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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戀凰城一點點滴滴的問意

盧春林

1)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底，為慶祝高分考取交大電子工程系，生平第一次搭乘當時

最昂貴的莒光號列車，由台南出發前去新竹報到。下火車後第一件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來迎接我們的校車竟然是一部「古董巴士 J (旁邊停著一輛最新式的豪

華巴士，只可惜上面寫著 國立清華大學) ，在半信半疑的搭乘之後腦筋裡面只

有一個念頭，那就是趕快到達學校，不要在半路拋錯才好。不過，話說那輛古

董巴士也真耐用，大三那年前去台北參加全國大專電子展，還是得靠他以每小

時60公里的時速，經高速公路將大夥的參展品運送到台北參展呢。

電工系的級

2) 關於搭乘火車，由於當時高速公路尚未開始興建，南來北往最快速的仍屬火

車，而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一次放長假要回南部時，為了節省時間，也為了早一

點到家，大夥兒決定搭乘夜快車(平快火車)。當時和現在差不多，每天晚上大

約在晚上十一點、晚上十二點與凌晨一點等各有一班列車進入新竹站。而當十

一點的火車進站時發現，乘客雖不算多，但已經沒有座位，也就是說上車無法

睡覺，因此，大夥兒決定等下一班;沒想到接下來的乘客一班比一班多，當最

後一班列車、也就是凌晨一點的火車進站時，大夥兒才知道大勢不妙，因為乘

客多到要上車時，後面的同學必須喊「一、二、三推」才能將擋在門口的人往

車廂裡面擠，也如此才能順利搭上該車。當然，連站都不能好好站了，更別說

是坐下來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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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剛到學校報到時，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交大之「大 J '一開始還以為報到的

地方可能只是學校的某個校區，所以才會那麼小;因為，真的是站在前門可以

看到後鬥呢;只是後來我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那就是我真的在那麼小的範圍

內待了六年。令附上一張照片，拍照的人就是站在學校的後門，而照片中，白

色三層建築物就是當年的行政大樓兼教室，而白色建築的後面是一個有著校徽

的水池，至於水池的後面，當然就是正門了。說真的，要不是在行政大樓的正

中央種了幾棵龍柏檔住視線，照片中保證可以看到正門的倩影。就因為交大校

園實在很小，因此，如果有親朋好友前來交大拜訪，同學們通常會排一點點時

間參觀交大校園，然後把大部分的時間安排在參觀清大校園、尤其是梅園上

面，有時候甚至還會從梅園走上十八尖山，再從十八尖山走回交大。

4) 大一時，按照傳統必須住在學府路(但願沒有記錯)上的第一宿舍(當時又被

稱為「白宮 J) ，該宿舍係八個人一間，每個房間都有木造且可關閉的通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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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幾個南一中畢業的係被安排在三樓面向學府路的這一邊。記得那年冬天，

有一次寒流來襲，雖然大夥兒已經想盡辦法將通氣孔給堵塞起來，可是寢室內

仍然冷得讓寢室八個人都受不了，最後只好放棄寢室，逃到對面寢室，也就是

面向十八尖山的房間，從此對「新竹風」印象深刻。

5) 在交大唸書的

時候，交大的

伙食是最令人

驕傲的事情。

雖然當時我未

曾當過伙委，

不過我知道每中

天的伙食是由一一

學生自行辦理

採購，再雇用

廚工幫忙料

理，因此，雖

然口味上或許無法盡如人意，但絕對可以稱得上物美價廉。記得大一時，每天

三餐的伙食費是11元，而伙食的內容通常如下:早餐由廚工分配小菜，饅頭和

豆漿則是無限量供應:中餐和晚餐已經記不得幾葷幾素?不過印象中葷菜常常

是整條又肥又大的皇帝魚，其長度常常超過餐盤，至於自飯、湯(有時候會有

綠豆湯或者是仙草湯) ，則是無限量供應。只是好景不常，由於唸書期間碰到諸

如退出聯合國等等事件，造成物價大幅波動，記得到大四那年，每天的伙食費

用已經上漲到23元了。至於上了研究所之後，因為做實驗的關係常常耽誤了吃

飯時間，因此而無法繼續在學校搭伙。

6) 讀書期間，免不了會有身體不舒服的時候，而當身體不舒服的時候，通常我們

會去醫務室找護士拿藥，又幾乎每個去拿藥的同學都會問同樣的問題 I 這藥

吃了會不會睡覺? J 而當然每次得到的答案也幾乎都一樣 I這藥吃了保證會

睡覺，因為這樣才能強迫你們休息，否則你們會不要命似的拼命念書。」這應

該可以算是當時讀書風氣的一點寫照。

又關於讀書風氣的問題，記得大三那年是由當時的系主任陳龍英教授擔任導

師，有一回導師突然召集全班同學去系上座談，並且要求沒有特殊理由不得缺

席。結果座談的時候，導師竟然要求同學們不要花太多時間念書，應該注意一

下自己的休閒生活，記得他說 I人的精神就像是竹子一般，如果常常重複的

緊繃、放鬆，則韌性就越來越強，好像竹子可以不怕風吹雨打一樣;反之，如

果將竹子用繩子綁到地面，經過一個月之後再切斷繩子，則竹子再也無法回到

原來的樣子。」這應該也是當時讀書風氣的另一種寫照 O

7) 念大學期間，如果問我什麼事情印象最為深刻，我想我會說梅竹賽。尤其是大



三那年(民國65年) ，梅竹賽拔河的啦啦隊輪到由人數最多的電工系來擔任，其

任務是圍住拔河隊員，以使未受過訓練的交大觀眾變成「有效」的啦啦隊，這

裡所謂的有效，就是要所有的觀眾在加油的時候，加油聲音的節奏能夠完全同

步，而大三的我正好擔任啦啦隊聯絡人。記得當時有一位陸戰隊退伍下來才考

進本校的學弟自我推薦，要求體育組教導拔河隊員穿著足球鞋、並且採用蹲馬

步式的拔河姿勢。結果清大抗議而在報紙上發佈交大拔河隊違規穿著「膠釘鞋」

的消息(當時的交大和新聞記者的關係好像不怎樣，因此感覺上好像就從來沒

有記者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不過，後來還是繼續比賽，而且比賽結果證明

蹲馬步式的拔河姿勢確實優於傳統的側拉姿勢，並且，也證明啦啦隊對於比賽

的重要性，當然，我也因為參與其事而與有榮焉，至今仍津津樂道。

8) 由於念書當時，交大女生實在很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多一點? ) ，因此，許多

辦得不怎樣的社團常常會怪罪是缺乏女生的關係'於是，就在升大三的那一

年，學校開始和全是女生的靜宜學院(現在的靜宜大學)合辦社團研習會，這

應該也是交大的特色之一，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繼續辦?

的大四那年準備考研究所，由於當時並無升研究所的補習班，所有科目包括各校

考古題都得自行想辦法，而一經複習之後才發現自己的物理基礎實在太差，因

此還特地跑去旁聽大一學弟的物理課，我想當時一定有學弟心想'這傢伙一定

是年輕時不會想，才會落得老了還得回來重修。當時同學之間念書念累了，就

開玩笑說，哪天我們去開個升研究所的補習班，只是沒想到幾年後升研究所的

補習班會變得這麼多。

10) 讀書期間，最有名的電視節目應該算是卡通「頑皮豹」和「科學小飛俠 J '當初

的倫理是，博士班的坐第一排，研二的坐其他的位置，研一的有位置就坐，否

則就站著看。如今，那些看科學小飛俠的人，大多已經變成國家的科學大尖

兵，尤其是在半導體方面的貢獻，絕對不會輸給當年的科學小飛俠。

後記:在同一個環境待了六倍芸前石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年，其點點滴滴的回憶實在 i

很多，有個人的、有班上|生曰: 44年4月 13日 i
的、甚至是系上或學校的， I 學歷:交大電工系(62-66年)

實在無法一一詳述，只能摘 j 交大電子研究所(份-68年)

記上述幾項，以供當時的同經歷:南台工專電子科講師(70年8月 -71年7月)。

學共同回憶，如果記憶有 j 高雄科技學院(前高雄工專)電機系講師、副教!

誤，也請不吝賜正，畢竟年! 授(佇71 年8月至今)ν。 : 璽

紀越來越大，有一點「老人 j 高雄自師市範大學物1理里系兼任(何82年8 月月月，吋戶-、、

xx症|也是應該的，不是 i 月)尸。 題
嗎? ! 8臼3年以兩項專利產品參加全國發明展雙雙榮獲: 探

j 金頭腦獎。 封

I 84年竹月參加德國紐倫堡發明展榮獲銅牌獎。 i 0 :.1

I 85年元月6日獲李總統於總統府召見。 j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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