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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機械博士，對機械這塊領域十分熟悉，加上當時科學園區仍屬早期階段，只要一進去，

就能拿到很好的配股和薪資，因此，父親十分反對我從動機系畢業後改走傳播這條路。不過，我

認為興趣還是最重要的，事實也證明我的選擇沒有錯。

 

 

 

 

讀了大學後才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

 

 

 

考進清大動力機械系後，我發現自己其實對於工程方面的興趣並不是很高

，於是在大學的四年裡，我充分參與各種媒體活動，也參加刊物性社團，

那時清大有「清華園訊」，是學生會內的獨立媒體，透過社團運作，我後

來還擔任社長一職。也就是這些機會，讓我決心往傳播這塊領域發展。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大學有個優點，那就是給你足夠的空間去探索自我，但

我們的小孩總是太晚才接觸到這樣的空間，在升學體制下，許多人都是懵

懵懂懂地唸到了大學，不了解自己內心真正要的是什麼。

 

記得我女兒在美國唸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同班同學馬騎的非常好，這個小

孩對騎馬就是很有興趣，所以他讀的書，甚至他打的電動都是和馬有關；還有另一個同學是我女

兒參加籃球營時認識的，他才小學四年級籃球就打的非常好，我和他爸爸聊天後才知道，這個小

孩從小就對籃球非常有興趣，所以每天都利用下課或其他時間去練習。

 

事實上，我在美國這幾年發現，他們的父母從小就鼓勵孩子做一件事，競賽。我現在覺得競賽其

實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小朋友可以參加地理知識比賽、數學比賽或籃球比賽等等，透過一個

個的競賽中，鼓勵孩子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因為興趣會決定你願不願意投入更多心力、注入更

多時間，是影響成果最重要的因素。

 

 

 

 

研究所考三次才上 堅持自己想走的路

 

 

 

我第一次考交大傳播研究所是大四畢業的時候，結果沒有考上，我就直接去當兵，那個時候服兵

役是兩年，退伍後我又考了第二次，還是沒有上。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建議我要不要留下一年專門

準備考試，可是我太太（當時還是女朋友）跟我說，真的這樣準備考試的話，壓力太大了，她建

議我一邊工作，一邊準備，這樣人的潛能才能發揮到最大，也不會因為盲目的準備而失去目標。

 

後來我就到民生報一邊工作一邊準備隔年的研究所考試。因為我很熱愛看電影，大學的時候也寫

了一些跟電影有關的文章，例如台灣電影的發展情況等，於是選擇到影劇版，民生報的影視娛樂

總共有四個不同的組，我每個禮拜都被分配到一個組，也因此對影劇這個環境有更完整的了解。

然而，工作了一個月，我就發現純粹當一個記者可能不是自己所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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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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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開始思考，以我的理工背景，加上當時互動光碟剛出來，正十分熱門，或許可以選擇在傳

播結合科技的領域裡發揮專長，於是我後來到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影視中心擔任研究助理，白天工

作，晚上準備研究所的考試，皇天不負苦心人，第三次終於讓我考進交大傳播研究所，就像我常

跟學生說的，對一個人要求越高，他被激發的潛能就越大，我當時是以第一名成績考進的。

 

 

 

儘管創業失敗 仍不減對興趣的熱誠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天下雜誌擔任網路部主任，後來決定和幾個好友合夥架設「Anyway旅遊網

」。站在我的角度來看，其實現在所謂Web2.0，當時就有許多人在做了，例如明日報新聞台，

而「Anyway旅遊網」事實上就是非常標準的Web2.0，我們認為旅遊資訊最具說服力的就是親

身經驗，因此架設了類似討論區的平台，網友們可以在上面提供風景照片或旅遊心得。

 

我想當時大家都對這個網站抱有很大的熱情和希望，我們一夥人剛開

始自己出錢，後來得到大公司的投資贊助，網站營運範圍也逐漸擴大

，我辦公室到現在都還掛著那張當時記者會許多記者前來簽名的海報

。

 

 

然而，對純粹靠廣告作為收入來源的網站來說，獲利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顯然我們有許多想

法，卻沒有能力將它轉成實際公司成長的動力。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系上的同學幾乎都沒聽

過「Anyway旅遊網」，事實上，你們是最有潛力的族群，如果連你們都不知道這個網站，那代

表它確實是碰到了困難。我想我這個

總經理的角色並沒有扮演的很好，手上有這麼多優秀的人才，卻沒有辦法讓大家的努力看到可以

實現的成果，必須負起最大的責任。

 

雖然第一次創業就嘗試到失敗的滋味，但任何失敗都不會成為阻礙我前進的原因。工作七年後，

我決定將自己的興趣轉移到學術研究上。

 

 

 

  寫博士論文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在你累積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和工作關係後，要放下一切出國唸書，其

實是個相當困難的決定，一方面，我相信以我的能力，一定能找到更

好的工作、更好的環境，另一方面，進入一個學術環境，大量的學術

閱讀和學術寫作，對一個離開校園已經一段時間的人來說，的確要花

更多心力迎頭趕上。

 

然而，在國外三年的求學經驗，讓我發現自己其實對做研究這件事上

很感興趣，也很有潛力，我可以在國際的場合，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一較長短，我的表現讓我覺得自己能在這塊領域裡有更好的發揮空間，後來果真也如願拿到美國

印地安那大學大眾傳播博士的學位。

 

我回想起撰寫博士論文的那段時光，其實是很快樂的，雖然過程很辛苦，老師會反覆地挑戰你，

大家對同樣的變數也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那段時間，我將全部的心力都投注在論文撰寫上，不

用教書、沒有開會，每天專心做自己的研究，那種生活簡直是一種享受。

 

 

 

 

 

工作經驗對重返校園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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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我相信工作經驗對我的幫助很大，尤其在處理研究問題的態度上。舉

例來說，我認為身為一個研究生最重要的就是去解決問題的，而非等

待指令，因此，我會主動和老師說，有哪些東西是我感到興趣的，我

可以怎麼去研究它？或者老師們在會議上碰到問題時，我會想要嘗試

解決，只要把問題丟給我，我都會非常樂意去找出答案。

 

就像我常跟學生說的，你去媒體實習時，那些企業不是想要你來學習

的，而是希望你去貢獻，因為世界不斷在改變，他們希望一個大學生

能把新的想法帶進企業裡，那些新的東西是他們還沒有辦法接觸到的

。

 

除了態度上的不同，我覺得有工作經驗的人在做事情上面比較有紀律，他們會給自己定下一個時

間，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在時間內完成所有交代的事情。記得我在台灣當記者時，就算生病、發燒

，稿子照樣要交出來，沒有任何藉口。我在美國讀書時，除了做研究還要照顧女兒，因為我太太

也在唸書，我們倆從來沒有拿女兒當過藉口。事實上，我認為工作經驗對我來說有非常正面的影

響。

 

 

 

 

 

大學生應找出興趣 選擇自己未來的每一步路

 

 

我常跟大一的新生說，大學是一個很好自我探索的環境，每個人都應該把握在這個環境裡了解自

己想要做的到底是什麼。但台灣的學生常碰到的問題就是：「我已經快畢業了，我還不知道自己

的興趣是什麼，我應該要選擇哪一條路？」

 

我不認為非要拿到碩士學位才會有好的工作機會，一個大學畢業生已經擁有充分條件能在工作領

域裡好好發揮，甚至獲得很好的成就和報酬，我認為，學歷越高，就業範圍其實越狹窄，例如念

到博士，在台灣可能有的工作不是當教授就是到少數公司裡的研究部門上班，因此，念碩士應該

要有研究上的興趣。

 

如果對做研究沒有興趣，我其實很鼓勵大學生畢業後到就業環境裡去磨練自己，光是申請工作的

過程中，就會刺激你去回想，自己到底對這個行業有沒有興趣、是否有能力對公司產生貢獻、能

否在這個環境裡有發揮的空間，其實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未來的每一步該怎麼走，全看個人個別的選擇，沒有標準答案，但唯有跟著興趣走的那條路才能

走的長久，畢竟，興趣是支持一切前進的原動力。

 【陶振超口述／記者謝佳慧紀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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