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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年方賢齊學長-唱團

榮獲交大名譽博士學位與開圓圓回祖

夫人合影於母校校園

學長的字號)院長服務交通界數十年，對於復興~""'~~~~

基地電信建設的規劃與督導及電訊電子工業的

發展，貢獻至大。」對於他人的讚譽，方學長

的說法是，-我們那時候，只要有事情做，有

機會將所學貢獻給國家社會，心裡就有很大的

成就與滿足感，還勝過其他物質的享受。」非

常典型的交大人，只懂做事，不會做秀，也不

會想要做大宮、賺大錢。

這位典型的交大人會進入電信界也與母校

有相當的淵源。民國二十一年自上海交大電機工程系畢業，經包可永教授的推薦'進入斯江省電話

局，從此展開了半生的電信生涯。「那時電信在中國算是一門新科技，懂的人不多，我們那裡幾乎

都是交大人。」學長接著說，-從事這行要能吃苦耐勞，上山下海，那裡需要就往那裡去。」

學長的電信生涯大致可分為大陸時期及台灣時期。大陸時期有兩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 ，-長沙

大火，也就是長沙空城和湘桂大撤退。」方學長回憶著說，-當時有風聲說日本人要打過來長沙了

，政府為了不讓物資落入敵人手中，採取焦土政策，我們自己人放火把城燒了，人也撤得差不多，

街道上看不到人影。我為了要維護電台設備留到最後一個走。」單獨留在長沙的學長後來發覺日本

兵根本沒打過來，同時經由鐵路局的電話設備得知訊息有誤，日本軍隊離長沙還很遠，短期內到不

了。學長立刻將現況通知政府。這件事間接或直接促成以後的「長沙大捷 J '學長因此獲得政府表

揚。湘桂大撤退，也是同樣的情形。

還有一件事最令學長念念不忘，他任職粵漢鐵路工程師時，凌鴻勛校長擔任局長， ，-淒校長做

人處世的原則是 IF求賢若渴，嫉惡如仇 JI '對我的影響很大。」方學長終生遵守師訓，榮獲母校

榮譽博士時還特別提到，-一個人個性的塑造，品德的養成，學術的造詣，固然受家庭父母影響力

很大，但最具影響力量還是良師益友，特別是老師。」

民國三十六年，政府預定派人到台灣建設電信事業， ，-那時剛剛光復，又才經歷過二二八事件

，大陸人沒幾個敢來。」學長卻自願跨越海峽， ，-實在是好奇，想看看日本人如何經營台灣。」來

台後的學長正如吳伯禎學長所言，-方學長...由於其遠見及踏實的計畫，連續多年以每年超過20%

的成長率，把本省的電信事業，從相當落後形態，以驚人的速度擴充為最現代化的電信系統...至為

難得。」

當時的台灣剛經過美軍轟炸，到處斷垣殘壁，一片殘破，哪裡有經費發展電信? ，-我們學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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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一套，也就是現在所說的 r使用者付費 dl 要申請裝電話的人要付權利金，大約400-500美金

，這個權利可以轉賣。 J 400美金折合台幣約一萬六千元，當時大部分人吃都吃不飽， r可是不管什

麼時候，都有「有錢人 dl 0 J 學長回憶實施後的情況 r沒想到供不應求，很受歡迎，到處都有人

搶著申請，民間和我們合作的很好。」到處牽線的結果，佈成了完整的電話網路，也莫定了台灣電

信發展的基礎。」後來韓國、印度、大陸都學台灣， r對落後國家，只有這個方法可以成功。」學

長下結論。

為了發展台灣電信，學長擬定二大重點:1.人才的培養。人才是事業的基礎， r我們和交大、

成大建教合作，請他們成立系所，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同時提撥每年收入的加做為訓練人才的經費

，這在當時算是創舉;此外還響應吳大歡先生號召，每年另撥 2% 發展電信研究所，使技術不斷地

跟進時代。 J 2.提倡電信工業的發展。當時的台灣連基礎工業都沒有，更遑論電信設備，然而學長

卻堅持要向本地購買材料， r即使貴15% '為了要保護及培植本國工業，我覺得這是值得的。」事

實證明學長的眼光正確，台灣終於有了自己的電信工業， r像太平洋電纜公司、華新麗華等公司都

是從那時發展起來的。」

從初出校門進入前江省電話局起，學長這一生註定要與電信電子結緣，當年走在中國各處揮汗

勘察電線的他，根本沒想到退休之後，因為孫運璿先生的慧眼識英雄，竟會進駐到生命的另一站一

工研院。

民國六十七年，孫運璿先生計畫發展積體電路工業，請他與潘文淵學長共同籌畫工研院電子所

創立事宜，並由學長接任工研院院長。當時台灣的高科技尚在萌芽時期，科學園區也還在規劃中。

學長上任後積極推動研究發展、有成果後再將投術移轉給產業界，同時為了扶植高科技產業，工研

院還參與創立某些公司，例如聯華電子。曾任聯電第一任董事長的學長說 r公司的基礎好，繼任

的人有宏觀的眼光，判斷又準，前進的步調又快，聯電才能有今日的規模。」

與方賢齊學長私交甚篤，曾任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的吳伯禎學長曾為文寫道 r工研院

在方博士有力的領導下，一方面推動研究工作支援工業界，一方面引進園外的重點科技來加速工業

技術的升級;更幫助尚未建立的工業在國內快速發展。」

經濟學上說人是自利(selfish)的，大部份人的自利是為自己，自己快樂最重要;少數人的自利是

為別人，別人好他也跟著高興。回顧學長這一生， r能有機會為國家社會服務，心裡就有很大的成

就與滿足感。」沒有驕傲，沒有誇耀，學長一臉的平淡自然 O 望著茶杯上氫氫而起的熱氣，一股「

見賢思齊」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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