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心的提線傀儡？》 

 

近期在看大陸連續劇〈長歌行〉，其中有一段話令我感觸甚深，

大唐公主的護衛表情很冷酷，每天面無表情，公主原以為他只是面惡

心善，但有件事處理不當激怒了公主，遭公主訓斥：「你不是只有受

命（接受上面所給的命令）。也不是只有復命（按照命令做）。人要有

感情、要能會意、要有思維，否則便形同“無心的提線傀儡”。」大家

看過傀儡尪仔，被拉著線操作動作，此話意涵人變成了被提著線的傀

儡，無法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這也讓我想到一首由陳小霞所演唱的〈傀

儡尪仔〉，歌詞寫得相當好，意旨人的一生如傀儡尪仔，他人的一條

線牽動你的每一動作，你無法主動出擊，只能被動受人控制。引申可

暗指人無法明辨是非，不了解事情真相，只會表面上接受任務。我時

常告誡你們：「人要有頭腦，用腦思考，而這僅是第一個層面。單有

頭腦思考猶不足夠，最主要是能夠體驗、身體力行並 experience整個

生活歷練的過程。」〈長歌行〉描繪了大唐公主原身居宮廷內養尊處

優，每天有人服侍，有朝一日被迫逃到宮外，看到人間各種痛苦，自

身也遭遇許多苦楚，在因緣際會之下卻也讓她體認到人生該如何走，

得以深切體會箇中的滋味。 

 

太魯閣事件發生後，蔡英文總統親臨現場，有些往生者家屬藉機



陳情，蔡總統當下回應：「我聽進去了。」事後一位父親被採訪，憤

怒地表示：「總統只是聽進去！」其意指總統只是聽而沒有適切

response。如同我常和你們講一大堆道理，你們可能左耳進右耳出，

也可能聽進去但沒有 response，這都是沒有用的。假如有反應卻無法

進一步提出應對、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沒用的。有所規劃但不確實

執行，依舊無法起作用。面對危機，如無法時時刻刻反省自我，深切

檢討問題之所在，還是功虧一簣。每個層次大家都得想清楚，聽進去、

有所反應、提出應對之道、仔細地規劃然後確實地執行，執行過程尚

需嚴謹地 step by step去檢視是否達到 KPI，若沒有則設法調變、反省

並力求改進。太魯閣事件引發臺鐵內部管理許多問題，新上任的局長

宜大刀闊斧勇於改革，從災難中得到教訓，為人之所不能為，才能有

所改變。 

 

〈長歌行〉裡剛開始所講求是郡主一心復仇，但後來體認到復仇

不是唯一的，不論凡夫俗子或是上位高官都需心繫家國，以國家的利

益與安危為最大的考量，而非個人之利害關係。不追求個人之享受，

為了大公無私去奉獻犧牲，才是正道。 

 

最近頗嚴重的社會問題，便是缺水，歸因於去年到現在皆無颱風

過境。觀乎政府的因應措施，幾週前有人提出鑿井之說，這是選項之



一，但並非是唯一的選項，也絕非是第一選項。為何我們的高官會如

此草率提出因應之道？因為我們沒有專業的人才，在適當的位置去擬

定政策來為國家做事，這是件很可悲的事。有人說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皆為法律和政治的掛帥。從頭到其下許多階層不是以專業為考量，而

是由法律與政治相關的人領導一切。並非要怪罪法律與政治人才，但

若所有面向皆如此為之，倒會引發潛藏的危險。昔日教“輸送現象”，

我強調以 initial condition 與 boundary condition 去解決 engineering 

problems，讀理工的人訓練成工程師最大的功用在於有辦法面對問題，

去解決真正 practical的工程議題，這才是學理工的人應有之作為。 

 

為解決目前臺灣缺水的問題，若只依賴地下水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臺灣中南部長久以來持續地抽地下水，幾十年來從嘉義到屏東沿海地

層下陷非常嚴重，大家如有空沿西海岸走一遭便能察覺事態的嚴重，

有許多房子是 below sea level，只要颱風一來海水灌入，就災情慘重。

另一隱憂是海岸線內移，大家若去注意水文資料，臺灣西南角的海岸

線皆已內移，造成土地流失，風災、水災來臨使得沿海老百姓更加苦

不堪言。除此之外，高鹽量的海水一直 diffuse inward 到陸地，致使

土壤鹽鹼化、不適耕種，又得用更多的化學肥去汙染土地。如此惡性

循環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很恐怖的，臺灣昔日引以為傲的西南角的水

果與養殖業前景堪憂。 



 

理工人要解決問題宜從開源、節流下手。如今苦等無水該當如何？

水庫儲水靠颱風，而去年至今皆無颱風經過，實為不幸，這次形成的

颱風經過機率不大，能帶來雨量有限，單靠天、靠颱風是靠不住的。

臺灣現有 95座水庫，除了北部兩座蓄水量尚有 80~90%以外，其餘皆

慘不忍睹，除了颱風的水源 input少，還有長年淤泥、淤沙堆積嚴重，

導致水庫使用壽命減少，這些皆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用人造雨來解

旱，但實際降雨量非常少，僅有幾 millimeter是緩不濟急。還有一個

辦法─海水處理，但將海水淨化的資本過高，也有人處理廢水、汙水，

將之 regenerate再生後變成可用的水，其中牽涉到不同的等級，現行

臺灣處理後僅可作為工業用水，但新加坡可再生到能供老百姓飲用，

他們稱之 new water新水，而想達到新水的程度，可能又得花很多錢。

再者臺灣農田灌溉的水所耗甚多，但引入的水因溝渠 leak 有一半浪

費掉，而灌溉後的水也沒有再經汙水處理就排放掉，形同浪費。灌溉

管路沒有修築好，造成浪費與漏水，而使用者隨意灌溉，因水費過於

便宜。臺灣一度水只有幾塊錢，新加坡等國家則要到好幾十塊，造成

大家不懂得珍惜。有人提倡汙水處理、使用再生水，如現今的工業界，

園區許多企業都是如此，做汙水處理，希望達到 90%可再使用。有關

民生廢水方面，等等 WCY報告會提及，臺灣一天就可產生幾百萬噸

的民生廢水，目前全數排放掉，這些民生廢水若能再處理成工業用水，



或甚至是像新加坡 upgrade成能夠喝的水，就能同時達到節流與開源。

我們的官員只會提出鑿井，實為可悲又可笑，鑿井所引發的問題，除

了西南部的地層下陷日益嚴重外，還有高鐵地基的問題，因其經過西

南部靠海，雲林以南的路段受地層下陷影響，是我們該去正視的。作

為理工人，就應該勇敢地去思考可能的問題，拋開政治與藍綠的糾結，

實實在在地去思索解決應變之道。 

 

從缺水的問題到能源政策，臺灣最可悲的就是沒有整體國家的能

源政策，只會喊喊口號 2025 要非核家園，還有四年等著看，絕對不

可能實現，學核工的我很早就向大家講過。我們核能發電的比例從幾

十年前的 20~30%降到前幾年約 17%，然後再降到 10%以下，最後 2025

號稱就沒有了，如何填補核能的這 10~20%，單靠綠能是絕對不可能

的。德國相當早期就發展綠能，老百姓也都有強烈意識要使用綠能，

即使如此也只有 10~20%，臺灣目前約只佔 2%，由目前的幾%要提昇

到 2025 能夠取代核能所 leave behind 的 vacancy，簡直是 mission 

impossible。實際上到 2025我們會用更多的燃煤，尤其是天然氣。我

們想發展風力發電，也都是政治在掛帥，風力的實質效率是令人擔憂

的。所有的這些問題與政策，歸根究柢就在於我們沒有專業的人員，

現在要發展綠能並和農業配合在一起，個中的政策糾結在一起，許多

利益在掛勾，不是真正為了臺灣，也不是真正為了國家民生，可悲之



處便在此。如何去解決？我想得藉由「教化」，如何讓專業人員出面

來登高一呼，去教化上位的人，使其改變觀念，我們也需要一些有意

識與責任的知識份子，能夠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力量，來教育老百姓，

教育下一代我們必須面對的能源問題以及水費、電費等問題，如今水

費和電費便宜到大家都濫用。另外，臺灣習慣性補助廠商，造成官商

勾結，但廠商得了利益卻給予工人偏低的薪資，你們爾後去 T公司收

入頗豐，但一般的傳產薪水是偏低的，包括可憐的窮教授也是如此。

商人拿了政客利用策略提供補助的資金，讓自己賺進很多，但給予真

正在做事的工人卻不多，這些都是不對的結構，其因皆出於沒有好好

的教化。 

 

傍晚時分和蔡小姐去逛校園，我們從小吃部一直走到後面南大校

園，沿途可見一大堆學生在圖書館、靜齋、人社院、台積館等處排隊

等公車，車上都擠得滿滿的。一般在校園內應該讓學生走路、騎腳踏

車，以前在美國的 Purdue、Cornell 都是如此，Purdue 的校園好幾百

甲，課堂間只有 10分鐘，要在兩個館舍間通勤得騎腳踏車或用跑的，

甚至是奔跑的。在 Cornell進修時，雖然校園不如 Purdue之大，但校

園地形波段起伏，走起來也相當累，但就是得去走。清華校園和國外

比起來是小巫，但我們提供免費校園公車，大家寧可大排長龍擠上公

車，也不願走路。我們號稱要有一個 clean 的校園，但公車所排廢氣



卻是嚴重汙染校園，每年花費幾百萬租公車讓學生免費使用，學生養

尊處優，不會真正去 realize如何珍惜這個環境，無形中浪費了很多資

源並破壞環境。 

 

如同你們做實驗一樣，有些人勤於買東西、用東西，為了實驗的

需求我都會同意，任由你們去發揮，但回到基本面，希望你們好好的

規劃，有些東西是公用的，但有些人買了可能只有自己用的到，不管

怎樣，我們都應該非常 effective的節省使用並好好珍惜。據我幾十年

來的觀察，最會省錢的學生才能夠把實驗做好，假如想到甚麼就買甚

麼，用一用之後不如預期又換一個，這樣實驗就沒法做的很好，總之

凡事要好好規劃，做到 cost-effective。我們作為理工人，碰到任何事

情都要好好思考，如我剛剛從一些不同層面去向大家做分析一樣，在

這個實驗室經過如此層層的磨練與體會，以後去到公司、工廠才有辦

法真正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