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灣半導體產業一直傲視全球，在日常生活裡，光電半導體與我們習習相關。

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LED液晶電視，再到遙控器、簡報用的雷

射筆，甚至每年燈會裡美麗的發光燈飾，都與光電半導體有關。

清華大學物理學系講座教授果尚志說，「你知道臺灣最早的光電業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看到聖誕樹上的那些吊飾燈泡。」那是 60年代盛行的「家庭代工」，許

多五年級生都有在家幫媽媽組裝聖誕燈泡供外銷的鮮明記憶，只是那時用的是鎢

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第二十三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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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燈，如今是 LED燈。從臺灣的光電產業起

步聊起，果尚志細數臺灣光電產業的歷程，

神采奕奕。

果尚志的專長在表面物理、半導體材料物

理、奈米科技、量子科學，至今已獲得超過

10項美國專利，近十年在奈米材料上有重大

突破，今年更榮獲第 23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獎。擁有這麼多傑出的成就，果尚志謙虛的

說：「我只是盡力做好研究。」

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果尚志主要聚焦在

半導體及金屬低維次奈米材料的基礎物理性

質與光電元件應用。

近年來，果尚志在氮化銦鎵奈米結構發光

元件有重大性的突破成果，成功研發出全球

最小的半導體奈米雷射，引起國際相關領域

的重視。提到研究成果，果尚志興奮的表示，

目前已從奈米材料的研究領域進展到量子材

料，期望接下來在半導體及超導體量子材料

可以有更前瞻性的研發成果，讓臺灣在科學

領域不再是me too，而是 follow me。

懂得自學找答案，

才能更清楚自己要什麼

身為一名實驗科學家，一路走來是一連串

的 try & error。詢問果尚志在求學與研究路

上，怎麼面對失敗的困難與挫折？沒想到，

果尚志笑著說，「我一直都抱持快樂學習心

態。」很多人會說他有著樂觀的性格，但他

認為，沒有一個人的人生是完全平順的。就

像他在美國念研究所期間，為了找專長領域

也幾經波折。果尚志笑著說：「某些記憶力

不要太好。」他通常不會讓負面能量掛在身

上太久，面對任何境遇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

「隨遇而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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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態度，源自高中時期養成的「自修」

習慣，對他後來的人生幫助很大。

果尚志說，當時高中還沒教微積分，他就

先把微積分書拿來念，可是不會算、不明白

怎麼辦？「自己想辦法找答案啊！」。因為

從高中開始就養成「自己找方法學習」的習

慣，讓他在美國攻讀博士班時，數次更換方

向都能順利適應。

面對臺灣傳統填鴨式的教育，果尚志認為，

學生進到大學以後，一定要培養主動學習的

習慣。在東找西找的過程裡，「你才會越來

越清楚自己要什麼？有興趣的是什麼？」，

他也發現，現代學生無論是在求學、進入職

場，經常落入迷惘，不清楚自己要努力什麼

方向？那麼果尚志是否也經歷過同樣的時

期？他開懷大笑後，很堅定的說：「我沒有

困惑過！」，一直都很確定自己要什麼。

若真要說生命中的困難，應該是他在日本

當博士後的那三年，雖然研究環境和待遇很

好，但畢竟不是固定工作，最終要找到一個

可以長久發揮的職位。

人生有時會繞點路，都是未來的養分

在美國念完博士出來找工作，當時他沒有

選擇留在美國，而是去了日本筑波市產業技

術融合領域研究所找自己的未來研究方向。

「要做到有市場價值，」這是果尚志對自己

的期許。有期許必定有壓力，可是他依然說：

「我一直抱持快樂。」縱使有壓力，果尚志

依然持續往前，就如他之前提到的，要快速

拋掉負面的東西。他說：「負面也有它的功

用，因為已經教育自己一些事了，但一定要

趕快拋掉！」，而且危機就是轉機。

他從高二開始就發現自己對理化很有興

趣，自此之後，他一直希望在基礎科學領域

上有所鑽研。大學考上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後，在大二時因一些因素轉去念交大電子工

程學系，可是，他並沒有放棄最愛的物理，

不但在大學時幾乎修完了物理系所有的課，

甚至還對數學產生了興趣。就是這樣的「跨

界」，讓果尚志在後來的研究職涯裡，反而

有了更多的成就。

所有的路都不會白走，這是果尚志的想法，

現在回頭看，他很感謝在大學時，有機緣先

去念了電子工程，到博士班時再回到他最愛

的物理，因為有了工程背景的訓練，讓他在

做前瞻性的科學研究時，能進一步思考應用

的可能性。

面對不確定性，為自己保留些彈性

回頭看果尚志對物理的熱愛，過程中，其

實波折多於順利，就像他在美國讀博班時，

從高能理論物理、數學物理，一路到凝態實

驗物理的領域才真正找到他的專長。他從沒

因為前方未知而停下腳步，他知道不會第一

次就找到對的路，唯有不斷親身嘗試才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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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方向。聊到這裡，科學家那種 try & error

的精神體現在果尚志的身上，他微笑的說：

「我很確定自己要什麼，但我也很有彈性。」

果尚志用物理學的「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比喻，布朗運動就是微小粒子在液

體中不斷的與液體分子相互碰撞的無規則前

進，例如要從 A點到 B點，微小粒子是不規

則的彎彎曲曲運動往前。他從「布朗運動」

中卻衍生出了一套人生哲理：「人生很少是

直線前進，也許這裡撞、那裡撞，可是，你

要懂得『以退為進』。有時候你以為放棄了

什麼，可是別忘了每個過程都會給你不同的

收穫。」就像大二轉去念電子工程的他，後

來可以讓前瞻材料研究有更多元件應用的可

能；又或者博士念完後的他，沒留在美國反

而去了日本，結果讓他在日本接觸到比奈米

科技還要小的原子尺度技術。

「我永遠有 Plan B、Plan C，但是我知道目

標是什麼，人生本來就有許多不可控的變數，

我的彈性在於運用當時環境給的條件，在那

樣的時空背景條件下，盡力做到最好。」這

些人生的碰撞，對果尚志來說，是養分、是

助力，而不是阻力。用隨遇而安來形容身為

科學家的他，真的一點都不違和。

面對世界、面對人生，果尚志認為，找

到自己的興趣很重要！就像在清大教書時，

他常對學生說，如果想要在他的課堂上學到

如何解題，可能會很失望。因為，重點是在

學生自己摸索出答案的過程，才會找到自己

的興趣，老師只是指引方向，剩下的路一定

要自己走。最後，他不忘叮嚀，要記得 step 

back，用正面的態度去看每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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