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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星際遊遐 自己教自己  

謝錦芳 

     原本中文不太靈光的徐遐生，在清大校長任內，中文變得非常流利，他非常感謝當年清

大有勇氣，願意接受一位中文文盲做校長。在清大校長期間，他很自豪地說，為清大引進了

全世界最好的教授聘用制度，連國外的教授都說好。他相信，好教授可以吸引更多好學生，

創造一流的大學。  

     大學時主修物理的徐遐生，一輩子只上過一門天文課，由於當年與林家翹教授做研究，

開啟了他對天文學的興趣，如今，卻變成天文學的教授，他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  

     在麻省理工學院讀大學的時代，徐遐生最大的煩惱是「老師教的我都會了」，他覺得上

課很「無聊」，大二、大三時經常「蹺課」，結果功課一團糟。還好他有很強的自省能力，

大四馬上奮發圖強，後來寫出了一鳴驚人的論文。不過，從先前「蹺課」的經驗，徐遐生學

到「自己教自己」，也培養出獨立的判斷力。  

     卸下清大校長職務後，徐遐生重返他最愛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目前他關切的主題是氣候

變遷。他認為，這個問題若不解決，人類極可能自我毀滅。  

     「人類雖是地球上最複雜的生物，卻有雙面傾向，可以創造出非常精緻的文化，也有很

大的自我毀滅能力。」徐遐生說，「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被毀滅了，莫札特的音樂、珍．

奧斯汀的小說更加珍貴，因為，這些作品是無法複製的，如果沒有這些人就沒有這些作

品。」徐遐生認為，這是文化與科學最大的差別。  

     「研究天文到最後，其實是為了更了解自己。」徐遐生認為，本世紀最重要的課題就是

改善氣候變遷，尋求永續發展；面對一百四十億年的浩瀚宇宙，人類非常渺小，如果不停止

自我毀滅的行動，一百年後，地球恐怕被人類破壞殆盡。不過，樂觀的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出

方法來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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