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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文化? ，.很理工」吧!崔教授如是說 O

「很理工」通常意味著簡單而邏輯。交大人對於人問

事的認知較單純， Cammon knowledge有時會較薄弱，因此

在處理社會關係時，有時難免會顯得突兀'這樣的特質反

應在做人處事上，好的方面是比較可愛、直接;如果從另

一角度看，這樣的特質卻使得交大人的世界顯得單薄。由

於其實的世界是複雜的，雖然把事件簡化未必不好，但在

簡化過程中，卻也可能損失一些意義。崔教授進一步說明

著，當科技發展到目前這個地步，往往需要更多的創意與

變化，若是一味侷限於一己的專業，可能因過於專注而導

致對其它事物的無奈日無感，這對創新是有害而無益的。

一直以來，崔教授的學域都是屬於人文領域，不論是

現在執教的傳播所，還是過去的共同科英文，然而她卻一

頭栽進交大這個「很理土」的學校十八年，甚至她的另一

半 光電所祁蛀教授也是資深交大人。長期浸淫在「很交

大」的環境裡'崔教授的人文特質無形中也起了變化 O 崔

教授笑著說， ，.現在我成了怪胎，既不是人文人，也不是

理工人」。相較於之前自己所處的人文環境，崔教授覺得

交大單純的環境有助於她思考上更條理、更邏輯、更寧

靜 O 對於這樣的變化，崔教授覺得很好，而這也是她喜歡

交大的原因。

雖然喜歡交大簡單、直接、邏輯的特質，但崔教授仍

然覺得交大文化其實可以更多元、豐富，對事物看法則可

以更包容，而不是僅以刻板印象看待一切，認為邏輯就是

唯一的法則。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人、事，試著去了

解、接受這些人、事的灰色地帶，也許可以開發出更多的

可能性，激發自己的創造力。此外，若是能在條理和規則

中探索一些模糊、不確定的事物，往往能有另一番體會和

樂趣， ，.豐富而不雜亂，這樣，人生會有趣好玩些， 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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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交大正在改變、進步中，但相較於鄰校清大，交

大的人文氣息似乎還是微弱些。雖然清大濃郁的人文氣息

係其傳統校風使然，但專長於組織傳播研究的崔教授卻表

示，.組織是可以規劃、可以改變的」。她認為組識可以

被規畫u ' 組織文化當然也可以被塑造，只是這種設計規劃

的成效不是一賦可及，而影響卻是深遠，端視學校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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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計。崔教授也強調，科技應該與藝術生活結合，才能更美、更趣味也更具深

度。從長遠來看，交大若要比其它學校更突出，日齊身團際一流學府，這樣的長期投資

是值得的。

究竟什麼樣的文化才有「人文氣，皂、 J ?像清大人每年舉辦自己人的音樂會就是?

其實人文氣息的養成並不僅止於此。由於文化的影響是深層的，崔教授認為所謂的人

文氣質應從人文思考做起，而初步的實踐也滿重要 O 例如學校教師及學生可以使觸角

往自己專業之外去探棠，先從單富自己的生活作起，在專業研究上也可以與社區有更

多更緊密的結合，而不是僅限於科學園區、工研院等產學合作。

近幾年來，交大人文社會學院相繼設立外文系、應藝所、傳播所，以及許多通識

課程的開設，確實為交大帶來不同的氣息，交大內涵變得比以前豐富。以傳播所為

例，由於傳播所招生時就希望能招收不同領域的學生，增加傳播研究的豐富性，因此

綜觀傳播所學生大學的學域，還真是五花八門，舉凡理、工、醫、農、文、法、商皆

有 O 正因為學生背景的豐富性，傳播所學生相較一般交大學生的特質上也有所不同，

就崔教授個人教學經驗觀察，她覺得傳播所學生「有趣一點、比較有生命力、較不單

調、比較有人文素養」。這樣的情形其實正是一種交流，無論對傳播所學生或對交大

的理工科系學生而言，都有正面的影響，崔教授對於這樣的交流持以肯定態度。

成立才七年的傳播所引進不同學域的學生，讓交大校園多幾分活潑，是傳播所現

階段對交大帶來的最大貢獻。崔教授表示，若要讓傳播所對交大有更多的貢獻，首要

之務應是成立大學部的傳播科系 O 以交大在電機資訊方面的優涯資源，成立傳播科系

勢必可以走出一條不同於傳統新聞傳播科系的路。未來若成立傳播系，將側重於新媒

體傳播，特別是網路傳播方面，而組織傳播與公共關係也可以是日後交大傳播系的發

展重點之一。

崔教授她以「人文交大人」和「交大人

的另一半」的雙重身份，提出她在交大十八

年來的人文觀察，在細說「很理工」背後意

涵的同時，也洞悉許多交大人平常不會注意

到的盲點。從人文思考面來看交大，你會發

現，交大的天空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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