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單身為學青告伊

研究大型積體電路隔離及絕緣技術與物理

;又在國科會、工研究材料研究所、經濟

部能源研究所等合力支持下，為成大建立

金屬汽相磊品、電漿汽相沈積等實驗室，

以分子束磊品及金屬有機汽相成長技術研

究非晶矽感光電晶體等，創新發明多項新

元件，且在成大任教期間，培養碩、博士

人才百餘位。

近年來，張教授常聽美、日、歐大學

及研究機樁邀請前往講學與研究，會位美

國貝爾研究所專任高級研究員，佛羅里達

大學專任客座教授、日本精機株式會社電

子技術部顧問:最近百德 Stuttgart 大學物

理研究所並敦邀前往講學，甚受國際學界

重視。

張教授多年來在半導體元件物理及技

術所作傑出頁獻及優異表現，於一九八七

年榮膺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院士，為

國內首位獲得此項國際殊榮學者，確為實

至名歸。國科會為其成果連續給予七十一

年至七十八年之傑出研究獎助，教育部亦

頒發七十六年度工科學術獎。張教授目前

為美圓物理學會永久會員及日本回態素子

及材料國際會議 (ISSOM) 之國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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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團第一位榮獲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

學會院士 IEEE Felloy，也是我國第一位國

家工學博士張俊彥教授，離筒母校卡年後

，本學年再度回到母校執教，同時將為本

校推晨光電快速元件研究，開發研製新元

件，發展新技術。

張教授為本校電子研究所五一級碩士

班及五九級第一屆博士班畢業校友，卒業

後即獻身於電子科技及工業之發展，成就

卓著，可謂本校在台復校新一代中之傑出

校友。會創辦國內第一家高科技電子公司

一一萬邦電子;並與回國學人張瑞夫博士

及同事郭雙發教授共伺建立國內第一座現

代化半導體研究中心一一本校半導體中心

，研究半導體元件及金屬、半導體介面物

理，為今日大型積體電路「接觸 (Contact

)問題 J 之設計準繩。

張教授在攻讀博士三年期間，會先後

受教於張瑞夫、凌宏璋、王兆振、施敏、

張宏奇、朱蘭成等名師，由於成績優異，

盤中山學術槳，六十年獲教育部科技獎。

並任本校電子物理系主任。

其後於六十六年應邀轉至成功大學執

…敦，出任電機工程研究中心，主持並領導

τ: 注主主且正主亟豐藍豈宜重宣言心早已呎 1l

陳秀蓮女士一直單獨居住在鹿港，過

著吃齋哈佛的單純日子。當年的香舖自然

早已結束營業，而鄉親們提起她茹苦含辛

撫養獨生子的日子，均表欽佩不己，並對

施振榮今日的成功讚害有加。然而，或許

在陳女士自甘心目中，施振榮最讓她感到安

慰的，並非口七時海內外的成就，而是他平

賞的生活態度和大公無私的胸襟。

公司為「禁獨」。當年「榮泰」的經驗漆

深刺激了他，因此他不時以公育和員工的

利益為念，而他不斷讓出股份，促成「小

老間政策」便是這個理念的實踐。有縛，

他不兔懷疑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領導擁有

三千名員工的大企業，除不斷鞭策自己吸

收新知、新觀念之外，他也準備隨時讓位

給更恰當的領導人: I公司是大家的，只

要對公司有利，誰當家都無所謂。」

他承認，母親的犧牲精神對他這方面

觀念的養成，也有極大影響: I母親犧牲

了大半生的幸福，培養我成入，但是她從

來不把我綁在身邊，反而自動退閉，把我

讓給我的家庭、事業、以及整個社會。正

因如此，我常提醒自己，需為大局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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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閉著想不必在意誰首家

然而，圓際經濟局勢 j皮譎雲詭，美元

貶值、世界經濟萎縮......等等因素，均可

能妨礙「宏暮」精確訂立的目標，而一向

充滿信心、勇往直前的施振榮，又會如何

面對意外挫折呢?頗出乎們我意料之外，

對於可能的失敗，施振榮:j pi旦會納入考慮

，更以積極的態度被之。他說: I我曾經

設想一切可能遭遇酌情況一一包括全盤失

敗。我想，只要我的確星量力而為，到頭來

老天爺不幫忙，我也無話可說。不過，即

使宏暮本身不能成功，我們多年來擂下的

種子，必有助於引導中華民蜀道入資訊電

腦時代，在這方面，宏基的理想一一貢獻

智慧、創造未來一一仍算是達成了。」

為了走更長遠的路，施振榮決定放棄

多年來辛辛苦苦打出名號的品牌 Multitec

h '代之以更簡短、響亮的 ACER 。他

深信，全世界資訊工業的市場潛力十分鐘

厚，他希望「宏蕃」以及所有圍內業者均

能共同努力，讓 MIT (臺筒製造)成為

高品質、高創意的代號一一這是他個人的

人生目標，也是「宏暮J 和所有中國人的

理想。

雖然施振榮以十年心血灌溉「宏暮」

'助它往下紮恨、往上茁長，他卻從未視

來的。以往的寸年，不過是事業草創的媛

身運動，真正決定『宏暮」未來的發展規

模，則有頓下一個十年的努力 O 過去，我

們一路打下穩固的基礎，我相信將來必可

建立起一座大規模的華廈。」



對荒漠款投畫日時代貢獻

雄墨二號要上型電腦排版

中文文書處理大震撼

本校計算機研究所劉振漢教授於是成

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為「雅墨 J 系統催生

O 首先F方面臨最大的困難在於字體的建立

。那種字體最漂亮，印出的效果最好呢?

踐經尋覓比較之後，劉教授終於發覺了他

心目中認為最漂亮的字。

小組單是把原始字型鍵入電腦中，就

花了四個月。<雅墓一號>就在這群『玩

』電腦的交大人手中起步了，時間是七十

五年七月一日。可是如今被稱為<雅每三

號>的系統，卻與前者有異，因為<雅墨

二號>是屬於更有利於使用者、更合乎人

體工學的螢幕前排版系統。

桌上印刷系統有兩類:一類是螢幕後

排版系統，即是將要編排的資料打成文字

擋，在文字檔內夾雜排版指令，排版系統

根據指令排出整寫文章或書信。另一類系

統是螢幕前排版系統可事先打成文字槽，

再由排版系統讀出加以編輯。在幕§II邊排

邊攻，排版的過程，相當容易處理，印出

的結果與螢幕上所見完全一致。

盟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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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本校資訊科學研究所的劉振漠教授小傳

姓名:劉振;其

出生.民國 37 年

學歷:台大電機工程學士

柏克萊大學計算機碩士、博士

經歷.菩皮大學Jl;!]J:里教授

加州聖地牙哥大學副教授

主授課程:資料庫、計算機國學、計算

機輔幼設計製造、組合語言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報採用

電腦排版，在中圓印刷史上，這是個相當

值得紀的日子。但一般人只是很有限地感

覺到聯合報的字體與常見的鉛字排版印出

的字有此不同。

今打字排版界的先覺者，由國外諸多

訊息中，都確信:印刷排版全面電腦化勢

必來悔。他們共同體認到『必須有一個真

」立方便好用、價格低廉，品質不錯的系統

，使得中文文書製作產生全面性的革命』

前向與美國 John Wiley公司簽約出版 "Ga

As High Speed Device: Technogy and Phys

ics" 一書。該書為第幅約五百頁之國際合

作巨著，乃張教授與美國東北大學電機系

教授 Dr. Francis Kai, PIT合著，初稿已完成

過半，預計年底前完稿，明年初便可付梓

悶役。

張教授認為母校在台復前後均為國家

造就無數優秀工業人才，今日學校師資設

備已臻一流 ， i:菜兵發展潛力，為提昇學術

研究水準'希望理、工、

種學群，跨院系際整合，擴展研究領域，

並應運用光、聲、電科技， I，故藝術與人文

方面的創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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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88 )。

基於光電快速元件對圓防通訊及電子

工業未來發展具有重要調係，張教授現正

積極著手為本校規劃建立光電與快速元件

實驗室，期望短期內便能促使本校光電快

速元件研究趨於一流國際水準。

本校半導體工學已具深厚基礎及顯著

成果，超導體則為近來更進一步發展之方

向。張教授也願配合本校理學院超導體及

光學教學研究，發展超導體在工業科技方

面之應用，希望能結合理工學院有興趣教

授共同研究，共創新獻。

張教授並勸事論著寫作，發表論文已

有百餘策，均刊於國際著名學術刊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