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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德呂學長返校演講

二-+一知識世紀來臨時人又與科紋的平衡與互動

邱秋雲

獲得第五十三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交大傑出校友楊德昌學長，剛從坎城光榮

賦歸後，隔天 (5/3 1)就到交大進行了一場演講，講題為「第二十一知識世紀來臨時

人文與科技的平衡與互動J '他表示是為了回韻母校、也為了答謝張校長的熱情邀約

而來，他更希望能藉這個機會與學弟、學妹們分享他這幾年的經驗與感想。

一個陽光灑地的早上，楊德昌學長背著雙肩包包，一身休間的裝扮出現在浩然國

際會議廳的會場，吸引了不少的交大學弟妹們前來一睹他的風采。除了介紹他的電影

新作「一-J' 他還與大家分享了他轉行的經歷，以及他在科技和人文間獲得的不同

啟發和思考。

為什麼從高科技跑去拍電影?且聽學長細說從頭!

/1、時候愛盒鴉、畫畫

楊德昌學長說他從科技到人文，並非完全沒有背景，一跳就跳過去了，其實整個

轉換的過程蠻長的。他回憶說，從他有記憶開始，就喜歡拿著一支筆，跟著哥哥亂

畫、塗鴉，結果家裡揖得到的牆都被畫滿了東西。

中學時，學長開始喜歡上電影，但在當時看電影是一種高消費，因此，同學問會

彼此描述自己看過的電影↑青節給大家聽。楊德昌學長則將故事情節畫出來給同學看，

這也開始他學習畫腳本的功夫。楊學長笑著說，他也會畫沒看過的電影，然後騙同學

說他看過，自己編故事劇情，所以也有了編劇的經驗。當時他的名聲還不錯，同學都

拿紙請他畫漫畫，因此他繼續編故事、軍漫畫，一旦遇到瓶頸，劇情發展不下去時，

他就對同學說下一個故事更精采，然後把武俠劇變成一部西部拓荒記。他指出，正是

當初的編劇經驗，讓他在後來的編劇結構上比別人少出錯。

考大學，是一段持妹經驗

楊學長說進入交大是一個機緣。高中時，他成績並不好、只愛畫畫，一心想念建

築系，於是選填了東海、成大的建築系，結果老師約談他，認為他低估了自已的實

力，更希望他為建中的升學率盡點責任，所以他在建築系前多填了四個志願，交大控

制工程系正是第四個，而他因多考了四分，就這樣成了交大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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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交大讀書風氣很盛，圖書館每天人滿為患，學生都得用一堆堆書來佔位置，

根本沒有空位置，所以競爭很激烈、壓力大，第一年他的成績並不好，他心想是因為

興趣不在此，所以過得痛不欲生，大二時甚至考慮重考。

有一天他走在校園裡，突來閃過一個念頭: I別人可以做的，我為什麼做不到? J
他發現不要先設定自己不適合去做什麼，才不會自我設限，這♂念之差，改變了楊學

長所有的態度，第二年他的功課突飛猛進，一直到畢業時他都是名列前茅。

出國法是真正的轉折點

當完兵後，出國又是另一個機緣!當時，有一位交大的學長一竇祖烈院士，他們

都叫他老竇，回到交大講學，而老實學長在楊學長申請到的佛羅里達大學中任教，於

是他就跟著老實學長到美國深造。他說，當時老竇學長即已看出資訊工業與電腦是未

來的主要發展。他也就從控制工程轉到電腦方面，開始學習→切有關電腦的知識。

楊學長認為電腦領域比過去所學的工程更人文一點，例如做設計、寫程式時，須

要考量許多人文的判斷;要省時間抑或是省空間，是用軟體還是硬體省，對他而言就

如同在編故事，有一些變數是主角、有些參數是配角，他覺得相當有趣。

那時，老竇學長給了他一個沒有人做過、

沒有參考資料的碩士論文題目一「中文電

腦j 。他花了一年的時間，想出一套如何使電

腦使用與閱讀中文輸入法。這給楊學長一個很

大的啟發 I去做沒有人做過的事情J '如同

在創作的時候，也是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要

去找到相關資源來完成它 O 由於楊學長研究順

利，老竇學長早將他的博士路舖好，他卻毅然

決定前往洛杉磯去念電影，他說﹒「因為很多

事想做都沒有即時去做，↑白會來不及。 j
楊德昌學長(左一)與哥哥楊日昌先生 O

當他拼命進入美國排名第一的南加大電影系後，卻發覺學校教的和他當初所想的

完全不同，念了三個月後他就挫敗地離開了 Q 楊學長說 I過去所學的科技請求證

據，到了人文面，變成怎麼講都遇，我感到很挫敗，所以就歸納認為自己沒有才

華。」之後，楊學長在西雅圖某公司擔任系統設計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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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學長戲稱在擁有「正當職業」七年後，某天，他無聊地開車在街上開晃，一個

人去看了部由一位推動德國電影新浪潮的導演所執導的「天譴j 電影後 O 他深深受到

感動，而且被啟發了。他感性地說: I那時我才發現﹒原來電影可以讓人有這樣的感

動。憑一個人的意念，在惡劣的環境中，能拍出他想要表達的，我心想也許我仍然有

機會拍出自己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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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灣朋始扶入電影世界

無獨有偶的，一位念電影系時認識的同學，找他回台灣寫劇本，他請假回來了解

狀況後，陸續有工作找上門，於是他便辭掉西雅圖的高薪工作，回台灣投入了編劇的

工作。後來他接了張艾嘉「十一個女人」的導演工作，正式投入電影圈，這些舉動還

受到他母親的關切，勸誡他回到「正當職業」。

楊學長覺得自己相當幸運，因為他的作品在國際間很快地受到注意。最令他興奮

的是1986年的作品「恐怖份子J '被視為具有突破性的影片，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的青

睞，並得到那一年的英國電影學院獎。那-刻，他深深感觸到自己有科技的背景、訓

練，使他編劇的劇情結構能精筒、效率高，也察覺到科技與人文間隔闋的不幸: r做

技術、做工具的人不了解做創意、做內容者的需求， {i披肩if意者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

身真正的需要給技術者了解」。他慶幸自己在這兩邊都有機會去了解，可以讓他的作

晶晶質比較好。

楊德昌學長過去的機遇與人生轉折甚多。如果他沒有多選填四個志願，也許就不

會和交大有交集;如果當初他休學重考，科技面的背景將不完整，也許他的作品呈現

不出科技與人文兼具的風格，如果他沒有看到那部德國電影，也許{也不會再踏入電影

這一行，而在科技界成為億萬富翁;如果他沒有糊裡糊塗的當了「十一個女人」的導

演之一，他也許不會就這麼一頭栽進電影圈裡，如果. .. .。太多的如果，使得一個人

的人生有太多可能的變化，而楊德昌學長一點一滴的經驗，如今成就了他在國際影壇

的地位。

人文與科紋系，何會二步柔之?

對於這個問題，楊德昌學長說「一一」所要探討的即人文和科技之分裂、隔閔有

關，許多人都覺得人文是很籠統的、內在的、主觀的;科技則是客觀的、可以證明

的。人文的學習過程中需要很多資訊，每一個體才能做正確的判斷、評估，他認為不

僅劇中的吳念真會碰到，很多人都會碰到這個問題。他自己經過多年來的思考後，認

為有許多因素造成了「人文與科技的分裂」

1.社會價值觀的影響

楊學長說當初考大學時，就強烈感受到社會價值觀把這兩者分得相當清楚，像男

生成績好的就應該念理工科，成績爛的才去念文科、考乙組O 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只

想到科技帶來的社會地位、生活保障，所以父母、師長們希望子女去念理工科或醫

科，而沒有真正考量到人文對我們的影響與價值是什麼。

2.人文界長期被忽略，形成一種惰性

竹
湖
風

垂
自
錄

45



風雲人物﹒

過去人文給一般人的印象並沒有那麼正面，尤其在思想封閉的年代，使得人文一

直停留在次等位置，人文方面也形成一種自貶的惰性 O

3.中國文化本身的問題

楊學長表示中國儒教文化，並不鼓勵創作、創新。以前，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應

該才是中華文化最輝煌的時候，因為每個國家都想一統天下，所以尊崇的學術思想都

不同，所以思想力蓬勃發展。結果秦始皇利用法家一統天下，但是法家可以統一天

下，卻不能治天下;到了漢朝，董仲舒主張獨尊孔孟，就是希望能長治久安。但是其

前提為:假設儒家知道天下一切事理，對任何事都有定位，才能自圓其說。然而歷史

上改朝換代的比比皆是，新的君主說自己才是真命天子，使得儒學到後來沒有辦法自

圓其說了，變成向清談。這長久以來儒教思想的潛移默化，使得中國人創新的機會不

多，例如在課堂上課時，是要學生找答案?還是聽答案就好?

楊德昌學長說人類的進化不屬於任何一個人種，而人直在追尋種真理，這是

天經地義的 O 儒教文化的缺陷是假設已知道所有的東西，不承認可以尋找到真理，如

此人文與科技當然會分開。他覺得科技與人文的分家在其他國家並未如此嚴重，因此

他認為可能是與本身文化有關。

楊學長最後提到，有了網際網路之後，有很多知識可以透過新科技，馬上傳送到

每個人手邊，不像過去想看一本書，要經過出版商、書店等長時間的拖延。現在，網

路時代，知識推動著社會，非常快速、成本又低，那接下來是什麼?就是每個人都被

逼著做動作，而「怎麼做J 即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楊德昌學長小檔案:

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58級，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機工程碩士。

曾任職美圓華盛頓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後轉入演藝事業發展，擔

任電視電影舞台劇等編劇與導演，並成立獨立製作影像及舞台劇公

司。電影作品，包括: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青梅竹馬、恐怖分

子、一一等，多項作品曾崖獲海內外殊榮，今年更榮獲坎城影展最

!佳導演之肯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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