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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詩人的國家是
沒有星光的夜
─教務長湯銘哲談陳之藩

陳之藩教授  圖片由《文訊》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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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如果能遇到一位兼顧科

學與人文的大師，並且和他交往，是

非常幸運的事，成功大學教務長湯銘

哲說他這一生真的非常榮幸能和陳之

藩教授成為忘年之交，而且交情長達

10多年，留下非常珍貴的回憶。陳之藩

教授對他的人生也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是他的人生一段非凡的際遇。

說起這段忘年之交，時光要拉到

好久好久之前，在湯銘哲還是文藝青

年之際，陳之藩教授的「劍河倒影」就

是湯銘哲最憧憬的校園風光，在綠意

盎然的校園中，師生暢談，彼此激盪出智慧的火

花，就是湯銘哲夢想中校園的典範，可以說「劍河

倒影」就是引發湯銘哲心嚮往之，想成為教師的

引子。

 1990年，湯銘哲應聘回國到成大任教，1992

年成大醫學系（七年制）第一屆招生，這位年輕的

學者正是第一屆醫學生的導師，開學那一天，他

帶著25位學生，來到醫學院的中庭，坐在草坪上，

秋風徐來，快意暢談，學生與老師交心交情，那時

候這位滿懷理想的老師告訴學生，我終於實現了

「劍河倒影」的理想。學生也回應他說，這是我們

的第一次。

成大醫學院以充滿人文氣息著名，醫學院從

1992年開設「醫學生涯」課程，有一堂「醫學與人

文」講座，由當時的醫學院長黃崑巖主講。會後自

由發言時間，學生邀請老師們一起去拜訪當時在

成大電機系客座的陳之藩教授。哇，陳之藩在成

大，湯銘哲早已景仰陳之藩的文采，卻不知道兩

人同在一個校園，而黃崑巖院長則從未讀過陳之

藩的作品，於是老師、學生就浩浩蕩蕩拜訪這位

在成大客座的大師。

這一拜訪，造就了陳之藩和湯銘哲數十年的

忘年之交。湯銘哲記得那一天，陳之藩非常健談，

滔滔不絕，但是當時最深的印象是「大師老了」，

陳之藩那一年68歲，在言談中，他經常忘了講到

那兒，總是會回神的問著「我說到那兒了？」，但

是後來數十年的交往，陳教授卻一直保持非常靈

活，旺盛的精神，和良好的記憶力，好像68歲那一

年最老，後來卻愈活愈年輕了。

那一天的拜訪，湯銘哲臨走前留下一張名

片，然後經過整整一年，這張名片發威了；一年

後，醫學院學生創辦「成杏」雜誌，向湯老師邀

稿，湯銘哲挑了一個好日子，撥開桌上的雜物，

才剛要動筆寫下第一個字，電話響了，是一通來

自陳之藩教授的助理打來的電話，陳之藩病了，

但是他不想去醫院，只好求助於湯銘哲醫師，

湯銘哲雖然已不做臨床工作，但是大師生病了，

他馬上答應，即刻找了當時的博士生宋俊明和

總醫師賴清德，三個人一起去成大單身宿舍看

陳之藩。他們診視之後，確定只是輕微感冒，但

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安排大師到醫院做詳細

檢查。

陳之藩教授（左）與教務長湯銘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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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銘哲說從他掛號起，護士小姐就帶著好奇

的神情問他，「就是那個文學家陳之藩嗎？」，每

個人都這麼問著，湯銘哲也總是開心的回答「沒

錯，就是這個陳之藩」，湯銘哲說那一天真是成大

醫院「急診室的春天」，充滿著好奇與興奮，於是

在大師盛名之下，所有醫生護士都給予大師最佳

的笑容，最好的服務，讓陳之藩從此不再怕去醫

院了。

那一天回家之後，湯銘哲對於「成杏」，也終

於有了主題，他寫下「好為人師―在成功大學遇

見陳之藩」。

經過成大醫院檢驗之後，證實只是小感冒，

沒有其他感染與併發症；第二天，湯銘哲再度去

宿舍探訪陳之藩，陳之藩病好了，心情更好，覺得

成大的老師殷殷探詢，人情味濃厚，成大醫院的

護士小姐又漂亮又親切；而這個偶然事件，也促

成兩人十多年來的忘年之交。

陳之藩好美食，尤其喜歡台南小吃，常主動

打電話邀湯銘哲吃飯，第一次兩個忘年好友是到

民生路「小小大東園」去吃湯包，賓主盡歡，以後

大約每星期，兩人總要造訪成大附近的餐廳；有

一回湯銘哲鄭重介紹成大醫學院的餐廳，從此醫

學院四樓的餐廳，成為陳之藩每周必到之處，只

要陳之藩在台南的日子，每周總有一天，兩人會坐

在醫學院四樓的餐廳聊天吃飯。

陳之藩在成大客座期間，一年中有半年在成

大，半年在美國，他住在成大單身宿舍。可能因為

與湯銘哲的交情，特別鍾情醫學院的建築，認為

成大校園中最美的角落是醫學院，尤其是第三講

堂旁側由黃崑巖親自手寫的陶壁誓詞，那是被稱

為醫師宣言的「波希克拉底誓言」，由黃崑巖手

寫，交由美濃窯燒成，是成大醫學院最重要的地

標，陳之藩認為黃院長的書法絕美，現代無人能

出其右。後來陳之藩教授也和黃院長發展出惺惺

相惜的友情。

戀愛中的陳之藩

陳之藩與童元方的暮年之愛，享譽文壇，兩

人相差30歲，都是在暮年之際，第二任婚姻，才找

到戀愛最初的悸動；這段戀情，湯銘哲也見證過，

湯銘哲說有一段時間陳之藩總是春風滿面，特別

有神氣，那段時期，陳之藩反覆提及量子力學之

父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的故事，

薛丁格是奧地利科學家，在1933年獲諾貝爾物理

獎，他的肖像印在奧地利百元先令的鈔票上，一

生情史不斷；陳之藩研究薛丁格的生平，薛丁格

創作最強的期間，就是戀愛時期，曾經有一年，薛

丁格連續發表三篇石破天驚的論文，每篇主題都

不同，而根據陳之藩考證三篇論文寫作期，都是

與不同女人的戀愛時期。

第一次看見童元方，湯銘哲更是畢生難忘，

那一天與陳之藩教授敲定星期一早上八點對醫

學生演講，而一大早，湯銘哲因為要送家中老三

上幼稚園，孩子拖拖拉拉，已經逼近8點，時間快

要來不及了，他心一狠直接把孩子帶到醫學院，

走進研究室，湯銘哲說他永遠忘不了，那一天陳

之藩帶著一臉笑意，穿著米色尼絨外套，戴著一

頂呢絨帽子，站在他身旁有位高貴的女性，也同

樣穿著式樣一樣的外套，戴著一樣的帽子，這兩

位學者，像時下年輕情侶一樣穿著一模一樣的情

人裝。

湯銘哲說童元方是台大中文系畢業，16歲

那年唸了陳之藩「寂寞的畫廊」，就感動心儀不

已，愛上了他，但是時空相隔，沒想到後來兩人

在哈佛相遇，經常在長長的查爾斯河岸邊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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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詩談文學，心靈非常契合，真是相見恨晚，後

來兩人在2002年結婚，感情濃郁得像永遠在談

戀愛。

2008年6月陳之藩中風，湯銘哲說這是他第二

度中風。陳之藩喜好美食，愛吃肉愛吃甜，所以身

體毛病不少，有高血壓還有糖尿病，大家都頗為

擔心，但是已經復健一年半了，可以坐輪椅行動，

說簡單的話，朋友們都認為是童元方的愛情激勵

著他的生命意志，還有童元方無微不至的照顧，

讓他可以慢慢恢復健康。 

十多年來的忘年之交

「人生的寂寞是不分東西，人世的荒涼是不分

今古的」，陳之藩膾炙人口的散文，總是飄著亙古

的荒寂，還有不分時地的憂國憂民，但是湯銘哲

和陳之藩十多年的忘年之交，他的親身體驗是陳

之藩率真樂觀，聰明而且真性流露，他永遠生氣

勃勃，經常口若懸河，說出好多小故事。

在成大的時候，兩人每周會見面，但是有半

年的時間陳之藩待在美國，兩人就書信往來。陳

之藩對人對事都有直指針砭的智慧，兩人常談論

大學之道，陳之藩認為台灣的大學辦不好，是因

為國立大學處處要受到教育部的管轄，任教育部

幾個半調子科員掣肘，大學要成為國際一流，只有

改成私立一途。放眼美國世界知名的大學，包括

哈佛、耶魯、史坦福，大部分都是私立大學，卻都

是世界頂尖一流的好學校。

湯銘哲說他個人比較疏懶，陳之藩寫得多，

他回得少，但是透過紙上交流，卻對自己人生產

生很大的影響，在賴明詔校長接掌成大之際，邀

湯銘哲出任教務長，這樣的重責大任完全超過他

個人的生涯規畫，他遲疑好久，請教當時醫學院

長宋瑞珍，宋院長告訴他大學比醫學院還重要，

最重要的是大家把賴校長請來了，卻不幫他，這

樣選一個好校長做什麼呢？

對於這件事，陳之藩也寫了整整四頁的長信

給他，有如醍醐灌頂。陳之藩說校長重要的是去

募款，校內教務都是教務長的責任；而兩岸三地

都沒有一個一流的大學，主要因為大學沒有創新

的能力，創新創意都是大學最重要的元素；成大

是首次有醫學院的校長、教務長，他力勸湯銘哲

勇於承擔，做好教務工作，協助校長完成他的理

想和抱負，並且努力「勤求民隱」，看看問題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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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雖需要花許多時間，但是其成效不可限量；

聽了陳之藩的話，湯銘哲安定下猶疑不決的心，

接任教務長，並以人文教務長自居，希望不讓老

朋友失望。　

醫學與科學結合的研究計畫

1993到2003年，陳之藩在成大客座期間內，

兩個忘年之交，除了高談文學，也常旁及科學和

醫學，當時陳之藩提了一個研究計畫「Phase Plane 

Re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Electrocardiography」，

是以電場探討心臟的疾病，湯銘哲說傳統的心電

圖是線性的發展，但是陳之藩用電子力學角度重

新檢視心電圖，先微分再積分，心電圖會變成封

閉式的圖形，而心臟有病變的病人，可以很明顯在

封閉的心電圖上看出異狀。

陳之藩的理論是四時節氣和心臟運行及人的

健康壽命都有關聯，從他封閉式的心電圖可以看

出變化，兩人常討論這個問題，如果大量的進行測

驗，建立資料庫，更容易觀察變異性，陳之藩每次

做完實驗都會和湯銘哲分享，興沖沖的讓湯銘哲

看他的成果，湯銘哲則從醫學的角度提供建議。

可惜的是，這個計畫並未受到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之青睞，因為缺乏經費補助，整個研究

計畫無以為繼，只留下一堆實驗的數據；倒是當

年陳之藩每回實驗有成果，總會和湯銘哲分享討

論，所以湯銘哲目前還保有一整疊陳之藩從未公

開的報告。 

陳之藩作品

湯銘哲年輕時就熟讀陳之藩的作品，後來

天下文化重新出版陳之藩全集系列，陳之藩

也親自送了一套給湯銘哲，湯銘哲特地一一展

現，並且完整介紹。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是在春

風裡、旅美小簡、劍河倒影，但是湯銘哲最受衝

擊，感動最深的是「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這

本書是陳之藩20歲左右，還在北洋大學電機系

唸書的時候寫的，字裡行間陳之藩熱血澎湃，

流露出強烈的愛國思想，湯銘哲說他沒看過那

麼年輕的孩子，但是思想那麼深刻，他思考的

問題非常廣泛。

1947年那個時代歷經國共爭戰，每個人都非

常惶恐，陳之藩那時心中抱持很多憧憬，非常想

好好學東西，但是卻覺得社會很亂，世界都在變

動中，當時校園中自由主義的很強，共產主義方興

未艾，還有抱持舊觀念的保守人士，各種思惟也

都在瀰漫，陳之藩難掩心中的徬徨；當時胡適正

短暫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常在報章寫批評時局的

文章，陳之藩心嚮往之，以後兩人的交往，可以說

是從那時候開始。

「蔚藍的天」寫得很早，是在1948年陳之藩

大學畢業後，被派到台灣工作，他曾在台灣碱業公

司短暫工作，後來到國立編譯館，當時和他一起

的同好辦了「學生」雜誌，大家常常討論要寫些什

麼文章，陳之藩的國學基礎相當紮實，他個人又

非常偏好舊體詩，當時文友當中，就屬他英文最

好，他翻譯了好多英美詩人的詩作，包括華茲華

斯、雪萊等人，翻譯成中文，登在學生雜誌。這些

詩作一直到70年代才出版，算是寫得早，卻是後來

出版的書。　　　

1955年到1957年他在賓州大學電機學院讀了兩

年半的碩士班，他開始寫起旅美小簡、在春風裡，

都是非常漂亮的散文，也有好多文章被選入我們國

高中的教材；其中在春風裡有好幾封信，是胡適過

世之後，陳之藩懷念兩人往來書信的紀念文章，至

情至性，湯銘哲說他曾自問，如果陳之藩教授仙逝

了，他不知道能不能寫出這麼感人的懷念文章。

40 沒有詩人的國家是沒有星光的夜─教務長湯銘哲專訪



成大巡禮合力寫校史榕園記事發現成大人物誌迴響 生活觀點主編的話
校長的話

「一星如月」則是在1977年到1984年，陳之藩

到香港中文大學這7年間寫的，他是香港中文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創系後第二位系主任；那時節正值

中美斷交，堅定反共的陳之藩人在香港，與大陸

極為接近，思緒經常大風大雨的來，他喟嘆那個

時代是「無詩的年代」，用文字留下時代的嘆息。

後來陸續發表的還有「時空之海」、「散

步」，散步的文章大約是在成大教書時期，寫了

許多台南的風光，可能成大人和台南人都會特別

有感情，最後一本書是「思與花開」，是2008年七

月出版。

幾十年來，陳之藩的散文，被選入國中高中

的國文課本，他的文風、理想不知影響了多少學

生，1999年陳之藩曾經告訴湯銘哲，「湯教授，你

知道了嗎，我打敗了蔣介石」那時候湯銘哲說他

聽不懂，猜不透，直到最近，他唸高中的兒子回家

告訴他，「爸爸，我們第一課是寂寞的畫廊，是陳

之藩的文章」，兒子知道兩位忘年之交的故事，特

地告訴老爸這件事，那時湯銘哲才恍然大悟，多

年之前湯銘哲讀書的時代，國文課本第一課都是

蔣中正的文章，十幾年來，陳之藩真的打敗了蔣中

正，躍為第一課，成為中學生最喜歡的文章。 

搶救陳之藩教授文物計畫

計畫源起是因為陳之藩在2008年6月中風，

9月時中文系的張高評教授赴香港中文大學客座

講學一學期，張高評認為陳之藩從1993年到2003

年，在成大客座整整10年，目前電機系還保留一

個研究室，成大可算是陳之藩在台灣關係最密

切的學校，因此向校方提出搶救計畫，教務長湯

銘哲完全贊同，並且大力推動，他捐出數十年來

和陳之藩的書信往來，並且動員全校多個系所，

包括中文系、電機系，以及博物館、圖書館，成立

「搶救陳之藩文獻計畫小組」，大家一起通力合

作，努力推動。

目前保留在電機系研究室的文物，陳之藩已

經授權全部捐給學校，未來將在成大圖書館闢出

「陳之藩專區」，也將在圖書館仿造「蘇雪林書

房」，闢出「陳之藩書房」。

對於這個搶救計畫，2009年11月湯銘哲和張

高評一起到香港造訪病中的陳之藩，希望得到他

的授權，病床上的陳之藩神智很清楚，但是不能

說話，身體也不能動彈，他的頭髮剃光了，露出一

個超級大頭，湯銘哲說他印象深刻，就是因為頭

很大，很聰明，裝得下人文，裝得下科學，能理解

科學原理，又能寫出最典雅最深情的文字。

湯銘哲說整個計畫共分三個部份，包括尋找

並整理文獻、訪問陳之藩的師友學生、問卷調查；

其中最大工程是收集文獻，陳之藩著作等身，寫

過多本知名的散文集，包括在春風裡、旅美小簡、

劍河倒影、一星如月、以及早年翻譯的英文詩集

「蔚藍的天」，陳之藩早年在國立編譯館翻譯過

許多科普書籍，都包括在其中，以及散見在各報章

雜誌的文章，都是收羅之列。

最重要還有他與多位朋友的書信往來，真跡

手稿，都希望能借到書信原稿，經過掃描存檔。

至於口述歷史部分，預計將訪問多位文壇大

老，包括余光中、張作錦、高希均、馬森，以及陳

之藩的得意門生，成大的友人及學生，以及資深

的高中老師，在他們教授陳之藩文章的心得與影

響，至於問卷調查則是針對高中職師生，包括學習

心得、啟發、內容分析等。

整個計畫從2009年10月開始執行，而陳之藩

的國際研討會預計在2010年11月5-6日舉辦，並且

將同時舉辦陳之藩文物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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