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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大物理系教授古煥球在學術領域獲獎無數，自一九八四年踏入學術界，參與了台灣物理學

界從早期資源匱乏，到現今人才輩出的過程。研究之餘，也運用物理學的方法編纂古氏族譜，在

人文社會領域中將科學的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

古煥球於一九七O年在美國求學時期的留影。（古煥球／提供）

專攻超導專攻超導  清華教書清華教書33年年

　　由於家學淵源，古煥球自青年時期便具有廣泛閱讀的習慣。家中藏書豐富，也讓古煥球得以

在閱讀大量書籍的過程中找到自己對物理的興趣。在成功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古煥球赴美深造，

取得美國聖地牙哥大學博士畢業後回台，聽聞清大有一台液態氦的儀器，而該儀器正是他進行研

究中關鍵的設備，因此便來到清華大學執教，一教便是三十三年。

　　在清大任教期間，古煥球共發表了兩百四十多篇的論文，可謂是著作等身。此外他亦獲獎無

數，曾連續三年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中山學術獎等重要獎項，也因其專攻的超導物理在當時

十分熱門，受到政府高度重視，而獲得李登輝前總統的接見。

　　超導體的材料因電阻幾乎為零，可讓電流在內部流通時，不易損耗電能，而超導材料發生超

導現象僅限於在低溫的環境，液態氦儀器正是提供了這樣低溫的環境。超導材料之影響力可以被

廣泛的應用於電子、能源、醫療及交通等等。古煥球舉例說明，超導體具有磁場的特性，因此可

以應用在醫學上磁振造影（MRI）的領域。

　　除了研究領域，古煥球對於推動教育更是不遺餘力。他於一九九五年出任國科會自然科學發

展處（現今科技部自然司）處長，與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劉兆玄一起推動了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目的在於使各校都能夠發展出不同特色，例如清大的理論物理、台大的海洋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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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煥球於清大的國科會貴重儀器中心，說明超導量子干涉元件磁量儀的使用方法。（賴儀／攝）

蒐羅文獻蒐羅文獻  研究嚴謹精準研究嚴謹精準

　　一九九八年古煥球的母親過世，他在整理家族遺留下來的資料時，開始有了整理家族史的想

法。等到真正著手後，才發現自己對家族的歷史其實所知甚少，手邊有的資料也很有限，因此興

起了編纂古氏族譜的想法。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古煥球發現已經有不少人在整理古姓的資料，但資料尚不齊全。一九

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其中為數眾多的古姓之客家人亦隨之來到台灣，他們於一九七O年代時成

立古氏宗親會，並展開了修譜的工作。

　　至一九八O年代末期開放「大陸探親」後，古氏宗親會至廣東掃墓，亦取得了當地的宗族資

料。古煥球結合這些前人所編修之族譜再加以延伸，並將視野擴大到所有姓古的族人。要完成一

個時間跨越千年、空間橫跨全球的家族史，並且範圍不再僅限於客家族群的艱鉅工程，這已經成

為歷史的書寫，而非祖譜編纂了。

　　要展開這樣浩大的工程，自然需要大量的參考文獻。古煥球表示清大人社院圖書館提供了相

當豐富之資料，例如中國與台灣各地的州、縣方志等等，特別是明清兩代之州、縣方志特別完整

。在研究的過程中，古煥球特別鎖定人物誌、科舉榜單以及名人與文人名單，將搜尋範圍減小，

更事半功倍。

　　而蒐集來的族譜中常見有謬誤或張冠李戴的情形，古煥球說，即使這些情形時有所見，但透

過不同文獻的交互參照，通常都能夠找出問題來。而科學最重實事求是，有時不同文獻上出現記

載不同的狀況時，古煥球會將不同之處標示於族譜之上，並附上參考文獻。這種力求精準的嚴格

要求，便是運用了撰寫學術論文的方法。

由於氦氣難以取得，因此所有使用過的氦氣都會在液化工廠內回收並保存於鋼瓶內，以維持低溫狀態。（賴儀／攝）

編年式書寫編年式書寫  數位化推廣數位化推廣

　　古氏族譜內容寫得相當詳細，使用編年的方式排版，佐以資料來源。這部鉅作已經累積到四

千多頁，內容包羅萬象，包括各地各世的古氏後人皆記載其中，並將資料數位化，讓大部頭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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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譜也有電腦版可供查詢。目前這些工作還在持續進行中，古煥球表示，將會拓展到南洋地區

以及全球更多的國家，將古氏族人的歷史寫下來。古煥球「物理式」的族譜研究方法，不僅僅是

貢獻於古氏一族，對於其他有心編纂族譜的後人也提供了一種更嚴謹的編寫方式。

　　年屆花甲的古煥球一談到物理依舊精神奕奕，但他不斷地強調能夠有現在的成果，不僅僅是

個人的努力，而是團隊合作的結果，每個參與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煥球舉例說：「推動一

個研究單位，技術員相當重要。就像軍隊打仗不僅需要將軍，士兵與士官長都是不可或缺的。」

　　物理學與家族史是古煥球戮力研究的兩個領域，他座位後方就擺了一整套新編的古氏族譜，

桌墊底下也收藏了過去數十年的照片，從美國求學一直到清華教職，記錄著這位物理學重要研究

者的人生故事。

前總統李登輝於總統府接見國內外超導量子物理研究人才。（古煥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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