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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學者面臨各種抉擇之間的得與失？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戴明鳳

撰寫日期 2008 年 7 月

人的一生總有幾個相當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中或階段轉換之際，總會面臨一

些抉擇。不同的抉擇可能會導引不同的人生歷程，但也可能如同走迷宮一般，不論選擇

什麼樣的路徑，最終可能都會走到類似的終點，結果差異並不大。身為女性科技人的你，

是否一直以來都作對了抉擇？還是期盼人生若可以重來的話，你會考慮做另一種選擇，

以期獲得另一個不一樣的生命歷程。通常女性科技人的一生中較常在下列三個階段面臨

抉擇：

(1) 求學階段：選擇學習領域，理工或是非理工科系？

(2) 婚姻階段：選擇進修更高階學位或是先走入婚姻？

(3) 發展事業階段：選擇先生育、還是先升等？

以下僅就我個人在經歷此三階段所作抉擇的經驗和淺見與大家分享。

(1) 求學階段：選擇學習領域

在年輕氣盛時的求學過程中，對學業領域的抉擇我並未遭遇太多的掙扎，似乎從未

對該選擇讀哪一組、那一系所有任何過多的猶豫。從高中必須選組開始，以至取得博士

學位為止，自始自終選擇物理系所就讀，對我而言似乎一直是一件相當理所當然爾的事

情，截至目前為止也從未出現後悔此一抉擇的現象。若考慮人生可以重新來過，在相同

的環境和背景下，我不認為我會有不一樣的選擇。

然而，在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四年大學＋兩年碩士班，再加 2.5 年的博士班，共

計 20.5 年的求學生涯中，我從來不曾拿過前三名，不曾當過模範生、不曾領取過任何書

卷獎、不曾被老師認定為是優秀的資優學生、在學校也從未獲得任何老師的菁睞，充其

量只是被視為一個不會惹是生非的平凡學生，也從不曾被視為是一個很適合讀理工科的

學生。但自己的心中一直清楚自己的性向為何---探究自然界種種有趣的現象和奧秘。此

外，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我都稱不上是一位優質的教師或學者。但理學院領域內對學

識素養的嚴謹訓練，敬業之研究態度的養成等等培育過程，培育了我對做人做事應持有

認真負責的基本態度和不隨意半路撤退的不撓不懈精神。也就是這些嚴謹態度的養成，

使我順利地取得博士學位，並在日後的人生道路中，得以成就不少事情和完成幾件還算

值得回味的工作。

如今不論是學術研究或產業科技都已走到高度跨領域的多元化階段，值此之時不論

是科技學門、或是人文社會學門領域內各學門的分界點已不再界線分明，並常需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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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的整合，才能有嶄新的發展。現在的教育制度已逐漸不太過早作分流，身為現代

人今天不論選擇哪一學門就讀，必須同時修習其他領域的基本常識，才能成為一位具全

方位通才的現代知識份子。所以，我個人認為現今求學階段的學科領域選擇已不再如以

往需要徑渭分明。

(2) 婚姻階段：先選擇進修高階學位或是先選擇婚姻？

21 世紀前，傳統社會對女性高等知識份子的特殊看法---女性學歷太高，且又擁有理

工學院的博士學位，將會面臨很難找到對象的困境。故當在決定是先攻讀博士學位，還

是應該選擇先結交異性友人之時，我才開始第一次面臨抉擇。記得當時母親很擔心我未

來嫁不出去，所以相當反對我攻讀博士學位，尤其反對我繼續專研物理。當時亦有多位

科技產業界的異性長輩和男、女性朋友紛紛勸告我，若對婚姻仍抱著期望的話，就千萬

別修讀博士學位。還好當時承蒙父親、清大古煥球教授、台大楊鴻昌教授和台師大洪桓

娥教授的積極鼓勵，所以，我還是沒有太多猶豫便選擇了進入物理領域的研究天地。且

很幸運地三年內在古煥球教授用心的指導下，順利地取得博士學位。

雖然現今社會仍有不少人存在著類似的觀念，但事後仔細回想在這一抉擇的階

段，我並不認為選擇修讀高學位，對女性未來能否走入婚姻具有絕對的負面影響。能否

走入婚姻其實端視自己對婚姻對象的要求為何、對婚姻是否具有正確的價值觀、願意為

婚姻家庭付出的程度、當面對兩者衝突時是否擁有積極解決的意願和正確的應對態度。

然而，以上這些問題不僅存在於女性科技人之間，同時存在現今廣大的職業婦女之中。

我個人認為女性科技人既然有能力解決困難重重學術研究問題，也必然有一定的智慧和

能力致力於改善此一困境。

猶記得在讀博士學位之前，自己在感情的道路上一直是一位相當沒自信的人，且

未曾真正與異性朋友交往過，每當與異性相處時常呈現不自在的窘境。但在修習博士學

位時，及至日後踏入職場後，因應研究需要，常常須與其他研究人員進行深入的溝通與

合作，也因此讓我開始懂得如何自在地與異性相處，致使我陸續有了不少研究上的異性

好伙伴和哥兒門似的異性好友。在這些研究歷程中所培養出的 EQ，讓我在後來認識我

先生時，有足夠的能力懂得如何和男友相處，進而得以攜手步入婚姻。

現今高學歷份子滿街跑的時代，學歷的高低已不再成為過度阻隔女性科技人婚姻

之路的絆腳石！理工背景出身的女性科技學者或知識份子的背景，反倒有助於未來小朋

友的教育問題。此外， Mr. Right 的出現與否多少帶著點機緣，能否遇見 Mr. Right，能

否走入婚姻家庭，並不是晚一點攻讀學位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不妨讓大家知道，我 35 歲認識我先生，37 歲升正教授，千禧年年初適逢我年近 40

不惑的年歲，我先生「終於」下定決心將我收歸為親密家人，此時才得以邁入婚姻家庭。

回顧過去，還好當時沒聽朋友的勸告，等交了男友結了婚後，才讀博士學位，那我現在

豈不才要開始當博士後研究員。若當時我真的接受親朋好友的建議，我想這一世我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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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會結婚。因此，此一階段的抉擇，該是問自己對學術研究有多高的興趣和熱誠，

對婚姻與家庭的期待又為何。

(3)事業發展階段：選擇先生育、還是先升等？

由於我是升等正教授後才結婚，故我並未面臨此一抉擇。但卻因晚婚的關係，致使

遭遇不易懷孕的事實，而先生是家裡的獨子，公婆對孫子卻又懷抱著極深的期望。還記

得新婚後的第一天早上，公公遞給我的第一件物品竟是幾包說是有助於受孕的中藥包。

然而，女性懷孕生兒育女的事情，卻不是人為的力量所能夠掌控的，特別是高齡懷孕，

通常有「時光不候人」的現實問題。未結婚之前，連身為基因研究科學家的先生原還總

以為以現在的醫學進步，高科技的試管嬰兒技術應可協助我們解決此一困境，因此婚期

為了幾個無法看破的小問題，一再拖延。孰不知其實卻不然，人類醫學能夠解決的問題

實在有限，特別是目前仍無法抗拒的老化問題，根據醫學統計當女性年齡逾 42 歲，則

連試管嬰兒的技術都實在幫不上忙，唯一勉強可賴以協助的就似乎只有領養小孩或借卵

生子的選擇了，或者只有選擇放棄一途了。

對於追求高學位、職位升等、有成的事業等等均沒有絕對的截止時間限制，但生育

卻有「時光不候人」的現實問題必須面對。因此，若對育有兒女仍抱持著極大期望的人，

則就得好好思考其優先的順序。

人生的歷程中，不論自己是否做了最佳的選擇，就不要過度回顧自己所做的選擇，

既然已經做了無法改變的選擇，就當誠實地面對自己所做的選擇，不要有過多的後悔和

遲疑，當全力以赴地朝目標邁進，盡心完成應盡的責任或目標。我個人的處事原則是對

於自己不喜歡的任務或工作，雖然私底下仍難免還是會有小女子的變忸---愛發牢騷，但

既然接了，便會努力使之盡可能圓滿地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