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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校學⽣到留美教授的經歷

曾誠⿑教授專訪

化學系的創立 

  在採訪的⼀開始，我們剛坐定時，教授就直接對我們拋出⼀個問題：

「你們知道在⺠國79年，那時還是⾼雄醫學院，還沒改制成⼤學的時候，

為什麼會設立化學系嗎？」當下，⾝在化學系中的我們竟⼀瞬間答不出

來，只能搖頭抱歉地說不知道，但教授露出在他預料中的笑容，從容地指

著我們⾝後，我們順著他⼿指的⽅向看去，他說：「看⾒那塊招牌了嗎？你們知道為什麼上⾯刻的

是化學系⽽不是醫藥暨應⽤化學系嗎？」我們搖搖頭，教授說：「其實在79年8⽉，也就是快30年

前，教育部核准我們創立化學系。在那之前，⺠國78年其實學校已經在籌備化學系了，我當時是藥

1

訪問⼈員:葉寶琳、
周俞君、陳彩綸



⾼雄醫學⼤學醫藥暨應⽤化學系30週年系慶 經典⼈物專訪-1 2020年8⽉6⽇

學系的主任，所以也被找來幫忙。其實當時學校

是想要設綜合⼤學⽽不是醫學⼤學，所以要創立

⼀個完整理學院，⽽那時的院長志向很遠⼤，創

立了⽣物系、化學系……等等，幾乎是⼀年創立

⼀個系，把學校從很長⼀段時間只有醫、牙、

藥、護，這四個系的狀況，⼀路擴展開來，當時

想要改制成綜合⼤學需要更⼤的地⽅，所以我們

還跑到屏東，還有很多地⽅去找校地呢！」聽到

這裡我們都覺得很新鮮，原來學校不是⼀直堅持

⼩⽽美的模樣，原來以前是有擴⼤規模的打算呀!

我們⼜更好奇了，為什麼後來沒有擴⼤規模，也

沒有完整的綜合⼤學出現呢？教授緩緩地說：

「後來呀…因為那位院長卸任了，換了另⼀位院

長之後，他的⽅向轉了，他沒有要設綜合⼤學，

他的⽬標是要設立醫學⼤學，只能設立與醫學有

關的院所，所以原本要設的理學院就沒有了，那

既然要跟醫學有關，我們就想說那就設立成⽣命

科學院好了，但⽣命科學院裡⾯有個純化學系⼜

很奇怪，所以那位院長要我們把化學系改成醫藥化學系，可是我們系裡⾯的

老師，有的是做polymer、有的是做偏應⽤⽅⾯的像是理論計算，所以不只

有藥學背景的，還有純化學的，範圍很廣，所以最後就把名稱定為醫藥暨應⽤化學系了。」這時我

們才恍然⼤悟，平常我們都笑⾃⼰的系名稱太長，原來這麼長的名稱背後是有它的由來與含義的！


  教授⼜說到：「其實當初學校找我來籌備化學系，是因為我剛好是

學藥物化學的，並教授普通化學，當時被分在共同學科的老師們，

還有⼀些是我以前在藥學系合作的老師，這三⽅的師資拼起來成為

我們醫化系⼀開始的師資。⽽這些老師⼤多已經退休或去別地⽅任

教了，現在只有我和黃龍池老師是從第⼀年⼀直留到現在。」原來

我們系並不是無中⽣有的蹦出來，⽽是從四⾯八⽅匯集、再組合起來的全新個體，我們這才意識

到，原來眼前這位教授，是這個系的創系元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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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求學過程


  在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後，教授就跟我們說其實他⼤學之前的⽣活更精采，我感覺到他更想要分享

那時候的求學過程。因為沒考上初中，所以教授去念了六年的農校，之後去補習⼀年，考上了⾼醫

的藥學系，教授說當初剛考進來的時候跟不上進度，所以念的很辛苦，不過當他讀到⼤三時，就成

為了班上的前三名，他說因為⼤⼀⼤⼆都是共同科⽬，⼤三開始比較專業，因此也就有了區別。教

授在畢業那年去考了台⼤的藥學研究所，是當時的第三名，也是唯⼀⼀個外校錄取的學⽣，之後有

去參加⾼考，技術⼈員跟公務⼈員都考上了，當時公務⼈員給他的職位還不錯，因此教授在研究所

跟⼯作之間考慮，最後放棄了⼯作，還是選擇去讀研究所。兩年之後他跑去當兵，退伍之後選擇回

到了⾼醫，成為了藥學系的講師，⼀當就是三年。


  當時教授去台⼤讀書時，他說那邊很多學⽣都會出國讀書，受到他

們風氣的影響，在當了三年的講師之後，他決定要去美國，申請到

了兩所學校，其中⼀所是有機化學，另外⼀所是藥物化學，教授跟

我們說他後來選擇了獎學⾦給比較多的有機化學，當時要去之前，

他選擇了⼀位⽇本的指導教授，結果去了之後發現那個教授去休假了，⼀年之後，在⼀些湊巧之

下，他就轉去了藥物化學，當時還被誤以為是在原學校混不下去才落跑的，確認之後才發現原來他

是個成績優異的學⽣，他讀完四年之後就回來了，但教授跟我們說其實很多留美的學⽣都不會選擇

要回來，但他還是決定要回來，教授⼀回來後就有⼈請他當系主任，三年之後就升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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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請問教授在他⼆⼗餘年的教學⽣涯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學⽣或事情，教授的回答令我們

有些驚喜，我們以為可能是有調⽪的學⽣令他印象深刻，但教授的答案是「論⽂的排序作者導致兩

研究⽣的⼼結」。教授說那時候的論⽂排序受到兩個⽂化影響，分別是⽇本的輩分⾼低為主和美國

的論⽂貢獻度為主，⾝為留美的教授，他選擇了後者。將較資淺卻對此論⽂貢獻較⾼的研究⽣放在

第⼀作者，⽽較資深卻對此論⽂貢獻較不⾼的研究⽣放在第⼆，較資深的研究⽣對此有了⼼結。教

授說他認為⾃⼰需要扮演公正且公平的⾓⾊，⽽事情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解決。


  在做研究或實驗的過程時，⼀定都會遇到挫折或失敗，⽽教授說他克服的⽅式是不要⼀直執著於

⼀件事物上，當碰到困難已經⼀段時間了，我們需要的是看向別處。例如，當你合成不出產物時，

你可以看看中間物，說不定中間物的完成度遠⼤於你⼀直失敗的產物完成度，⽽對於它的研究成果

也可能令你⼤開眼界。





  系上的老師或是非化學系的⼈都說:「讀化學系什麼都可以做」，

但這樣的回答很模糊不清，所以我們藉著這次的機會請問教授的

看法。他說這句話是沒錯的，但他也認為這取決於你的看法和你

對⼯作的定義，是想要有好的待遇還是有興趣的領域。教授說當

然在⾃⼰有興趣的領域⽽從事⼯作，才不會快速的厭倦於來⾃⼯作的壓⼒。但教授強調了⼀點，所

有獲得⼯作的機會取決於⾃⼰的態度，態度會左右你的⼯作、研究和⼈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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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結束後，我

們與教授在辦公室
內合照 

『所有獲得⼯作的
機會取決於⾃⼰的
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