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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理想 學無⽌盡

陳嘉祥助理教授專訪

從實驗室⽣活探索⽅向


踏入實驗室，映入眼簾的是乾淨整潔的實驗室以及正在操作儀器的老師，那專注的眼神讓我們不禁

繃緊了神經，⼼想著待會的場⾯會多麼地嚴肅。但當走進老師的辦公室，彼此坐下開始談話時，剛

才環繞在腦海中的憂慮頓時消散不⾒。原來剛才的嚴肅，是老師對實驗的認真與專業，走出實驗室

的老師，其實是個愛笑⼜健談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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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員:陳郁婷、侯欣妤、⿈俊翔

上圖是陳老師與實驗室成員的合照，從此可⾒老師與學⽣的感情相當融洽。(第⼀列左四為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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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請問在⾼醫有什麼讓您比較有印象的⼈事物?」

「印象最深刻⼤概就是進實驗室吧，因為跟唸書很不⼀樣。我⼤⼆進實驗室做專題，學習解決問題

及邏輯思考的能⼒，在學習過程中思考未來想走的⽅向，也可以多嘗試不同的領域，⼀開始都很懵

懂，也是隨著年紀漸長才摸索出想做什麼。」老師的這番話，讓不知該往哪條路更進⼀步鑽研⽽徬

徨的我們，頓時卸下了⼼中的⼤⽯頭。現在的我們不過才18、19歲，許多事情要去探索、去接

觸，才能從中知道⾃⼰想要的是什麼，與其現在空操⼼，不如多去摸索各種事物，才能從中找尋屬

於⾃⼰的⼩天地。

「在發佈的期刊或論⽂中有哪個是您比較印象深刻的嗎?」老師回答：「印象最深刻應該是博⼠班

時候發表的⼀篇⽂章，這篇⽂章就是不斷搜尋⽂獻及進⾏實驗，⼀直思考到達這個⽬標的⽅法，花

了六年多的時間才完成。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直接達到⽬的地，就只能繞繞繞，到最後才回來，雖然

會花⼀點時間，但是當你每找到⼀條路後，就會多⼀個經驗。在每⼀篇期刊論⽂的背後，都必須付

出許多的⼼⼒與時間，在這過程中有時也會碰壁，但每⼀次的關卡，就是我們要去突破的難題。」

老師的這席話，也提點了我們，不要害怕失敗，失敗就如同老師說的，總能讓我們從中有所收穫，

趁著年輕多去嘗試、闖蕩，多累積⾃⼰的經驗，擴展⾃我的⾒識才是最重要的。


⼈⽣的選擇題


「那您對我們化學系的學⽣有什麼建議嗎?」

「好好唸書，現在學⽣跟以前不太⼀樣，誘惑很多，因為現在⼈家都說斜槓少年，就是⼀個⼈有多

種技能，以前就是強調專⼀技能，但是現在的社會我是覺得都適⽤。對我⽽⾔，在⼤學時先設⼀個

⽬標。⼤學的時候我就想當老師做研究，最後達到了⽬標，其實只會開⼼⼀下，接著就是下⼀個挑

戰。此外，我們時常在做選擇，在做選擇時，如果沒有⼀個⽬標就會很徬徨。譬如我在這過程中，

有很多選擇，像是可能留在美國或德國就業，或是回台灣業界⼯作，所幸系上老師給我⼀個機會，

回⺟系貢獻所學。我在⼤⼀的時候還沒有將研究當作未來事業的想法，⼤⼆進實驗室後才覺得蠻有

趣的，設了⼀個⽬標，經歷⼗五年才達成，在選擇的時候會猶豫，但因為真的想做，在選擇時，會

盡量往這個⽬標去前進。不過要設停損點，不要覺得設下的⽬標，就⼀定要達成，有的時候迫於現

實，還是得放棄，但是設⼀個⽬標可以幫助做出選擇。」

從這可看出老師對於擔任教師的熱情，這個⽬標，⼀堅持就是⼗五年，更因此在許多岔路中，做出

選擇，這也是我們現階段的課題，為⾃⼰設⽬標，可以是階段性⽬標，也可以是總⽬標，幫助⾃⼰

在做選擇時能有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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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當⼀位老師？


「為什麼與在業界相比，您比較想做⼀位老師呢？」 

在學⽣階段時，覺得當老師除了教學之外，還可以在⼀定的⾃由度下可以去選擇⾃⼰想做的研究，

然後就⼀路朝著這個⽬標前進。但是當到達了之後卻發現跟⾃⼰想像的不⼀樣，比想像中繁忙，不

過當老師與做研究就像是在經營⾃⼰的品牌，如果品牌經營的好，實驗室就會越來越壯⼤。


台上⼀分鐘台下⼗年功


「做研究就是看到成果就知道是你

做的，記憶點深刻的，我覺得就成

功了。」研究最好是具獨創性，開

發出全新的化合物，想辦法做第⼀

個，因為⼤家會有記憶點。做研究

的過程⼗分枯燥，開⼼的就是做出

來的那⼀瞬間，在發表後，短暫的

開⼼，接著開始另⼀個題⽬，所有

的過程都是在鋪陳，為了最後的成

果。     

正所謂「台上⼀分鐘，台下⼗年

功」，就是看到成果的光鮮亮麗，

但其實真的是經過很久的努⼒，⼀

定是努⼒很久，持之以恆的做下

去，但是要找出路，盡量不要鑽⽜

⾓尖。最重要是要找到⾃⼰想要

的，或許在做⼀段時間後仍然找不

到興趣，那麼就持續尋找，持續做，以之前累積的技術再去找更有興趣的事，慢慢來慢慢換，相信

「慢慢找，總是會找到的。」陳老師怡然⾃若地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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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束後，陳老師與我們的合影，為我們留下⼀
個很愉快⼜美好的回憶。(右⼆為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