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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淡江生命力 
社論專載

 

最近淡江在學術研發的路上屢傳捷報。

 

 

 

　繼教育部公佈大學國際論文數量評比，本校榮登私立大學龍頭及化學系教授林孟山

以有關血液檢測之研究獲中、美專利並技術轉移業界，得到國科會技轉獎勵後，水環

系教授盧博堅歷經多年研究，運用流體力學設計的「三葉片人工心瓣」也成功獲得中

、日兩國專利權。身為水環學者能在改善醫學設備領域獲傑出成就，得力於他雖主修

水資源與土木工程，但留美時曾在休士頓醫學中心研究醫學工程，多元進修探索，使

他在專業之外，跨領域也卓然有成，學術研究生涯多彩多姿。

 

 

 

　像盧教授這樣融熔統合不同學門勤下工夫，跨界研究已是當前新世紀的潮流。在充

滿未知的研究路上，要開創新的研究題材或提出新理論，必需兼備知識學習的深度和

廣度，因為擁有淵博知識做基礎進行研究時才能站得穩、爬得高，進而培養更為敏銳

的直覺，這是從事科研者需具備的寶貴能力。任何一項發明或專利權的取得，將內心

的構思轉換成實體或加以詮釋呈現，其過程無不費心勞神和充滿挑戰，從擇定題目

，經不斷思考分析、評估修正、改良求精、到有所突破，進而申請專利成為智慧財產

權，一系列的作業是研究者腦力、智力、體力、毅力和判斷力的莫大考驗。許多時候

研究者雖付出心血，但不一定成功，可是不管其結果如何？這種向未知挑戰的精神

，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因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原動力。

 

 

 

　對一所研究型的大學而言，需透過教授們勤於發表學術論文、熱心申請專利與技術

轉移，並將研究能力落實到產業界以嘉惠大眾，讓校園洋溢「拚研究」的氣氛和活力

。在這一方面淡大的教授群表現相當不凡，五虎崗上經常可看到樂在研究的師長，他

們日以繼夜埋首工作室，不懈思考問題、尋找資料、進行實驗、撰寫論文報告，廢寢

忘食投入高深的研究天地，視科學研究為神聖的任務。這種對學術的熱忱和堅持為淡

江創下豐碩的成果，目前我們發展的專利項目包括盲用電腦、血型轉換等將近五十種

，這些智慧結晶都是研究者以豐富的知識為材料，透過腦力激發無窮的創意而產生。

這種研發精神展現的就是淡江的生命力，也是社會寶貴的資產，因大學技轉情況與專



利數是一國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走向研究型大學的淡水校園，要在競爭的激流中傲然卓立，必須擁有源源不絕的研

發創新能力，因為人類已進入「以知識為技術」「以創新為價值」的腦力競賽時代

，誰的創造力強，誰就是贏家。如何開發腦力資源，加強思想深度，增進創新能力

，以提升自我競爭優勢，這有賴於平日的訓練和努力。所以同學除了專業知識外，必

需學習跨領域學科的各種觀念，打破分科束縛，吸收多元文化精華，培養廣泛興趣

，這才有助拓展思考的面向和深度。但僅止於此是不夠的，在累積知識之外，如何加

以活用？讓知識轉變成富國利民的智慧財產，則需有創造力和積極的精神。愛因斯坦

曾指出：「聯想與思考比知識重要」。但願同學深思這位偉大科學家的諍言，好好珍

惜和發揮自己的好奇心，因為有好奇心，才有創造力，有創造力才有科學，有科學才

有技術根源，才能促進國家經濟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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