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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樸實的電控人
控工66級／電控系教授林清安學長

彭琡靜 採訪撰文

大學聯考的第一志願 ──交大

「我與交大結緣是因為

陳龍英老師的關係。」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

陳龍英教授來到台中

的幾所高中，向這些

優秀的學生們介紹交

通大學，當時正在台

中二中唸書的林清安

學長（交大控工 6 6級）
就在這些學生當中。

三十年前的台中還是

個純樸的城市，資訊

尚不發達，交大是第

一所到台中宣傳的國

立大學。陳龍英教授

對於交大的介紹以及

他所帶來的關於交大的資料，深深地吸引了林清安學長，甚至可以說是

林學長步入控制工程之路的推手。

「陳老師對於有關許多交大第一的介紹以及他的風範讓我相當佩服，我甚

至期許自己將來要像他一樣，所以大學聯招時我的第一志願就是交大電

工系。」溫文的林學長接著笑道， 「不過放榜時我是以第二志願──交

大控制工程考進交大。」

是命中注定的緣份，林清安學長從此與控制工程結下不解之緣：從交大

控工系、中科院研發國防的控制工程，接著兩年之後到美國唸書、工作

p 林清安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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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研究控制工程，民國七十五年回交大控工系教書至今，這三十年來

朝朝夕夕與控制工程相處，可以想見他對這門專業領域的興趣與熱忱。

而陳龍英教授當初在台中二中的一席演講，更在林學長心中埋下日後執

教的種子，因此回國之後，林清安學長選擇回到母校交大教書，更期許

自己成為一位春風化雨的好老師。

＊   ＊   ＊   ＊    ＊   ＊   ＊   ＊   ＊   ＊   ＊

回家的感覺真好

Q.早期出國唸書的學生多數選擇待在美國，您為什麼想回國？

林學長： 我在美國一共待了七年，唸書五年、工作兩年。唸書的那五

年很快樂，特別是在加州大學（U .C . B e r k e l e y）的那一段時間。我很慶

幸自己有機會進這所學校，在一流的環境中努力學習，那種一直不斷進

步的感覺很好。

在美國留學時，目標明確生活單純。身為外國學生有種種不便，但我在

努力專注於課業及研究的同時，也很認命 地接受那種過客的感覺，很少想

到畢業之後長久的打算。

開始工作之後，我的腦海裡頭卻一直浮現一個問題：我是不是屬於這

裡？我到底要不要留在這裡？工作的那兩年，生活與工作都還可以。不

過我一直感覺到自己是個外人，無法融入美國的社會與接受美國的文

化，我意識到自己沒有辦法在美國過著自在的生活。

工作了一年半左右，我的父親過世。在回國奔喪的這段期間，我更加嚴

肅地去想這個問題；後來我做了決定： 「我要回來」，一方面可以陪伴

我母親，一方面我想要回台灣--一個我可以覺得自在又能在專業上有所

貢獻的地方。在處理完父親的喪事之後，我回母校交大走走，向當時的

控工系的系主任提及我想回母校教書的意願，而系主任吳永春教授與其

他幾位控工系老師也表示非常歡迎我回來任教；於是我在二月回到美

國，六月就辭掉工作。 「回到交大教書的感覺非常好，就像是回家的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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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控制」特色的電機系

Q.回交大控工系教書之後，您曾經擔任過系主任的工作，可以和我們聊
聊這段經驗嗎？

林學長： 我比較嚮往自由與簡單的生活，所以選擇回交大教書，就是

喜歡能自由地去安排我的時間和工作。擔任系主任時的行政事務很多，

而且感覺責任很大，這相對地降低了自由度，我不喜歡。所以做了兩年

卸任，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此你問我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可以

談，好像沒有耶！（笑）

Q.請您和我們談談交大電控系（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 的沿革過程？

林學長： 交大電控系有一段曲折的歷史──改名字改了好幾次。首先

是民國五十四年成立自動控制系，五十六年改成控制工程系，五十九年

再改成計算機與控制系，六十一年這個系分成計算機科學系 （交大資

工、資科系的前身） 與控制工程系。而後控制工程系的名稱沿用了 2 5

年，直到八十六年改成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簡稱電控系。

交大成立的系所都是與產業息息相關，因此系名更改有時候是必要的，

電控系當然也不例外，在這裡我就以八十六年的這一次更名為例。 「控

工系」改成「電控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要反映現況，使名符其實。我

們系所從最初成立的三、四名專任教師，逐年擴張，到現在三十多位，

老師們的專業領域也朝向電機系多元化發展，所以電機與控制工程更能

充分顯示我們系所的教學內容與研究方向。

改名之後有兩個重要的影響：第一，名稱對了之後，有較多優秀的學生

選擇來電機與控制系就讀。早期資訊不發達，考生的父母不會管控制工

程到底是學什麼，反正孩子只要可以考上交大，出路大概就不會有問

題，因此在當時控制工程是很熱門的科系。但是現在不一樣了，除了一

些新興科系的排擠效應，現在的家長也很在意孩子唸什麼系、將來畢業

後是否有出路？所以有幾年，交大控工系在大學聯招的排名曾經一直往

下掉，不過改名之後，排名順序已經往上提昇了，因為，至少大家一聽

到電機系就安心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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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讓畢業系友有較多較廣的求職機會。整體來說，交大控制工程系

所畢業的學生大部分是相當優秀的，他們在許多不同的行業都有很優異

的表現。但是，有很多公司在徵求電機資訊人才時，不會在招募廣告上

註明要控制工程系畢業的學生，這使得我們控制工程系的畢業生少了很

多面談的機會，也就是說我們的學生常常還沒有參加比賽就被排除在

外，這樣很不公平。改名之後，這個問題沒有了，對畢業校友求職有相

當正面的影響。

Q.請您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交大電控系的特色？

林學長： 簡單來說，「交大電控系就是有控制特色的電機系。」 它有

三個特色：

第一，與一般電機系相比，交大電控系有比較多關於系統與控制的課程

和研究，學生在系統與控制的學習上，可以比較深入一點。

第二，交大電控系的其他領域也多少與系統控制的應用有關。例如，在

數位訊號處理（D i g i t a l  S i g n a l  P r o c e s s in g ,  D S P）方面，除了基本課程

外，電控系有課程是專門討論如何使用 D S P晶片來建立一個實際的控制

系統；在 S y s t e m - o n - Ch ip（S oC）方面，電控系的發展也比較偏向系統的

設計；在電子方面，電控系的發展在電力電子，如高效率穩定的電源、不斷

電系統（U PS）等，這些都非常需要控制系統的技術。

第三，交大電控系學生畢業後的出路比較多元 （d iv er se），系統與控制技

術的應用範圍很廣，如機械、通訊、化工、...等等。交大控制系及電控系

有許多畢業學生，他們在許多控制以外的領域，像電信、資訊、電子方面都

有傑出的表現，這當然與他們的努力與才智有密切關係，但或許也與他們具

有系統控制的背景有一些關聯。

Q.您求學時的控工系與現在的電控系有什麼不同？

林學長：差別當然是很大。民國六十二年我進交大的時候，控制系在博愛

校區的一角，只有四位專任老師，沒有研究所，全交大只有一部 D E C  1 0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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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機（大約比現在的 P C還差一些），是全校學生引以為傲的。現在電控

系有三十位以上的師資（還在增加當中），每年有數千萬的研究經費做為

電機相關領域的研究，空間與設備等等都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不只是

電控系，交大整體甚至台灣的社會也都有同樣的改善。

比較現在的學生和當時的學生，當時的環境單純，有許多交大學生的生

活大致是在宿舍、餐廳、教室或實驗室、以及運動場上；現在的學生有

比較多的選擇，也受到比較多外界的各種吸引，要專注在課業上似乎需

要更大的定力。

最推崇的人物──胡適之先生

Q.您平時都從事哪些休閒活動？

林學長： 我喜歡打球，乒乓球、網球都很喜歡。我對我的球技一向不

謙虛，最近一次台北交大校友會舉辦的網球雙打比賽，工工系的彭德保學

長和我得到了 4 0 歲組的冠軍。

我也喜歡看書，看一些老的書，包括散文、小說和詩。作者中對我影響

最深的應該算是胡適之先生，我看了許多胡先生所寫的文章。胡先生的

學問博大精深，對中國的貢獻非常鉅大。胡先生總是把他要講的道理─

─不管是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或是實驗主義──用最淺顯易懂的方式講

出來，這一點對我教學研究的態度有很大的啟發。

近幾年，我也讀一些古典英文小說。例如珍‧奧斯汀 （J a n e  A u s t e n）的

《傲慢與偏見》，我讀了兩遍還覺得意猶未盡，對這位在二十歲就完成這

部小說的女作家佩服不已。

教學的樂趣

Q.從事教職十數年，請您談談這其中的成就感？

林學長： 在教學方面我自認為是相當認真的，胡適之先生說他生平

「沒有一篇文章不是花力氣寫的」，我也期許自己做到「沒有一堂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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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力氣準備的」。十多年來，教學雖然花了許多力氣，也從中得到很多

快樂，有三種情形讓我覺得教學很有樂趣。

第一，覺得對教學部分內容有獨到與清晰的方式說明，讓學生能夠明

瞭。第二，看到部分修課學生學習認真，又能從我的教學內容獲益時。

第三，則是與優秀的學生一起討論課程或研究問題時。

我了解年輕學生很容易受老師的影響，因此我在態度上很謹慎，希望我

對學生的影響是正面的。我希望把上課的內容整理得清楚嚴謹，也希望

學生在學習或研究時能夠有認真與嚴謹的態度。

Q.最後，想請您提供一些意見給交大的學生？

林學長： 交大學生的平均素質是相當高的，我見過許多電控系的學生

有很優異的表現。當然，隨著學生人數逐年增加，也有一些同學因為種

種原因，學習態度不夠積極。

從一個老師的立場，我希望學生：一要能夠珍惜在交大求學的寶貴機

會，二要多花點力氣做紮實基礎學問的工作。

與台灣一些私立大學 （甚至公立大

學）比較，交大的學習環境是相當優

越的，所以從學習的觀點，交大的學

生是很幸運的，應該努力去利用這個

好的環境，充實自己。

年輕學生喜歡追求時髦熱門，期許自

己在科技領域裡能夠走在尖端科技的

最前面，例如現在流行的 S o C 、奈

米、生物科技、光電等。我想要提醒

同學們，在追逐這些熱門名詞的同

時，也不要忘記像物理、工程數學這

些基本課程的重要性。要記住「越高

的樓，需要越穩固的地基」 。

林清安學長小檔案：

學 歷 :
l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機博士
l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電機碩士
l 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學士

經 歷 ：
l 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系主任
l 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副教授
l 美國整合系統公司研究員
l 中科院二所助理工程師

現 職 ：
l 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