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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立﹒世紀交替的年代

翁啟信

處在當今，這個世紀，與下個世紀之間的年代，我們面臨的，到底是頹廢虛無

的，法文 (Fin de si 、 e c1 e) 所意指的世紀末，或是充滿光明契機的，德文

(Jahrhundertwende)所意指的世紀轉?

l\arrowl y Cap工 talistic Technology-Utilitarian

專精化工程導向技術學院

~~摘自某學長的簽名檔

NCTU在你眼中，是什麼模樣?

交大自從在台灣復校，以電子系所起家後，就帶著濃厚的理工氣息。而培育出的

交大人進入社會後，憑著過往絮實嚴謹的訓練，以及技夜不倦的努力，都在職場上繳

出了亮麗的成績單。尤其是近年來一片欣欣向榮的電子產業，更有不少是由交大人所

締造的成果，因而帶動了整體經濟的繁榮。這樣輝煌的表現，也就理所當然的建立起

交大人在業界的口碑。

於是，如今的交大不僅在學術性的研究計劃上與相關企業界有著密切的合作，更

不時與業界舉辦校園徵才的活動，一方面讓企業能較直接的吸收交大人中的佼佼者，

同時也讓交大人對企業有更深入的認識υ 這些交大校園與企業間的頻繁互動，逐漸塑

造出了一種微妙的供需關係，使交大的教學方向慢慢偏向提供企業人才的訓練，以注

重實用為目的。這可由天下等相關財經雜誌，動輒出現的「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人

才」、「企業對各校學生的滿意度」等標題得到印證。

另一方面，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各門學科發展神速，漸漸地，每個科系在其所屬

領域深化耕耘的結果，擁有的技術理論越來越專業、龐大。在這樣的演進趨勢下，即

使彼此處於同樣的學院，只要是不同科系的學生，往往就無法了解對方的修習領域，

而逐漸造成各學科之間的學術鴻溝越來越難跨越。

大學的功能眾說紛耘，而且在學術上有過極為精采的研究討論，至今仍未有定

見 O 然而其基本的目的，應是在於培養健全的國民所需具備的各方面能力，以助其全主

面性的人格發展O 這也就是一般認為「大學不宜太早分科」所持的論點。從這個角度題

來看，在當今學術界都出現了檢討的聲音，憂心各領域學術藩籬越來越高，使得學術探

研究越來越缺乏宏觀的視野， r隔行如隔山」愈益明顯的情況下，追求「專業化」儘 討

管重要，卻不應該因此而阻礙了對於知識的整體了解O 哲學家庫里士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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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於:真實性的知識是整體性的理解，片段的知識則令人恐懼。

如今，交大人在本科系的授課研究內容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專門的情況下，一片

瀰漫著實用主義的氛圍:加上受到過去濃厚理工氣息的傳統的影響，所受的教育越來

越專業深入 O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學術領域上也就有著越來越窄化的趨勢，某一個

科系對於鄰近學系的領域往往互不了解，有著不淺的隔閻。而現今所規割的通識教

育，大多只是聊備一格，完全不具有其規劃之初所應秉持的原則 I提供交大人對各

方面知識的通盤認知，以平衡本科系課程專精化的現象 J 0 更有甚者，許多交大人修

通識學分的依據幾乎是以「營養」與否來考量，修課內容不是重點，輕鬆好過，分數

高才重要 O 現在交大的面貌，已經距離所謂的「大學」越來越遠，而逐漸朝著技術學

院、或職業訓練所的方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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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愛因斯坦曾以「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尸對學術教育的窄化提出警告。認為

若只注重技術性的訓練，而不能以宏觀的角度吸取知識，將失卻本身的主體性。令人
34

當然，在現今講求專業化的潮流下，交大逆流而行並不是什麼好事 O 但由於本身

特殊的條件背景，交大分科的程度，在國內大專院校來說，已經是極細的了。即使真

要窮究專業的領域，也可以留待研究所，再進行更深化的學術研究，而沒有必要在大

學就因追求專業，而犧牲了學術上宏觀的視野，造成思維的窄化。更不應隨業界起

舞，一昧的追求實用主義。在一般的認知裡，在大學裡即使學得再專門，出了社會仍

未必能銜接得上，大多要重新再學。因為大學的教育並不在於短視的熟習技術，而是

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期建立穩固的學術基礎，以供日後的發展。況且，一昧的以日後

的職業走向作為大學教育的考量，只不過是更加強「大學生是資產階級後備軍」的惡

質化發展。



交大

憂心的是，這一代的交大人如果不能多方面充實自身的素養，獲取全面性而非窄化的

知識，思維單一化的結果，自身的人性必將逐漸被剝離，而被工具理性所宰制，真正

成為愛因斯坦口中「人事不知的狗」。

在中世紀時期，人類僅能從他所屬的種族、家庭或工作團體意識到個人的存在。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這層面紗消失了，國家、種族、家庭這些社會機制都被客觀化

了，而同時個人的主觀意識相對強化，人類成為有意識的個體，並以這樣的主觀意

來認定自己的存在， ..

~~歷史學家 J. Burckhard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當今資訊快速發展，只要看媒體上一窩蜂的報導，即使再1割葷的人，都能感受

到:這波的資訊革命，即將構成生活上、社會上全面性的變革。現有的法律規範往往

一瞬間就跟不上資訊的發展，而成為過時了的古董;經濟型態更不再是以往我們所熟

悉的模樣，而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形式發展著。而在這波資訊革命的浪潮中，網

路的發展無疑的，是有著最豐富的樣貌，也最具有潛力O

在國內的各大專院校中，交大網路的發達，堪稱數一數二。不僅有著便利的宿

網，使交大人平常在宿舍就能很便利地運用網路資源，部分系所的學生幾乎人人都放

著一部電腦在寢室中，資訊相關系所的設備更有著傲視全圍的水準。對這一代的交大

人來說，使用電腦、上網是極為普遍的事。說網路是交大人生活的一部份，其實一點

也不誇張。

即將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資訊革命，被視為第二次文藝復興，而網路的發展，也就

理所當然的被類比為印刷術的發明，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C 如同印刷術的發展加速了

知識的傳遞，解放了人民的創造力，使人們從中世紀的政教控制中掙脫出來。在「資

本主義全球化J '全世界籠罩在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中，文化快速的單一化、平面

化，趨向「輕、薄、短、小」的今日，網路的發達究竟是讓個人能獲得更強大的資訊

力量，自各種程桔中解放出來?還是由於技術被少數人把持，用以服務國家或大公

司，反而更加助長了對個人的宰制?我們面臨的，究竟是可供自由馳騁的疆野?還是

赫胥黎筆下的，由國家機器強力掌控的美麗新世界?

環顧周圍，總是汗顏的發現，交大人使用電腦網路的，仍以打電動，上BBS聊天

打發時間，抓檔案圖片居多，網路的使用仍只是停留在扮演提供娛樂的角色。在以

BBS (電子佈告欄)為主的資訊流通中，網路的不叮管制性呈現了一個人人平等的、

去中心化的對話場域，使人不再能依恃著社經身分、地位，而以一種平等的虛擬身分

進行對話 O 這種特性，幾乎已經是提供了理想中的媒體所需具備的重要條件。但很可

惜的，以現今的發展情形來看，使用者在 11未建立起相對應的網路文化 C 訊息的傳遞雖

然便利，但大多數卻是毫無意義的垃圾訊息。於是大多數人在面對漫天而來的資訊，

若不是耗費漫長的時間進行資訊的篩檢、解讀，就是被資訊的洪流嚇住，從此胃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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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課外活動能在某個層面，大致代表交大人的興趣取向，那很明顯的，通

俗性逸樂是大多數人的選擇。當然，通俗性逸樂盛行並非什麼十惡不赦的現象，要深

惡痛絕的除之後快，而且從某個角度來看，其存在也有著不可抹滅的正面意義 O 但是

壞，只挑選輕薄短小的訊息，而不耐煩於接收比較巨量，比較具有深度的資訊;甚至

因此而完全放棄接收資訊 O

網路在資訊流通上的威力及重要性，將慢慢浮現出來。以台灣現今的社會情況來

說，報紙電視等各式媒體極度誇張的惡質化發展，趨向越來越商業，越來越媚俗，目

前學術氣息仍濃厚，尚未受到商業機制進佔的網路，似乎是如今顛覆惡質化媒體，以

趨向比較良性的發展的唯一希望。而以交大人所處的網路環境的優越，以及普遍性

的，對電腦技術的熟習，在第二次文藝復興來臨之際，交大人必然站在極為重要的樞

紐位置。而造成的影響是好是壞，以及最終會是什麼樣的結果，都還是未定之數，值

得交大人細細深思，審慎踏出腳步。

如狄更斯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混亂的時代。資訊，或者說網路的發

展，能不能朝著比較良性的方向前進，成為新興的媒體，以幫助個體脫離種種不當的

宰制，還給人本來的面貌;能不能形成一個供社會上各階層雙向溝通的場域，以彙整

意見，形成民意的表達，就要看網路上能不能建立起良好的文化，消除惡質化灌7k這

一類無意義資訊的現象。在學術網路，在交大，勢必居於變革的起點 l

現代科學原則是以 F 述方式先驗地建構的，即它們可以充當自我推進、有效控制

的領域的概念工具，於是理論上的操作主義與實踐上的操作主義漸趨一致。由此導致

對自然進行愈加有效統治的科學方法，透過對自然的統治而逐步為愈加有效的人對人

的統治提供純概念和工具﹒‘....政治意圖已經滲透進處於不斷進步中的技衛，技術的邏

各斯被轉變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狀態的邏各斯 O 技術的解放力量 --{I史事物工具化

轉而成為解放的桂槽，即使人也工具化。

~~法蘭克福學派健將 Herbert ~arcuse (單向度的人〉

提起風城的人文環境，總是讓人不禁搖頭。科學園區的高度繁榮，並沒有帶來相

對應的高品質文化環境。而屬於新竹學術中心之一的交大，雖然近年來成立了人文學

院，然而就整體環境來看，仍是持續著重理工、輕人文的不平衡現象O 在這樣的環境

因素下，造就令人汗顏的文化沙漠，也就不是什麼意外的事了。

以交大現今的社團發展狀況，服務性社團(或應正名為聯誼性社團?)永遠聲勢

浩大，輕易的就能從學校獲得經費，舉辦大型活動。而學術性社團卻彷彿走向另一個

極端般，總是門可羅雀，小貓兩三隻的慘滄經營，不僅在活動經費的申請上受到刁

難，甚至在學校經費自譯的壓力下，動輒面臨社團辦公室遭收回的窘況O 而從學聯會

交 所辦的種種大型活動來看，多半都是舞會、演唱會之類的，鮮少有高水準的文藝活

大 動，更別提電影小組的選片片單老是充斥著好萊塢的商業影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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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交大人的生活除了專門的課業，以及通俗娛樂外，別無他物，這樣貧乏的精神生活

所導致的思想窄化，就是令人擔心的現象了。

如同知識上的窄化使人目光短淺，在生活上如果除了淺碟子的逸樂文化，以及高

度的工具理性外，沒有人文方面的刺激，這樣思想的單一化，會使交大人逐漸失去比

較接近人恆的部分，而極端的機械化，這當然是令人十分憂心的現象。而且一個人思

想維度的單一，意昧著他只接受某一種意識型態，久而久之，他就變成只能、只願意

接受那樣子的意識型態，失去反省批判的能力之後，也就越容易受其操控、宰制。在

這個科學文明已經過度發達而成為獨尊的意識型態的時代，實在沒有必要讓人更加的

工具化，而失去其本身的目的 O

未來將會如何，誰也無法預料。但，一定會不一樣 無論好壞。我這樣堅信

著。

社:本文中概括性的使用「交大人」一詞，有過度化的之嫌，不甚妥當，然並無其他

更適合的表達詞彙，只好姑且用之 O

翁啟信小檔案

1977 呱呱墜地

1995 台北市立建國中學畢業

1998 即將邁入在交大電控的

最後一個年頭

(編按:作者全家皆為交大人，父親

翁明毅為電子的級、電研所 62級，

母親顏淑琴為電信 62級學姊、其妹

翁婉玲為電子 91級新生 c )

喜歡音樂、書。

自從告別童年時代，

就開始陷入無以名之的焦慮中，

於是不斷地尋找透氣的窗口，

直到今日。

非常清楚自己是個無可藥救的理想主義者 O

因緣巧合吧，

父母都是交大校友，

而我們兄妹倆竟也都成了交大人。

於是想起交大，

總不免有著愛恨交織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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