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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與婚姻關係的平衡點 姝嫻

讀完林昭吟教授的「物理、婚姻與抉擇」，心中又記起了系上某位教授說的

假說：「學術研究太投入的人，婚姻早晚會出問題」，不經意的這個假說已在我的

家庭生活中漸漸的變成了「定理」，因為當我很渴望能待在研究室多工作一會兒

時，心中的不安就會催促我趕緊回家。

「凡事用心」，「絕不讓婚姻生活變成工作的絆腳石」，這兩句話常在我腦海

中迴旋，因此為不讓自己變成大學裡的教書匠，為了也能在自己的專長對學術有

所貢獻，我常思索如何將有限時間做最有效率的安排。限以實驗室的人力資源，

學期中進行預備實驗、或嘗試新的研究方法、或新創意的實驗，寒暑假才拼命趕

研究進度；教書課程的準備是在孩子睡覺後或是利用零碎的時間，寫報告則安排

沒課時來做。

我的另一個同事對我說：「家裡如果有兩個博士，一個就會是浪費」，我深切

明白這句話的涵意，如果說像我這樣產能的大學教授，（2006-2008 年發表 9 篇

SCI 期刊）是算不錯的話，那要歸一半功勞給擔任公務員的先生。他戲稱下班後

到市場買菜是他減壓的方式，我則樂於接送孩子與準備晚餐，然而若我的時間沒

辦法，他會隨時機動配合，假日偶而我會帶著孩子回娘家，藉機讓自己有空看閒

書，同時也讓先生自在一天。

「兩性平等」的期待不僅是在職場，在婚姻生活中也是相當重要，我很幸運

可以在學術研究與婚姻生活中找到平衡點，而支撐這個平衡的點是建立在家庭的

「兩性平等」的觀念。

（姝嫻為作者筆名，任職於某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