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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個月來，未特意感受加

州天氣的變化，像是忽然間才發現

這幾天總是暖陽，是的，十一月的

暖陽，是見人就會笑的那種。在這

個時候，竟寫不出東西來了。我把

手提電腦帶了，上了車，決定去曬

太陽。

當書中的故事，從電腦螢幕屏

上一字字敲出來時，許多的感想其

實是同時出現的，它是零亂而真實

的，是無法刻意整理出來的。所

以，請容我，在這裡，想到那裡，

就寫到那裡，不再拘泥於文體，也

不用再思考題旨與主軸。就這樣，

聊一聊吧！

寫到這裡，其實是花了三年的

功夫。一九九九年，前交大校長、

前國科會主委、現任長庚大學校長

郭南宏到矽谷來，當時，我還在世

界日報當記者，一場採訪餐敘，北

加州交大校友會會長談駿逸很認真

的說，應該有人把交大校友長期以

來在台灣與矽谷科技界的耕耘與互

動做個記錄，從他的眼神語氣中，

看得出來這絕對是「大事業」。

然而，我與這本書的緣份在十

四年前就已種下。我大三，每天在

輔大外語學院前的小巴黎，想著該

去那個社團串門子？在新竹交大，

他則過著每天看來都一樣的日子，

上課、打球、游泳，鍾情於教室、

宿舍、餐廳間的「三角習題」，有

的是規律，似乎少了無序的浪漫，

這大概也是不少交大人共同的經驗

吧。然而，在後來的採訪中，體會

到他們這樣認真的日子卻是踏實而

難忘的。對了，後來輔大的我，和

交大的他就成了一家人了；所以也

基於「姻親」關係，這個「大事業」

落到由我來做記錄。

我對這個「大事業」的感情是起

起落落的。起先，碰到交大人會很

興奮，試圖找到可以寫的故事，到

後來真希望不要再碰到交大人了，

l 李喬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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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陣子，「交大」兩個字，就像

是我的緊箍咒！我真的怕寫上一輩

子都寫不完。

在混亂中，我一直不知道該如

何開始，也就這麼拖著。人家說，

寫本書就像生一個孩子，我卻覺得

比生孩子難得多了（這段時間，我

多了一個小孩，小名「酷龍」，連

同哥哥「酷比」一共兩個）；會長

也從談駿逸、吳廣義到了鮑

益勤，一路支持。原本只把

觸角放在矽谷，可是從矽

谷，又看到它與台灣的互

動，也看到中國大陸的興起

對台灣和矽谷的影響，怕是

更亂了。我曾把格局想得很

大，兩岸的，三地的，跨時

空的，甚至是交錯發生的，

後來，一位新聞界的朋友一

語驚醒夢中人，她說，如果

連寫的人都覺得混亂，又何

況是讀者？

我想，「混亂」的另一個

原因是，我希望能納入更多

的故事。

值得喝采的科技
人

一九七○年是半導體風起雲湧

的時代；八十年代，半導體逐漸成

熟，進入個人電腦的時代；九○年

代，網路通訊帶領人類走向新世

紀；是多少英雄豪傑。早期，有王

安在美國樹立的創業典範，還有結

合力與美，科技與藝術的世界級橋

樑大師、美國國家科學獎得主林同

棪以及楊裕球胼手胝足在美國以及

國際上樹立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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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波創業者，如八○年代的

林建昌，也是美國交大圈裡的大哥

大，創辦 Tride nt  Mic ro sy st em s

、孫燕生的 C - C u b e ，黃炎松、趙

修平的EC AD等，對台灣早期半導

體設計發展也都有影響。「演而優

則導」的創投高手邰中和、程有

威、林元闓以智慧、管理與經驗的

「結晶」扶植創新產業，在創投天

地裡，培養新世代接班人；創業之

外，3C OM副總裁王崇智、前宏碁

美國總經理吳廣義(現從事創投)

等。

九八年、九九年、甚至二○○

○年的矽谷不可一世。網路通訊時

代來臨，在浪頭上，更衝出多位青

壯好手，上市的公司就有張若玫的

遠創(Vi tr ia)、成建中、葉漢章以

及許文良的遠屆科技（P CTel）、陳

宏的 G RI C 、胡智博的 A l t iG e n 、

周良華的 C o s in e 、張紹堯的冠遠

科技（C la re nt）等。此外，李廣益

的 T r a n s M e d i a 、吳錦城的

A r r o w P o in t 被思科併購、施振強

的A llay er被Br oadc om併購、王宇

光的Pans te ra被Pixe lWor ks併購、

李安渝的網象（I nt er ne t I ma gine）

被 I n t r a w a r e 併購，此外，郝挺的

傑發（B r o ad m e d ia）與聯傑國際

（D a v i c o m）也在網路通訊事業上

開疆拓土，...，都是當時漂亮的

戰役。

但是，二○○一年，我仍停在

原點。看著股市直直落，網路泡沫

愈來愈大，電訊業一路撲倒下來；

九一一的夢靨仍在平復中，會計醜

聞像隱藏的炸彈般地爆發出來，產

業能見度之低，沒有人敢做出景氣

何時回升的預測。有人問：科技人

的故事，還有賣點嗎？我心裡否認

著，但是不知如何回答，或許我也

曾有過懷疑，但是，我一直相信，

有些東西是不會改變的。為搶一個

高峰的東西，就怕過了高峰之後，

就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我想，我現在可以回答這個問

題。所謂的成功科技人，沒有一夜

致富，也沒有神話。值得喝采的科

技人，並不在於他們的職稱是什

麼？財富有多少？而是能從他們身

上找到不變的價值，那些價值就是

在高峰之後，最能鼓舞人心的東

西；他們如何能在低谷時，看到希

望與目標。如果說，財富的累積有

一定的含量的話，那麼，現在也是

該沈澱的時候。其實，我很慶幸，

這本書的誕生不在景氣高峰，而是

在一個值得檢討，在一個要抓穩方

向的時刻裡。

本書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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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書採訪，我在一次大陸的

採訪旅行之後，直接到台灣，當時

台灣八卦正盛，與上海人人談經濟

發展的氣氛完全不同，我也由好奇

轉為不適應。後來接到台灣交大校

友總會會長、前校長鄧啟福教授提

供的採訪名單，並居中透過執行長

王朝和的協助安排。說實在的，我

單看到名單，就很緊張，雖然有多

位曾在擔任北美世界日報記者時採

訪過，但是，這畢竟不同，後來，

在寫台灣的五位受訪者時，說真

的，壓力也比較大，礙於篇幅，我

也在此提提台灣這五位受訪者的採

訪心得。

那一個多月的台灣之旅，就在

近廿個採訪行程中，匯整資料、安

排行程、採訪、南北轉戰中度過。

好幾次採訪前，都在胃痛中度過；

不過，往往在步出採訪地點之後，

就會笑自己緊張什麼，他們不僅有

問必答，且很盡興的談他們的人生

哲學，而幾乎每一次的採訪都會不

小心的被延長了不少時間。我真的

是受益最多的人，很興奮。我最大

的感想就是，正因為有這麼一批

人，台灣是希望無窮的。

胡定華董事長的低調是有名

的。他不說則已，一說就是很認

真。曾聽過他的演講，印象很深，

很會說故事。專訪前，有人提醒我

說，胡董事長很直率。其實，對記

者來說，直率最好了，這樣才真

實。我提出的許多問題，果然都在

他 的 回 答 中 被 糾 正 。 聽 他 談

「R C A」的故事，就像「回到從

前」，很好聽。我在與別人談這一

段時，許多人都把他視為重要功

臣，而他卻認為是前人的遠見，是

這些早年參與者為自己爭氣。再聽

他談創新產業的故事，似乎已打破

許多台灣走不出去的迷思，也無怪

乎媒體或同業稱許他的深謀遠慮。

記得我問張忠謀董事長的第一

個問題是：如果您很緊張的時候怎

麼辦？他很正經的回答我：很久沒

有這樣的經驗了，後來他知道我很

緊張，就笑著對我說， 「請喝杯

茶，休息一下。」後來近三個小時

的採訪中，從德儀到台積電，從台

灣產業到大陸產業，從個人到家

庭，我竟什麼都敢問了。而張董事

長除了什麼都答，說到高興的地

方，也開懷著笑著；時而點上煙

斗，亮出招牌的架式，閒談間又不

失其威儀。有些感覺在九八年採訪

他時很像，可是又覺得不太一樣。

曹興誠的風趣敏捷令人印象深

刻。準備採訪他，要把問題列得很

多而且多元，有些他會講很多，有

些便是兩、三句簡潔有力的表達。

最近一次的採訪是在今年六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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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在台灣股東大會上發過脾氣，似

乎餘氣未消。矽谷記者群也靜靜地

聽他對台灣亂象的不滿，頗能感受

到他從前帶辯論隊的功力。幾次採

訪中，我曾試圖請他多談些在工研

院、早期聯電獨立出來的日子，他

說自己不太愛回顧往事，所談有

限，雖是簡單幾句話，感懷頗深；

而最能讓他發揮的，卻是腦海裡的

歷史故事。猜猜，他最佩服的人是

誰─答案是為史明証的司馬遷。

採訪施振榮董事長那天，到了

宏碁，想起在九七年第一次在美國

宏碁採訪施先生時的情景，當時他

談渴望園區，談人文科技島；創業

卅年，他一直堅守著理想與抱負。

施董事長的另一特色就是說自己的

缺點，談別人的優點。有人曾這麼

形容，宏碁子弟兵，無論人在那

裡，都還像個宏碁人。那時候，施

先生遭逢喪母，又值宏碁大改組，

他仍是一派樂觀，侃侃而談。到了

中午，特助送來排骨麵，我們又聊

了許多宏碁人的故事。臨行前，他

送我一本施媽媽的自傳 「鹿港阿

媽」，「是我媽媽的書啦。」說得

好自然，好驕傲。

採訪張俊彥校長多次，在台灣

那一次則相當有趣，我們在新竹反

而沒見到面，後來約了一天，我跟

著校長的行程跑，從圓山、故宮、

到台北市中心，在午餐時談，在車

上談。其實，我一直不知道適不適

合談張校長成長的背景，回到矽谷

後，仍是不想放棄，後來安排了電

話採訪，我大膽的問，又發現校長

的另外一面，他談了很多小時候的

那一段，我是第一次聽，我很高興

能把它列在書的內容中。

從台灣、矽谷以及中國大陸的

受訪者中，我希望能夠凸顯出三地

在科技發展的精神、創新與市場特

色，又能呈現出各具不同的時代

性、產業性以及地區性；而大陸的

競合關係，也是每篇的特色。因

此，由於諸多考量，我先在二、三

十位中選出十二位主人翁作為本書

代表，但相信仍難以百分之百地表

現全貌。

每個校園裡絕對都有不少傑出

的人才，我並未刻意要求受訪者談

交大對他們的影響，我相信，他們

也並未特意要「討好」母校，只是

有些時候，很容易談起誰和誰的關

係，誰和誰在學校時就認得，後來

又如何共同創業。聊到高興的時

候，有些窘事就這麼談出來，但是

一陣清醒之後，就被警告說這段不

要寫。好吧，基於有「揭人隱私」

之嫌，又與主旨不合，我也就不太

堅持。若真好奇，我就透露一點好

了，諸如某人很會做財務，把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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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去吃冰；期末考前分工合作，考

場分享心得；陪室友見筆友，結果

被相中之類的。

而我在採訪中也因為這樣的圈

圈，而方便不少。我請李廣益幫我

聯絡在大陸的杜家濱；杜家濱又可

以幫我追蹤楊元慶；吳廣義代邀張

若玫、楊元慶也靠同班同學茅道臨

以及陳宏等人的幫忙......。而細

讀內容中，也不難發現許多故事都

是可以串在一起的。嗯，我想借用

一下施振榮的智慧財產 「聯網組

織」的概念，原來就是這樣，很有

力量的。

包括我在內，相信很多讀者都

試圖找出成功的條件是什麼？我的

答案是沒有定論，因人而異。不

過，從他們身上看到正面、專注與

注重團隊；而在認真做事之間，他

們的眼光不在一時的獲利，總在深

耕之後，享受到回報，而回報也未

必是獲利，更多的是他們得到的尊

重與市場的認同。

寫稿、校稿、聯絡、追訪的過

程中，每一篇投注的時間都超過我

的計畫，常常是手上一篇未完稿，

另外有許多篇在做內容或數據確認

的工作，有矽谷的，有台灣的，有

大陸的，常常在夜晚要和台灣、大

陸聯絡，我也想，這些跨國企業者

是如何撐得住、配合不同的時差工

作。幸好有個催稿斯文又極具效率

的譓茹(此書資深編輯)相陪，好多

個深夜就在與她對稿中度過，這方

寫採訪後記，再過幾天就可以拿到

溫熱的成書了！不可思議！

常常，寫不下去，就在白紙上

寫上十二個人的名字，然後盯著

看，想從中喘息、沈澱、計畫、也

是找靈感。下筆，帶給我最大的難

題就是如何利用適當的「文體」來

表達，有什麼樣的內容是透過傳記

主角的「自述」是更能與讀者互動

與共鳴的，我不斷地揣摩，希望能

有最貼近讀者，也最能表達傳記主

角精神的呈現。

感謝一群好人

交大前校長郭南宏、鄧啟福教

授，以及資策會黃河明董事長都說

了許多故事給我聽，對我的採訪工

作影響很大，就認定這是件有趣的

事，也降低壓力，黃河明也主動提

供許多在出版方面的支持...長話

短說，就以「柳暗花明，盡在不言

中」來形容。我真的覺得，能夠成

就一件事情，靠的就是一群好人，

而我，就碰到了一群好人。

這群好人包括我先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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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我半夜叫起來看稿，做我的第

一個讀者，我也賦予他言論免責

權，直批無罪；另一個「好人」是

好騙的小兒子酷龍，我躲在房裡寫

稿，他以為媽咪又去採訪，這段時

間難為了奶奶、阿公、阿媽紛紛自

台北來美國，還進行交班。除了家

裡，朋友家、好友車行的辦公室、

咖啡店都是我寫稿，躲兒子、換環

境，激發靈感的地方─這真讓我想

到矽谷的車庫精神。

這期間許多的「好人」都沒有忘

記我，至今每一封鼓勵的信我都好

好地留存著，還有一些是不認識

的，像是受訪者的特別助理。而每

一位受訪者都在非常忙碌的行程中

接受採訪，並為我三番兩次的打擾

而發揮了最高的「同學愛」。

書快截稿的有一天，其實又是

交大的事，是北加州交大校友年

會，有幸做司儀，在行前會時，我

行駛在高速公路的大彎道上，突然

間，車子出了問題，天色已暗，我

把車子停在路肩，但是我毫無把握

是否快速的來車會就這麼撞了上

來，我感覺身體在顫抖，我只能形

容，我可以了解在九一一事件中，

世貿大樓裡的人心情是什麼樣的？

我真的開始回顧自己卅多年的日

子，除了家人種種，我想到書中的

人物，畢竟這是這段時間以來與我

最「親近」的人，我想著，原來每

天認認真真的過日子，是不必有遺

憾的。後來我見到車陣中，老公的

車子和身影，眼眶裡剎時湧出淚

水，視線開始模糊...；但是心裡

卻是異常的清楚─認真的過日子，

真好。

更正啟事

w交大友聲396期第27頁之圖說，經電工57級校友陳哲雄學長之熱心指正，應為：冼
求政更正為何仁立、楊英光更正為張鎮芝、魏啟祥更正為宋利偉；何仁立與張鎮芝均為

電物57級之學長、而宋利偉則為電工57級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