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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通太學王程式館興建傭史

﹒林鵬

材料系的空間困境

民國七十年代國內經濟蓬勃發展，產業正轉型向高科技領域邁進。有鑑於材料
科技在高科技產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校遂於民國 76 年成立「材料所籌備委員

會 J '由當時張俊彥教授及劉增豐教授分任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經兩

年用心規劃;材料所始於民國 78 年成立。為厚植人才;材料系大學部於 86 年成

立。然長久以來材料系所空間概為向本校其他系所商借。分佈在光復、博愛兩校

區的工程一、二、三、四館，科學一、二館，綜合一館，實驗二館等 8 個館舍內

12 個地點:暫作教師/系所辦公室，教學/專題實驗室，以及貴重儀器室。歷經

兩次搬遷，七分八裂的空間造成教師、學生散佈於校園各處;師生平日內部溝通

困難，教學相長的情感無以培養。衍生之疏離感也使師生之間無一認同之歸屬，

實有違教育本旨。加以借用空間面積狹小，更增加教學研究之困頓煩憂。

材料系是以實作實驗為特色，研究對象涵蓋金屬、半導體、陶瓷、高分子

等。需使用眾多精密貴重分析儀器和各種製作設備，涉及高溫、高壓及酸鹼、有

機反應。常會產生具毒性，腐蝕性，異味性之廢液、廢氣。因此，材料實驗室基

本上需具備污染排放及管道設施;才能符合現今環境安全，工業安全的要求。才

能保障師生的安全及健康。而商借的空間本來格局並非為材料系而設計，當然不

其備此類污染防制設施。若勉強更改原借來的實驗室格局，大興工程將耗費不

賢，仍難達到預期規格及環保品質，相對地也造成借出空間的系所諸多困擾疑

慮。在兩難的困境中，勉強將就。以致長期以來許多材料系學生經常需要帶防毒

面其冒險在陰暗擁擠的地下室作實驗。

材料系為空間奮鬥

材料系將成立之前，系方預料大學部進來後空間將更不敷使用。因此在 8 5 年

起材料系便積極規劃系館。次年材料系成立後校方提報教育部申請興建工六館。

此後兩年中當時的材料系劉增豐主任帶領系上同仁:朝春光，黃華宗和本人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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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陳智教授

奔走教育部多次，向教部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力陳說明材料系空間嚴重的困境。

當時教育部每年建築經費預算逐年減低;新建築通常只給新成立的大學。成

立五年以上者通過率極低。我們第一次與教育部相關承辦人員會面陳情時便遭對

方一口批回;謂「難度太高，不可能建館。」大家心頭有如被撥冷水，黯然回到

休息室。隨即劉主任打起精神，不屈不撓地透過各種管道溝通，沈穩理性的說明

終於讓承辦單位上下瞭解材料系的迫切需求。由此破冰之旅，不懈的努力溝通;

教育部其他部門也對交大材料系空間的急迫性逐漸有明確的了解。教育部當時的

政務次長、常務次長及承辦單位都分批特地專程到本校實地察訪材料系，認識體

會到學生在地下室實驗室非常擁擠，且安全性十分堪慮。因此，教部 88 年度「構

想書會議」中，依據部頒的評比辦法，工六館之構想書在當年全部申請案中以最

高分優先獲准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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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規劃的工六館

隨後材料系同仁合力思考工六館的空間配置格局，以使用者的需求觀點作規

劃。因同仁缺乏經驗，劉主任乃邀請土木系黃世昌教授來幫忙指導規劃，黃教授

曾任營繕組組長，總務長，教育部土木工程顧問，經驗豐富。

他常熱心地和大家花上好幾個鐘頭深入討論。印象深刻的是在 88 年舊曆年

底，連續六七天討論到深夜。黃教授的夫人郭素玲當時正懷孕待產，也在場陪同

關心進展，令人感動。除了教室，行政辦公室，研究室等一般性空間配置之外，

尚有謝宗雍教授規劃的防治污染設施，陳家富教授規劃的冷氣及水電，郭正次教

授規劃的視聽設施等多項，不一一列舉 o 另外還包含:貴重分析儀器室，污

染防制設施，管道間，消防設施，廢水初步處理廠，及排放管線等規劃，這是交

大校內大樓中較符合實驗型系所使用的。

終於我們在 89 年 1 月完成「工六館建築細部規劃設計書J '工程預算總共三

億元。其中交大自籌 50% '教育部補助另外 50% 。同時完成工六館建築公開競

園，選出建築師，依據同仁的規劃進一步作設計。

奮鬥爭取終獲結果

據此提報教育部營運小組審查，此時因 921 大地震剛過幾個月，教部的建築經

費除了支援新成立的大學蓋新校舍，其餘大部分都用於修建災區學校。而對全國

其他大學每年提出的 50 餘個申請新建築案中，教部最多只能支援一項。

各校申請案競爭激烈，通過機率渺茫。當年劉主任不辭勞苦，再度帶領同仁

經常到教部各相關單位請益，瞭解各種審查的重點，回頭數度修改細部規劃設計

書，以求盡善，並拜訪請教教育部會計室、行政院主計長。當時材料系大學部首

屆即將畢業，實驗課程空間倍加緊迫，只得百般張羅以求度過克難時期;而教育

部審查作業程序冗長費時，進度延右，真乃是內外壓力交加的時刻。劉主任審度

情勢，乃匯集同仁意見書寫成陳情書，再度呈送教育部。力言空間缺乏且學生實

驗更加危險可慮，盼主管單位加速作業。最後在 90 年教育部審查會議中，劉主任

發揮高超的說服能力贏得審查委員們一致的認同;通過了該年唯一的新建工程

案: r工六館建築細部規劃設計書」

當年五月教部正式核准興建，材料系師生聞訊莫不大為振奮，此一歷經林清

江、楊朝祥前後兩屆教育部長的工六館申請案終於獲准興建，可謂歷經挫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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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甘來。

電物加入，兩系合作

歷年來交大持續快速的增系擴張，全校空間缺乏幾乎是常態性的。本校電物

系與其他多個系所多年來共用科學」館， i:盡管師資、實驗設備的擴充，電物系的

研究實驗室仍限於科一館地下室，擁擠陰暗。同時負責全校普通物理實驗教學的

空間也設在新生館地下室，都不符合環安及工安的標準。在工六館構想書通過教

部審查後，校方考量電物系與材料系教學研究性質接近，都以實作實驗為特色，

空間需求規格相似，經與材料系協商後，工六館規劃也加入電物系的空間需求。

工六館館址幾經變吏，最後選在本校工程五館西側與環校道路之間。本館外

觀呈 U 字型;開口朝西，大門面向北方，緊臨景觀大道 O 地面以 t計有七層。總

樓地板面積約五千餘坪。供本校材料及電物兩系使用。興建過程中百事紛雜，幸

賴工學院郭素玲助理協助經費控管，協調進度，工程得以順利進行。總務處，營

繕組，事務組，購運組，藝文中心等單位也都同心協力推動興建過程。願藉此文

一角對上述參與人員與單位一併表達謝忱。

工六館現在正進行最後階段的驗收手續，過程若進行順利，預計兩系師生可

在年底遷入，正式進行使用。

工六館之興建源由乃因本校材料及電物兩系空間需求緊迫而籌建 O 從構想、

規劃、核定、以至執行完成前後費時將近七年 O 在校方大力支持及工學院全力協

助下，兩系同仁共同合作推動，於斯有成。敝人因全程前後稍有參與，謹在此作

一簡略之回顧，以介紹該館之來由。材料系所自民國 78 年成立，歷經十五年半的

努力奮鬥，電物系也堅忍十幾年的歲月，兩系師生終於能使用合理的空間。期盼

以後的教學研究得以正常化，並有適當的空間基礎來發展系務。

林鵬教授小檔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材料系博士

清華大學材料系碩士

台灣大學物理系學士

現職: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

16 I 訕mni叫ce.n伽州 tw 交大友聲4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