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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太深奧？知識傳播的困難
葉宜瑩 文  

2018年3⽉底，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出版了《氣象衛星任務檔案——⼤⿃村的夏
⽇救援》輕⼩說，此本書中介紹了今年即將發射的氣象衛星福衛七號以及即將被
七號取代的福衛三號。因為⽬標讀者設定在12到15歲的青少年，所以透過青春校
園故事結合圖解知識，希望讓氣象衛星的科普知識更加易懂。透過閱讀這本書了
解衛星相關知識之外，更希望藉著這本書探討在台灣航太知識傳播上遇到什麼困
難。

透過《氣象衛星任務檔案——⼤⿃村的夏⽇救援》帶⼤家了解氣象衛星知
識。（圖片來源／國家太空中⼼網站）

⼈物設定藏巧思
⼀翻開⼈物介紹的⾴⾯，⾸先看⾒兩個穿著制服的⼩男⽣，⼀瘦⾼⼀胖矮，名字
分別為七爺與⼩八。看到這裡，有沒有頓時覺得親切許多呢？若還沒了解其中緣
由的話，就必須稍微介紹⼀下台灣傳統信仰。七爺與八爺也就是⼈們經常說的⿊
⽩無常，負責將陽壽已盡的⼈帶進陰曹地府，兩位神祇的外貌就是如同⼩說裡頭
描述的⼀瘦⾼⼀胖矮。雖然七爺與⼩八在裏頭只是跑龍套的⾓⾊，但這兩個擁有
台灣元素的⾓⾊，卻能⾺上拉近讀者與故事的距離。

再來是女主⾓與友⼈的設定，女主⾓是就讀⾼中⼆年級的陳靚勻，⼩說中被設定
為氣象衛星達⼈；⽽靚勻的好朋友⼩蘭就如同⼀般的⾼中⽣⼀樣，對衛星相關知
識⼀無所知，也無法理解女主⾓熱愛冷冰冰的衛星的舉動。書中對於⼩蘭的設定
讓⼈有些意外，這個意外來⾃於閱讀此書中最前⾯的推薦⼩篇章時，出現太空中
⼼主任林良俊的Q版⼈物出來推薦這本書時使⽤的台詞：「台灣的福衛三號與七
號超級強，是氣象預報界的國際巨星。讚！」書中也有許多地⽅都是直接誇讚衛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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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超級強，是氣象預報界的國際巨星。讚！」書中也有許多地⽅都是直接誇讚衛
星很棒的台詞，讓讀者以為書中所有⾓⾊都是相當喜歡衛星以及航太的設定。所
以⼩蘭的出現有點超乎想象，但這樣的設定卻更貼近現實社會，反映出那些擁有
專業知識以及不熟知這些知識⼈們的現況。

熱愛衛星　難以理解的感情
故事的開始是氣象衛星福衛三號任務壽命已過，⾯臨電池老化可能失去聯繫的情
況，靚勻為此悶悶不樂。⼩蘭關⼼靚勻時，靚勻知道⼩蘭無法理解⾃⼰的⼼情，
平常⼩蘭對於靚勻談論氣象衛星感到無趣，只對校園中的八卦有興趣，怕破壞⼩
蘭的興致，因此靚勻⼀直猶豫著要不要向⼩蘭說出內⼼擔憂的事情。經過掙扎
後，靚勻向⼩蘭吐實，⼩蘭覺得沒什麼⼤不了的，靚勻科展的題⽬不要繼續做福
衛三號就好，完全無法理解靚勻將福衛三號視為青梅⽵⾺的情感，漸漸地靚勻也
不太向其他⼈訴說這⽅⾯的⼼情。

這些事情也在現實中發⽣，太空中⼼⼯程師們或是關注衛星多時的⼈們看著研發
多時的衛星，被火箭成功送上太空感動得落淚或歡呼時，可能有許多⼈納悶著這
情感來⾃何處，對著冰冷冷的機器怎會有這麼多的情感投注？⽽這也是源⾃⼤眾
不了解航太相關計畫以及研發衛星的曲折過程。對於衛星沒有⾜夠的認識，導致
無法對衛星的研發和發射過程產⽣緊張、興奮以及感動等情緒。

當太空知識被下了詛咒
太空知識被下了詛咒？標題看似很聳動，但其實這是1990年美國史丹福⼤學研究
⽣伊莉莎⽩．⽜頓所提出的觀念「知識的詛咒」。其所表達的是，當⾃⼰已經太
熟知某項事件或知識時，很難想像別⼈不知道的樣⼦，也就無法將知識完整傳達
到不熟知這項專業的⼈。這也造成了許多教育上以及各項專業交流上的困難。舉
個簡單的例⼦，假如你正在學習⽇文，找了個⽇籍老師，你可能就遭遇過這種情
形「當你覺得某些文法無法理解，老師可能覺得不就是這樣嗎？有什麼好不懂
的？」有些事情有⼈覺得理所當然，⽽有些⼈卻不這麼認為，這時就是知識的詛
咒在作祟了。

福衛七號計畫總主持⼈朱崇惠提到：「太空中⼼裡的⼯程師們每天忙著研究，可
能⼀天八個⼩時都在想辦法解決問題。」埋頭研究導致航太相關的知識無法傳播
出去。除了太投入研究無法傳播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程師們也不知道⽤什
麼⽅式讓⼤眾懂這些艱深的東⻄，平常⼯程師們使⽤專業術語在互相溝通，當這
些詞語要透過其他⽅式解釋給⼤眾時，對於⼯程師們是⼀⼤挑戰，可能講到最後
⼤家不是頭痛欲裂就是昏昏欲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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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平常使⽤專業術語相互溝通，如何讓⼤眾也懂專業領域中的⽤語，
對⼯程師們是⼀⼤考驗，也成了知識的詛咒案例之⼀。（圖片來源／葉宜
瑩製）

航太領域與⺠眾距離遙遠是否是⼀件無解的事情呢？透過國立⾃然博物館館⻑孫
維新在臺⼤演講網中分享在美國NASA⼯作時的案例，可以發現其實兩者間的互
動可以是很有趣的。孫館⻑曾經在下班後，看⾒⼀堆⼩孩⼦在草地上圍著NASA
的⼯程師以及老科學家們，請他們幫忙發射⾃⼰製作的⼩火箭。這個⼩火箭是從
NASA禮品店所買的⼩火箭包，裝上火藥後，⼯程師們會請在場⼩孩⼀起幫忙倒
數，將⼩孩的火箭⼀⼀射向天空，雖然⾼度不⾼⼀會兒就會墜落地⾯，但這個有
趣經驗讓孩⼦與航太不再如此有距離感。

⼀本書　無法滿⾜求知欲望
《氣象衛星任務檔案——⼤⿃村的夏⽇救援》的出現，看得出來太空中⼼還是極
⼒希望與⼤眾搭上橋樑，尤其是與青少年。書中也努⼒將⽣硬的知識利⽤輕鬆的
故事、圖解以及插畫加以軟化。但也因為⽬標年齡層較⼩，所以無法談及較深入
的知識，往往將某些地⽅簡單帶過，有時出現了專有名詞卻沒有解釋，雖然可以
理解這個名詞並不是本書想要談及的重點，但總是會有想深入了解的⼈們希望繼
續深掘。由於太空相關知識的提供相當匱乏，除了這本書單向的給予知識之外，
⺠眾很難在其他管道找到相關的資訊，成了⺠眾想接近太空知識的阻礙。

在交通⼤學經典通識教育講座課堂上，邀請泛科學總編輯鄭國威演講，他送給台
下聽眾的⼀句話「知識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給知識份⼦。但，知識份⼦也太重要
了，不能只鑽研知識。」道盡了⽬前太空領域的⼯程師們的境遇，越是精進⾃⾝
的知識，與⼤眾的距離越遠，破除詛咒還是得由最了解此領域的⼯程師們帶頭做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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