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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胡維平老師主講：「從傳說到傳奇，原⼦真的存在嗎？」點此報

名！

採訪、撰文｜楊慈慧

來到氣溫與⼈情味同樣熱情的嘉義，今天為⼤家採訪的是國立中正⼤學

化學暨⽣物化學系教授胡維平。胡教授擔任第21期探索講座的演講⼈，

將帶領⼤家探索「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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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科學，胡維平說他正是「科普」的受益⼈。雖然在以前還沒有「科

普」這個名詞存在，但在他⼩時候就已經有許多寫給⼩學⽣的科學書

籍，「科學」⼀詞在愛閱讀的胡維平⼼中逐漸萌芽。就讀弘道國中時，

胡維平對⾃然科很有興趣，曾到⾦華女中參加科學營隊，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物、物理、化學等科⽬對他來說都很有吸引⼒，⽽其中⼜以

「天文」最受胡維平喜愛，在就讀建國中學時也曾和同好共同創辦了天

文社；然⽽，在選填⼤學志願時，他才發現原來在臺灣的⼤學科系裡

頭，並沒有「天文系」這個選項，只好轉向第⼆喜愛的化學。

後來，胡維平的⼤學志願只填了五個，通通是化學系。

進入臺⼤化學系就讀後，他發現⾃⼰對物理化學以及與電腦相關的化學

研究特別有興趣，⼤四作專題時加入牟中原老師的實驗室，從事理論化

學相關的研究，⽤電腦計算的⽅式來模擬化學分⼦，或參與統計熱⼒學

的相關研究。胡維平說，其實80年代的理科學⽣，出路都很固定——考

上⼤學，畢業後男⽣先去當兵，女⽣則是直接申請學校，出國就讀。他

也是循著相同路線，當完兵後到美國明尼蘇達⼤學攻讀博⼠，研究化學

反應動⼒學。

●多元文化衝擊 看⾒不⼀樣的世界

胡維平認為在美國求學的時光，對他來說最特別的就是多元文化的刺

激。在他的實驗室中，⼈數最少的反⽽是美國⼈，來⾃歐洲、亞洲等地

區的同學很多。在實驗室中，與同學相處時可以明顯感受到多元文化的

碰撞，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以外，「跨文化溝通」也成了⼀⼤課題。此

外，出了國後才發現，以前待在臺灣時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其實不

全是那麼理所當然，在國外可能有不同的處理⽅式。受到文化風氣影

響，美國的教授在指導學⽣的態度上較為開放，⼤學的制度與博⼠後研

究機構的經費運⽤、⼈事制度等等，也都與臺灣有所不同。這些種種看

似瑣碎的事物，反⽽讓胡維平在專業領域之外學到更多東⻄，成為滋養

⼈⽣經驗的⼀⼤養分。胡維平也建議真的想要投入學術研究的學⽣可以

把握機會出國看看，就算不是出國拿學位，也可以做個博⼠後研究。到

了異地，不同的⾃然景觀帶給⼈不⼀樣的⼼境，多元的文化刺激也讓⼈

看⾒不⼀樣的風景，眼界開闊的同時，對事物也會產⽣不⼀樣的看法。

對於從事理論研究的博⼠⽣來說，出路其實相對狹窄，90年代全球的經

濟狀況並不景氣，美國的⼯作很不好找，但在斯克利普斯（Scripps）研

究院許多非美籍的博⼠後同事廣投履歷，⼀⼼就是想著要在美國獲得⼀

份⼯作，⻑期居留下來。對於要在業界還是學術界服務，胡維平並沒有

給⾃⼰太多的設限。他認為不論最後落腳在哪，除了專業、興趣以外，

還得看機緣如何。儘管美國帶給胡維平許多新的視野與衝擊，但考量在

臺灣的⽗⺟年紀漸增，他⼼中的那份牽掛與對臺灣⼟地的認同感，還是

讓他傾向要離開美國⼯作。其實當初第⼀個提供⾯試機會的是新加坡⼤

學，然⽽當時他⼼想，既然都要離開美國了，不如還是回到臺灣。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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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上中正⼤學開出相關職缺，對教學也滿有興趣的胡維平，最後便到了

中正⼤學任教。

●體⽤相輔相成 「好奇⼼」推動科學

談到科學的價值，胡維平認為科學可以分成體跟⽤來討論，最早的科學

發展主要在「⽤」的層⾯，利⽤傳承下來的知識來改變⽣活，直到⽣活

發展到⼀定程度，⼈類開始有多餘的⼼⼒進⾏抽象的思考，開始希望透

過語⾔、邏輯、數學等⽅式來瞭解⼤⾃然的運作，說穿了其實就是⼈類

在「滿⾜⾃⼰的好奇⼼」。胡維平認為這樣的「好奇⼼」是推動科學發

展的原動⼒，先產⽣了好奇才帶動許多新的技術發展，⽽在能「⽤」之

後，⼈類才有餘裕及更多的動⼒去探討科學的本體。

本期探索講座先後邀請到胡維平與于淑君兩位夫妻檔老師，他們近年來

都致⼒於科學教育的推廣，⽽在推廣之中，胡維平也感受到了所謂的

「城鄉差距」。除了文化資源及交通便利性上明顯的差距以外，他發現

家⻑的態度其實也有落差。都會區的家庭經濟條件較為優渥，⽽教育程

度相較之下也較⾼，受⾼等教育出來的家⻑比較能接受「知識就是⼒

量」的觀念，也比較不會受到升學考試箝制，⽽認為科普知識「考試不

會考，科學沒有⽤」。在家⻑較能接受的狀況下，推⾏科普⾃然就比較

容易。在農業家庭比例⾼的雲嘉地區，許多家⻑其實是希望孩⼦讀完義

務教育後，就出社會⼯作，幫忙承擔家中的經濟負擔；就算⽀持孩⼦讀

書，最終也多是希望孩⼦出社會後賺⼤錢。因著多數家⻑的期盼，學校

老師感受到的壓⼒主要還是升學率，在這樣的觀念下，考試不會考的東

⻄通通都被放在次要地位，也是在非都會區推⾏科學教育的⼀⼤難處。

本期胡維平老師將帶領我們探討「原⼦的故事」，原⼦，這樣⾁眼不可

⾒的微⼩單位，是怎麼被發現的？3/23，讓我們來看原⼦學說如何從傳

說成為「傳奇」。

●3/23 胡維平老師主講：「從傳說到傳奇，原⼦真的存在嗎？」點此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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