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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迴路轉的化學之路

李慧玲教授專訪

前⾔ 

適逢本系創立將滿三⼗周年，系上進⾏了歷屆系友的專訪活動，⽽我們這組的

採訪對象是⽬前正於輔仁⼤學化學系任教的李慧玲教授，由於時間以及⾦錢上

的考量，決定以視訊⽅式來進⾏採訪，我們在⼆樓電梯間與李教授視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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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的那⼀刻，真的相當緊張，不過聽到教授很和藹地向我們問好時，⼤家彷彿都鬆了⼀⼝氣，談

話也就很順利的開始進⾏了答案。


醫學⼤學的化學系 

當我們對李教授選擇醫⼤的化學系，⽽非⼀般⼤學感到好奇時，教授笑著說：「以前本⾝對於醫學

領域的相關知識甚感興趣，但當時基於聯考的分數無法如願填到醫學領域的相關科系，⼼想若能進

入醫學⼤學就讀，多少能夠接觸並吸收到與醫藥⽅⾯的各類資訊，也因此才選擇來到⾼醫的化學系

就讀。」 (⼀問之下，原來教授是第⼆屆的系友)⽽且她也提到，以前並沒有分組，系名也就是很單

純的化學系。教授同我們都是台北⼈，選擇負笈南下的原因居然和我們差不多，也是希望能離家遠

⼀些，並給⾃⼰多些獨立⽣活的空間，她還以有些半開玩笑的⼝吻道：「我還以為現在台北的學⽣

都懶，不喜歡跑到南部的縣市去讀書。」聽到此，⼤家都不禁莞爾⼀笑。


⼤學憧憬與⾼醫印象 

如同許多女⽣的幻想⼀樣，時常把⾃⼰想像成校園愛情劇的女主⾓，⼿上捧著⼀本厚厚的書，在校

園閒晃，不經意地就會和⼀位英俊的男同學邂逅相逢，教授也曾有過這般少女⼼的遐想，不過她也

表⽰：「在以前網路不盛⾏的狀況下，資訊取得實在不容易，所以對將來所要念的科系，知之甚少

(尤其⾼醫化學系才剛成立不久)，與其說是期待，倒不如是多了⼀些緊張。」李教授頓了⼀會，⼜

道：「第⼀次進到⾼醫時，覺得校園好像挺⼤的，不過後來才發現學校根本不⼤，⼤的可是醫

院。」聽到這裡，四⼈⼜都會⼼地笑了，教授接著說：「雖然⾼醫校地⼩，但卻⼩⽽美，尤其坐落

在市區的學校能擁有⼤⾯積的操場和紅⼟網球場，也是令我印象深刻。」


畢業後的⽢苦談 

教授提到，⾃⼰的求學歷程並非⼀帆風順，念完⼤學的學程，教授也和諸多學⽣⼀樣，進入了實驗

室，跟著指導教授進⾏專題研究(李教授專攻分析化學領域)。⼤學畢業沒多久擔任研究助理，但⼯

作⼀陣⼦後，突然轉念想攻讀研究所，於是回到台北，並報考研究所，進入輔⼤，完成了碩、博⼠

的學位。⽽後她⼜進入國家衛⽣研究院擔任博⼠後研究，並⾃⺠國98年起，於輔⼤擔任助理教授，

到如今已是⼀位桃李滿天下的教授了。李教授說，在國家衛⽣院研究進⾏研究是個特別相當的經

驗，因為這份研究⼯作就是在⾼醫進⾏的，所以她⼜再次重返⾼醫，不過內容基本上與⽣物醫學有

比較⼤的關聯性，，加上許多的專有名詞真的完全沒接觸過，所以花費不少⼯夫去研讀，並和許多

博⼠⽣進⾏交流，相互學習，因⽽李教授從化學領域跨⾜到⽣醫⽅⾯，這似乎也冥冥之中，與她當

初想進醫⼤的初衷有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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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學習時遇到的困難 

在學習中，若遇到難題，如何解決，並且在求學過程中，有什麼讀書的技巧或⽅法，來增加⾃⼰念

書的效率?這是⼤家都非常關⼼的問題，李慧玲教授給了我們⼀個非常好的解決辦法，組成讀書

會，在那個年代沒有google，也沒有youtube，⼀切只能依靠書⾯資料，因此教授會和同學們聚在

⼀起念書，如果遇到問題可以互相合作找出解答，不只如此，他們還會製作屬於他們⾃⼰讀書會的

共筆，做為討論功課和考試時的資料。


未來的路該如何走 

在⼤學如何規劃⾃⼰想走的⽅向是⼀個非常

重要的問題，許多⼈都還不知道⾃⼰未來的

規劃，以及到底要不要繼續走研究所這條

路，或是直接出去⼯作，但其實教授告訴我

們，在⼤學的時候，她並沒有對研究所有什

麼特別的想法，當時比起準備考研究所，更

傾向邁向社會⼤學⼯作賺錢，所以當時她選

擇去接家教，⽽這也是後來從事教育事業的

⼀個重要的資本，任何決定都是有意義的，

教授這麼認為，不需因為覺得⾃⼰做了⼀個

錯誤的決定⽽放棄，反⽽更應該要嘗試去完

成⾃⼰當時所下的決⼼。


換條跑道，重新出發 

⽽提到所選擇領域時，教授在研究所時選擇專攻分析化學的領域，我們好奇是因為對於分析化學的

愛好，還是在這個領域⽅⾯的出路較為廣泛。⽽在這個問題上。教授跟我們分享⼀個故事，原本選

擇有機化學實驗室做為第⼀⾸選，⽽且也如願以償地進入了，但是漸漸地發現這不是她所想要的，

因此毅然決然地決定更換跑道，剛好當時有接觸到分析化學，因此轉⽽投入⼀個全新的領域，事後

也證明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


當然我們也接著詢問教授是否還有其他的計畫，比如投⾝某些研究計畫，但教授表⽰希望可以帶領

更多學⽣去尋找⾃⼰的志願，並傳授知識，因此暫時並不打算離開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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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羈的年紀，無數種可能 

我們詢問了關於⼤學時光裡有什麼印象深刻或快樂的事情，教授開⼼地回答：「聯誼」。⼀度讓我

們感到疑惑，因為班上男⽣已經很多，為甚麼還要找外⾯的，教授開玩笑地說：「家花哪有野花

好。」我們都點點頭表⽰贊同，教授隨即邊笑邊澄清說：「也是因為剛好⼀個因緣際會，有位同學

認識成⼤化學研究所的學長，所以才會和他們做聯誼。」教授表⽰：「學長們都相當親切，除了會

教我們作業、指點課業上的迷津之外，有時還會⼀同出去遊玩，甚⾄是環島。」因此，教授那時⼼

中的研究所⽬標是成⼤，只是最後沒有去考。


站在巨⼈肩膀—回頭盡是感謝 

在求學⽣涯中，有兩位老師是教授特別想感謝的，分別是進有機實驗室做專題的吳明忠老師，以及

⼤學畢業去當研究助理的王雲銘老師。教授表⽰，她覺得⾼醫的老師都很好，尤其是王老師很關⼼

學⽣，王老師曾帶她們去參與⼀些研討會，還有進入核能所觀摩。回⾸來時路，若無這些恩師從旁

相助，也無法造就出李教授在化學領域的⼀片天。


為什麼要進實驗室 

對於學⽣加入實驗室，教授有⼀些想法，她認為⼤學⽣⼀定要進入實驗室去學習，不管哪個領域都

好，就是⼀定要去，因為實驗室跟課本的知識是不太⼀樣的，實驗室就是要動⼿做，不僅可以發掘

個⼈興趣，還能培養⽤更多的⾓度去思考問題。教授也⿎勵學⽣不要浪費⼤⼆升⼤三的暑假去打

⼯，她建議留在實驗室裡做專題。除此之外，教授也分享⾃⼰有點後悔的事，當初進入有機組做專

題的時間太過短暫，沒有學到更多⾼深的技巧。


不懼挑戰 

在結束之前，教授送了幾句話勉勵化學系的學弟妹，她覺得化學系的學⽣要有獨立思考、建立⾃

我、⾃主學習的能⼒，以及無比的毅⼒與熱情。「熱情和努⼒會讓你更成功，不是天賦；會讓你更

優秀的不是你的智商，⽽是你的恆⼼與毅⼒，也不是運氣讓你產⽣如此的成就。」李教授期勉我

們，要對任何事情充滿好奇，⽽且最重要的是，必須永遠保持⼀顆熱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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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採訪完畢，李教授亦送給我們了⼀段話，「⼤學時期除了學習專業知識，為未來的漫漫⼈⽣做準

備，該玩的還是要放肆去玩吧，當個會念書更懂玩味的⼤學⽣。」很開⼼此次的採訪收穫良多，謝

謝李教授分享了許多⼤學⽣活與課業的點點滴滴，更感謝她帶來許多不⼀樣的⼈⽣經驗，期許我們

將來能成為化學領域上的優秀⼈才，如同李慧玲教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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