的筆
記，希望透過這樣的教學讓學⽣能清楚了解這⼀⾨課。最後當然是要跟學⽣
保持好的互動，隨時掌握學⽣學習的狀況來調整教學的⽅式與進度。 

不同⽂化、不同地體驗 

明忠教授留學是在美國南部的⼀所⼤學，那時有許多學⽣和老師都抽菸，所
以指導教授沒有禁⽌學⽣在實驗室裡抽菸，當然這件事在現在是絕對不允許
的。有⼀次往垃圾桶打菸蒂，結果就整個燒起來，因為垃圾桶有沾滿丙酮的
衛⽣紙，然後就跟老師報告：「差點把你的實驗室燒掉」。可是老師很淡
定，然後就開始侃侃⽽談他們學⽣時代的故事，他以前做實驗的時候也都邊
抽菸邊做實驗。 美國聖誕節時，因為明忠教授是留學⽣所以沒地⽅去，那天

早上他就去實驗室，想當然連⼀個⼈也沒有。走出實驗室的時候遇到⼀位美
國老⼈，他說：「你應該是我出來散步遇到的第⼀個⼈」。⾔外之意就是明
忠教授很認真。台灣與美國的氣氛不太⼀樣。台灣的⼤學⽣，應該比較不知
道⾃⼰的⽬標，主要就是把學分修⾜，⽽在美國是決定⾃⼰想走哪條路、研
究的⽬標，然後在那個領域把實驗做好 

讀有機化學的領悟 

有機是化學領域裡整理的最有系統的。在讀的時候，要先了解那些鍵結，電
荷密度，造成它結構的改變，這樣才會知道它為什麼會起這個反應。說起複
習有機這⾨課的看法，明忠教授建議⼀定要拿紙動筆寫。因為⼿有在寫的時
候腦筋才會動，這樣邊讀邊記憶才不會很容易就忘記。有機最困難的就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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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沒辦法⼀下⼦就全部記起來。常常考試⼀考，覺得似曾相似，可是
不知道怎麼去回答。但如果平常就有
系統地去讀、去寫，就沒有問題。 

    ⼈⽣就不是單⼀⽅⾯的。在研究⼯

作如果要發掘有興趣的實驗領域，就
要積極的參與⼀些研究和實驗室。⼯

作反⽽是個現實的問題，薪⽔哪裡⾼往哪裡跑。當然最重要是對那個⼯作環
境感到興趣。舉例說那些電⼦產業收入好，但是他⼯作時間很長，時間彈性
也沒那麼⼤。有些⾏業或許收入並沒有那麼⾼，但如果可以擁有⽣活的品
質，也是好的選擇。選擇甚麼樣的⼯作是要看⾃⼰的興趣。只有選擇⾃⼰所
想要的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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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結束後，我們與

教授在辦公室內合照 

『決定⾃⼰想走哪條路、研
究的⽬標，然後在那個領
域把實驗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