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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八那一年
「董浩雲講座」回顧

圖施敏

「董浩雲講座」是交大美洲校友總會在 1968 年為了配合母校在半導體教學研

究之需要，希望羅致此方面有專長之教師而設立的。在設立前一年，校友會負責人趙

曾五、楊天一、及沈家槓幾位先生邀請我擔任此講座教授，希望我來交大一年，開一

、二門半導體有關之課程，並指導幾位碩土班同學的論文 3 他們說這講座是我國船業

鉅子董浩雲先生捐款設立，每月薪資一千美元(那時折合新臺幣四萬元)

雖然這薪資只有我當時在貝爾研究所 (Be II Labor a. tor ies) 的一半，但我欣然
接受，一方面有感於交大校友們關心母校之熱誠，一方面我也希望將一些心得提供交

大同仁及同學們參考;再者，我的二個小孩能有機會多學一點中文，並不1日他們祖父母

及外祖父母多緊緊。因此， 1968 年 8 月我把已進行了三年的「半導體元件物理學」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一書之文稿加速完土後投交 Wi ley' 並向

貝爾公司申請了一年停薪留職，然後舉家來到新竹。

九龍宿舍之生活

那時的交大只有工學院，院長是鍾咬光教授。教務、訓導及總務三長分別是張去

疑、劉浩春及溫鼎勳三位教授 O 他們對我全家都十分照顱，將我們安頓在博愛街九龍

宿舍去 11 號。我的右鄰是趙麗蓮博士，左鄰是我讀碩士時的論文導師魏凌雲教授。

那年十一月在宿舍的小花園前面和三個小孩照了一張照片(附圖一)。那時迪凡 6 歲

，怡凡才 l 歲半。現在 2 人皆已成家立業(迪凡是史丹福大學醫院放射科的醫生，

怡凡是舊金山法國銀行國際投資部經理) ，他們二人中文說寫都不錯，這當然要歸功

於那一年打下的根基。

電子研究所之碩士班

我在電子研究所開了三門課，一門是「半導體元件物理 J (用所寫那本書的原稿

為教材) ，另一門是「固態電子元件實驗」。那時選元件物理的有三十多位同學，研

一與研二各一半 O 有一次我請同學在一張習題紙上簽名，以為留念。經過了四分之一

個世紀，那張簽名紙仍然保留得很好(附圖二) ，其中有幾位同學由交大得了碩士後

出國修博士學位，然後又回母校來服務:包括電工系的郭美雄和魏哲和教授，電信系

的張振壹和陳君鍵教授，以及在「國家毫微米實驗室」的載寶通博士 G 另外擔任助教

的是羅益強先生，他現在是臺灣飛利浦公司的負責人。

除了開課外，我也擔任八位碩士班研二同學的論文導師。為了充實資料，我將寫

書時收集的二千多篇文章，以及一千五百多本書籍、雜誌運回交大。這些資料後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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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給「半導體實驗室」。在1969 年初，

我以一篇論文「金屬半導體薄膜結構之特

性」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那時交大正在籌

募興建圖書館的經費，我將獎金的一半捐作

圖書館之基金，另一半用在購買新書及郵寄

雜誌上。

工程博士班之開始

1968 年 9 月上課後不久，一位熱心的

交大校友也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名教授朱

蘭成先生來找我。他說教育部剛通過工程博

士班的設立，希望我擔任第一位博士候選人的論文導師 Q 我表示己開了二門課，而且

帶了八位碩士班同學，相當忙碌。朱教授說博士班基本要求是能做，獨立研究 P

( i 日dependent research) ，而這位候選人早就做了很多 P 獨立研究 II 只要我從

旁協助一下就可以7 。這位候選人就是當時在交大任教的張俊彥副教授。我們見面談

過後，決定以「金屬 半導體介面載子傳導」為論文題目。

張教授在他自己一手籌建的「半導體實驗室-中從事論文工作，在理論方面進行

十分順利(所用的電腦是當年最好的IBM 7094) 。但在實驗方面須要買很多零件，

由於學校經費有限，而申請購買費時費事，朱教授慨然協助，拿出二萬元台幣(其

購買力約等於現在二十萬元以上) ，作為緊急採購的週轉金。這筆款項對實驗進行

很有幫助 O 張教授果然做獨立研究的能力高強，在短短九個月左右就將論文完成。此

論文也在 H Solid State Electronics H 雜誌上發表。論文完成後，經校方口試委

員會通過， 1970 年再通過教育部口試後，張教授正式成為我國第一位工程博士。

環宇電子公司之成立與產學合作

1969 年 3 月，在我擔任「董浩雲講座」的第二個學期，鍾院長調升教育部部長

，交大院長白劉浩春教授接任。有一次我和劉院長談到本校畢業生多為外國電子公司

請去從事裝配業工程師，感到十分無奈，因而有創辦一個國人投資的高科技電子公司

的想法。我第一步請了一位在高雄加工區飛歌公司工作多年的交大校友郎再興先生，

共同研擬建廠、生產及營運之計劃。然後經我岳父王鐵漢先生介紹認識了紡織界的王

常裕及林榮春先生。我們提出一個詳細的計劃，總投資額為台幣四仟萬元，主要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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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元件，由

封裝開始逐步走-

上一貫作業。同，

時也要自製電子卡

儀器(包括 1971 一

年所生產的第一

台桌上用計算器)

。我更進一步提

出公司每年將此

盈餘捐給交大做

研究之經費。

王、林二位

先生對所提一口

答應。 1969 年 5
h 立一

月開始在竹北買 心叫

下土地五千四百

坪(每坪 400 元)

，並興建三層樓

廠房五千坪(附圖

三)於七月正式成

立「環宇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邱再

興先生擔任協理兼

廠長，我做技術顧

問。我又請了研二

畢業班上高敏文先

生擔任品管部經理，李省吾先生擔任製造部經理。次年二月環宇正式開始生產，到

1972 年員工已近 1000人。

環宇公司可能是國人投資創辦的第一家半導體電子公司，而任職的工程人員大多

是交大校友。但成立五年後，因董事會求急功近利，決定將公司股票以三倍面值出售

給美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 (ITT) ，我當然感到十分失望!但我相信環宇為我國半導

體及電子工業培植了不少管理人才。由環宇 P 畢業炒出來自己創業者有數十位，

包括創辦宏墓的校友施振榮先生。而當初以到盈餘贈與學校之構想，也開拓了現

今產學合作之先河。

「董浩雲講座」之後續工作

1969 年 7 月結束「董浩雲講座」之教學與研究，八篇碩士論文及一篇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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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如說

都順利完成。我們全家也結束了一年在新竹的生活，回到美國新澤西州，我繼續在貝

爾研究所工作 O 回想擔任「董浩雲講座」的那一年，是非常值得懷念的一年 O 我十分

感謝董浩雲先生之慷慨捐款，校友會之盛情邀請，及交大同仁對我全家的照顧 O 這一

年使我對交大產生深厚的感情。

有一件遺憾的事就是「董浩雲講座」的薪資較當時國內教授之薪資高出不少，因

之引起外校一些教授的不滿，向教育部提出抗議。教育部的答覆是這是私人捐款，無

權過問。但是這仍影響了此講座的延續，我就成了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董浩雲講座

」教授 O 但由於交大博士班己陸續招生，急需指導教授， 1970 年劉浩春院長來函希

望我擔任第二位博士候選人陳龍英教授及第三位褚冀良教授的論文導師，我當然是義

不容辭，但我希望他們能到貝爾來工作 O 此事又經朱蘭成教授之協助，貝爾公司之總

裁(是朱教授同學)同意由國際合作經費下出旅費及生活費邀請他們三位來貝爾公司

，在我所負責的單位從事一年的論文研究。

1970 年春季，朱教授提名我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那時我才三十出頭，既

不德高，也不望重，當然沒有當選 O 不過對朱教授的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十分感激 O

1972年我第二次來交大服務一學期，除開課外又擔任一位博士班候選人蘇翔教授之論

文導師。次年朱教授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歲)。我迄今仍常常懷念朱教授對我的鼓

勵，以及對母校的協助與關懷。 1990 年我由貝爾公司提早退休，經研發會執行長張

俊彥教授之安排及阮大年校長的邀請，第三次來到交大服務。近年來由於半導体及電

子工業之快速發展，急需大批的人才來投入此工業 O 我當本「董浩雲講座 J 那一年來

校服務之初衷，繼績為培育我國電子工程，尤其半導体方面之高科技人才努力不懈 O

附圓(三)環宇電子公司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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