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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成立於民國55年，鄧

啟福教授於49年自交大電子研究所畢業後， 64年

回交大時，電信系仍在草創時期。次年，電信系

系主任陳英亮教授，延j覽鄧教授回電信系並接任

第三任系主任一職，鄧教授在三年的系主任任期

中，成立了電信研究所，同時將電信系分成電波

組和系統組至今。
鄧啟福教授

民國73年，鄧啟福教授借調國科會擔任工程處處長， 76年改任副主任委員。 79年

鄧教授再度回到交大電信系，第二年擔任教務長 o 81年，交大在新大學法尚未實施

前，就以校內遴選方式當選校長，成為交大第一位由遴選方式產生的校長，歷時6

年。

鄧教授語帶幽默地說: r我現在是退休教授。我離開的這幾年，電信系成長得非

常的多，現在電信系的老師們在學問方面的成就是遠遠超過那時候。」

電信系的特長一系統觀

「當時我們認為電信系的特長就是『系統』兩個字 J '除了細節的探究，電信系

教給學生的是系統的觀念 (system concept)' 有了系統觀念就等於有了一個整體

觀，幾乎是把各領域都連在一起了。這樣的「系統觀J 除了是電信系的特長外，對交

大全體學生也很重要。

提及「什麼是電信」時，鄧啟褔不改其教授本色，像教導學生般譯譯述說道﹒

「電信是電機這個學門中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含信號處理、信息傳送。信息傳送又可

分為有線跟無線。有線又包含了種種電信傳輸的媒介，像光纖( 0 pt i cal f i be r )、

同軸電纜 (coaxial cable) 、還有雙絞線 (twister pai r)。在傳輸的媒介裡，要

透過電磁波的傳遞，因此要讀電磁波在波導管裡、在空間 (open air)裡的傳輸，還

有電磁波在傳輸時受環境的影響，例如﹒天候、地面建築物、其它電離子...等等，

這裡面每一項都是不簡單的學問。」

電信是一個非常大的領域，有著基礎科學的一面，也有應用的一面，從不同的觀

點，可以發揮不同的功能。隨著科技的發展，訊號的內容跟整個包裝方式也在不斷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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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個領域越變越寬廣， I電信」不再是電信系的專利，它成為了很多人共同工作

的領域 O 這個領域跟電子工程系有一些接近的地方，事實上電工系裡也有很大一批人

在作電信，自從網路普遍之後，就連資工、資科也在研究電信。

鄧啟福教授比喻道 I古有瞎子摸象，其實『瞎子摸象』也沒什麼不對，因為那

麼大一個象也是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說是在『瞎子造

象j ，大家一起從不同的角度、功能把這個學鬥兜起來。」鄧教授表示，若要為「電

信」下一個定義，其實很難，也許可以說 I電信是促進人類意念交流的各種制度、

方法跟內容 O 這當中，包含了一切的軟體和硬體 o J

臥虎藏龍的教授群

鄧啟褔教授提到電信系及交通大學電子資訊學院的老師時表示， I其實特質都一

樣，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做自己的研究以及作學間的傳承。」這幾年電信系的教授們在

研究及教學方面的品質，提升很多。也因為這個緣故，電資學院中涉及電信領域的老

師，在國外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中備受尊重。老師們的成功開會rj了新的天地，讓學生

能作更大的發展。

鄧教授憶及在交大最難忘的人，提到電信系的溫鼎勳教授，提提述說道 I我在

交大任教這麼多年，溫教授是我-直非常敬佩的，現在學校裡的學生和老師應該大部

分都不知道他了，他已經離開學校二十幾年，也去世十幾年了，溫教授的女兒活環岸

現在還在電子工程系當老師。 J I溫教授非常聰明，中英文非常的好，吸收能力極

強，動手的能力也非常的強，在學校常見他不斷的在修理各式各樣機器，在交大也算

是特立獨行的人之一。除此之外，他還是個亂中有序的人，雖然桌上的文件常常堆積

如山，但若要他找一份文件，一伸手就可以立刻取出。由於長久負責學校的行政事

務，再加上他容易投入的個性，學校幾乎每一件事情他都能負責得上，老師們有什麼

事，也可以很快從他那裡獲得解決。」溫鼎勳教授畢業於上海交大，交大在台復校，

溫教授即放棄原有的工作，舉家遷往風城，民國52年參與復校工作。他奠定了第一代

的系統實驗室，之後擔任交大教務長，同時也開創電信系，並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70年代的電信系

「當時電信系非常迷你，博愛校區實驗一館三樓的那一層，就是我們系。 j 鄧教

授回憶起二十幾年前的情形，電信系一共只有六位老師，大家都擠在一個房間裡做為

辦公室 O 那時候交通大學只有一個電子研究所，底下分了幾個領域，這些領域就由不

同系的老師來分擔教學的責任 C 所以一開始電信系只有大學部，研究所方面則是替電

子研究所訓練具電信專長的學生。

交
大
友
聲
叩

「



聽聽 •
當時的電信系因為中美教育合作計畫，增添了一些設備。那些設備，對民國64年

的台灣而言，可說是首屈一指的，鄧教授笑著表示: I現在當然是已經全部淘汰掉

了。」鄧教授表示，當時交通大學是唯一有電信系的學校，一直到最近這幾年，其他

學校才紛紛仿效成立了電信工程研究所、電信工程學系等等。

70年代的交大校區很小、人數不多， I在博愛校區的時候，整個學校不過千人，

老師不到一百個。」老師們不但彼此認識，也認得大部分的學生，這也使得學生跟老

師的關係非常緊密。「學生常常到老師家裡包包餃子、吃吃東西、聊聊天之類的J '
「我們都曉得這個學生是哪個系的，用不用功，有沒有男女朋友啊?有沒有蹺課?他

幹的什麼壞事兒、好事兒，我們都曉得。」鄧教授提到這些往事時，不禁笑了出來，

彷彿又回到了過去的時光。

l 明寺學生人數雖然不多，但二十多年後，個個都很有成就 o J 鄧教授說。就以

學術界而言，現在交大電信系的系主任張仲儒，陳信宏、尉應時、高1翟煌教授，清大

電機系彭惠教授，都是當時的學生，如今在各自的的領域中，都有傲人的成績，柱產

業界創業的人也為數不少。

現在的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發展至今，老師約達六百人，再加上兼任客座，接近上千人，比以前的

學生人數還多。交大的學生人數約八、九千人，加上在職進修生，大約有一萬四、五

千人。「現在的工程四館就有八千多坪，以前整個博愛校直所有的房子加在一起也沒

有八千坪! J 鄧啟褔笑著為今昔做了個對照。過去由於空間不大，大家接觸的機會自

然比較多，現在散開來之後，喜歡獨來獨往的人，自然可以不跟他人往來。這樣的好

處是資源多，壞處是人跟人間親密的關係不如以前。

鄧啟福教授是交大的早期份子，他表示大家聚在一起難免會談到過去有多緊密，

「但是這也不一定正確，大學之所以成其大，是因為能包容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性

格、不同的才能。鼓勵不同的人作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成就，大家互

相尊重，這樣才叫做大學。」

對電信系的期許

「我希望電信系的學生能體會到這種「有容乃大』的觀點。」鄧啟褔提到了未來

電信系應秉持的態度， I首先要知道電信絕對不是電信系的專利，事實上電信是一個

非常大的頡域，涵蓋了很多不同角度的人可以努力的方向。 J 電信系的師生要學習如

何尊重別人的發展、如何愛惜別人的發展、如何跟別人合作發展，最後這點尤其重

要。不同的領域在長時期的發展後，會有自己獨特的目標、方法、成就，立相合作

時，可以體會這些方法在其他領域上的應用，這樣學問就可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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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跟創新。對鄧教授而言，創意|

跟創新絕對不是幻想，而是需要不|

同領域的結合落實這些想法。 I其

實就人類的發展而言，創意跟創新

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時候是

累積過去很多的經驗，不同的領域

互相交流而產生嶄新的組合。」

鄧教授也對未來的電信系及所

有交大學生提出了殷切的的期許:

第一、胸襟要寬大，要包容別人。

第二、要尊重其它領域的人及方

法，透過交流，再昇草成新的領域

出來，這才是創新跟自IJ意的起點。

打好外語基礎踏上國際舞台

「學主外語的訓練一定要加強，否則將來可能會被淘汰。」經常出國的鄧啟褔教

授在最後提醒學生， I不說別的，中國大陸第一流的大學:北大、清華、南京、復

旦、交通、湘江大學等等，當我看到那裡學生的語文程度，就覺得我們年輕一代在語

文上的訓練真的不蚵他們。」

「未來的世界，絕對不是只埋著頭在台灣稱大王，就算想稱也稱不了，因為別人

會把你淘汰掉，所以一定要走向世界，語文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具國

際性的英語外，鄧教授也希望學生能把中文的底子打好，他打個比方說 I在網路上

寫文章，即使罵人也要讓人看起來舒服，這樣才有效。否則罵了一大篇別人連看都懶

得看，會有什麼效果? J 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讓別人知道，一定要有語文的能力。聽

| 交大前校長鄧啟福教按的一席談，令人如沐春風，也希望所有交大學生都能記住鄧教

I I 授的殷殷叮嚀 O

l 激采校采旦在路 1

交通大學擬於浩然圖書館七樓設置校史館，其中將閉關一般性及

各專項等二方面之介紹 O 為充實內容，特徵求校友們提供有紀念價值

或與梅什賽相關之照片(翻拍照片亦可) ，並陳列於一般性校史介紹

之部份，惠請大家踴躍提供，如家惠賜，請寄交通大學「學務處 J 或

電洽。3-5712121 轉 50602任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