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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來之 則安之

王志鉦教授專訪

「三⼗年前，在美國時因緣際會遇到熟悉的⼈，得知⾼醫剛成立化學系，認為機會不錯，所以提出

申請，通過後就來到剛成立第⼆年的化學系任教，我本⾝是中部⼈，所以⼀開始對環境滿陌⽣。」

王教授回憶道。


與化學的羈絆


「早期校名未變更時叫做醫學院，⽽我們系叫化學系，看到掛在八樓的招牌應該是⼀⽬了然的，但

後來為了配合學校醫學⼤學的特⾊，所以從化學系改名叫醫藥暨應⽤化學系。在⾼醫待了三⼗多

年，因此我也有參與到改系名的那段過程，但改不改系名對教授們來說實質上並沒有太⼤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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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持續進⾏，化學系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不過改名也有優勢，像是符合醫學⼤學這個辦校治

學理念，也⿎勵教授和醫學相關系所合作、共同研

究 ;⽽另⼀個優勢就屬學校注入的⼀些額外幫助，

例如儀器、設備這部分，所以不要看⾼醫⼩⼩的，

在辦學這⽅⾯可是很嚴謹、很重視的。」教授肯定

的說。

現在有多元的入學管道，各⽅⾯的資訊很快速，⽽

且能得到⽗⺟的⽀持，早期社會資訊封閉，所有的

資訊都只能透過報紙得知。教授說：「在我求學過

程中家境很窮，因此我非常努⼒把握讀書的機會。

當時照國立⼤學理⼯類的志願排下來，剛好選到化

學系，那時候談不上喜不喜歡，都是進去以後才慢

慢培養的。」


任教的挑戰


剛開始研究環境不受重視，但後來政府及學校慢慢開始要求老師做研究，這部分的變化相當⼤，在

學⽣⽅⾯受少⼦化影響，造成現今學⽣報到率不⾼，且各科系漸漸強調系獨立，早期的⾼醫化學系

報到率極⾼，約98、99％，這部分差別也很⼤。

在國外，公立和私立沒有差很多，甚⾄私立⼤學可能還比公立的好，但在台灣，往往認為國立比私

立好，這個觀念⼀直到現在還根深蒂固，造成每位老師都要特別努⼒，才有辦法跟國立的老師相

比，所以在⾼醫絕⼤部分的老師在研究⽅⾯都會很辛苦，這觀念的形成與台灣社會息息相關，不論

是科學園區、商業，時常以⽂憑為考量，當在應徵新進⼈員的時候，往往畢業學校是他最主要的考

量因素，沒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內涵及本質學能，造成好的學⽣不⾒得被留下，因此在研究⽅⾯較為

吃虧。不過⾼醫的資源也很豐富，主要因為是醫學⼤學，所以在經費⽅⾯也有⼀些幫助，我們的儀

器設備時常更新，就研究表現來說，我們也絲毫不遜⾊，這包含了很多老師的努⼒，是有⽬共睹

的。


樂此不疲


教授很謙虛，他說:「研究是我的興趣，我也沉醉於研究，並且持續獲得科技部的補助，這代表研

究成果還不錯，當然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老實說我很執著於這些研究，甚⾄週末都會到實驗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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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因此當我的研究⽣並不輕鬆，尤其⼜有印度的學⽣，印度學⽣基本上都很認真，我也很感謝他

們，這幾年來研究成果相對於早期來得好。」

教授談笑風⽣的說：「⾃我期許每個⼈都有，總是希望好再更好，我當然希

望我每年都可以進步，即使我到這個年紀了，跟⼤家的⼼態還是⼀樣，這個

⼼態是不分年齡的，我也希望永遠年輕、很活潑、快樂。我會持續研究直到

我無法繼續才停⽌，既然我現在還有這個衝勁及動⼒，那我就會繼續，這樣

的觀念應該是⾜堪各位的表率。」


化學可以學得很乾淨，但也可以很刺激


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學到很多東⻄，教學相長對我來講是感觸非常深，讓我收穫很

多。我平⽇⼀到學校就先看期刊，連周末也是如此，因為有興趣，所以吸收新知

的速度算蠻快的，⽽這幾年我們慢慢地專⼼於研究，陶冶興趣，使⾃⼰更熱衷於

研究。在早期時我比較偏向藥物合成和藥物的活性測試，⽽現今漸漸專注於新型

藥物合成⽅法的研究，這是我最近這幾年的轉向，原因是如果只著重在藥物合成的話，有時在得到

想要的結果前所花費的時間和過程會比較久，且需要跟別⼈互相磨合、配合，更需⼀些⽣化領域的

輔助，這對我來說算是⼀個蠻⼤的限制，因此我的研究⽅向就逐漸轉換主軸了。


「既來之則安之」，⾼醫是絕對不會遜⾊於其他學校的，因此要對⾃⼰有信⼼，事在⼈為，只要好

好努⼒學習，就不會輸⼈家。最怕學⽣畫地⾃限、妄⾃菲薄，認為畢業後找不到相關的⼯作，但化

學其實是⼀個非常容易找到出路的領域。因為涉及

的層⾯很廣，包含有機、無機、⽣化等等，甚⾄可

以跨領域，且在科學園區、藥廠都有化學⼈才的需

求，所以以化學為職業也可以很穩定。我從剛進⾼

醫到現在，還沒有聽到我的學⽣畢業後回來跟我說

他找不到⼯作的，⽽這也間接證明了化學是⼀個非

常容易發揮⾃⼰所長，且能夠謀⽣也是你的興趣的

專業，興趣和長處結合，⼀定會有更驚喜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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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來之
則安之』

『⾃我期許，
持續研究』

與王志鉦教授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