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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談學習 
 

2 年前，我開始動筆寫自傳，參考了很多昔日留下來的資料，以及 30 多年前

自己寫的博士論文，結果卻發現很多地方看不懂。後來再重翻過去讀的滾瓜爛熟

的大學工程教科書，竟也不太看得懂。當我回顧這幾十年的工作生涯，我發現只

有在工作前五年，用得到過去在大學、研究院所學的 20-30％，之後的工作生涯，

直接用到的部分幾乎等於零。因此當我說學校生活是「一場可帶走的盛宴」時，

指的絕非專業知識的學習，而是學習的能力與態度。 

我分析有三個原因：第一，在學期間是培養求知心最好的時候；換句話，你

要把握機會多方面培養興趣，無論是文學、藝術、科學都行，這就是一種求知心。

第二，培養學習的習慣，包括終生學習的習慣。如果年輕人在學期間既沒有培養

求知心，又沒有培養學習的習慣，我認為他是在浪費時間，那麼就算他考試考得

再好，教科書背得再熟，我都認為沒有用。第三，培養「思考能力」。學習只是

一種input，如果沒有經過內化的過程，去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那不叫思考。求知

心及學習習慣是兩項基本能力，若沒能在求學階段及時培養，完全是虛擲光陰。

至於思考能力則是更進一步的能力，如果想做些與普通人不同的事，非具備思考

能力不可。 

事實上，普通人常掛在嘴邊的「活到老，學到老」，並非我所認同的終生學

習，因為每個人所堅持的終生學習絕非是泛泛的「活到老，學到老」，而是必需

具備下列三要素： 
 

一、有目標 

終生學習必須設立長期目標，同時也要有長則幾年、短則幾天的短期目標。

舉例來說，我認為每個人都需定下「一定要能跟得上所屬行業」的終生目標，不

論是醫生、科學家、工程師，都要跟得上該行業的最新潮流。像我自從出校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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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直待在半導體業，因此我所立的終生學習目標，就是要跟上半導體業的發展。

當我處在技術的領域，我就要求自己要跟上技術的最新發展，後來轉往業務領域，

我的目標就換成要跟上半導體各項業務的發展。 

假如你在銀行界工作，能否想像 30 年、40 年前畢業的銀行家，即使是最好學

校的畢業生，日常所處理的業務也只不過是存、放款、發行政府公債，賺賺其中

的差價罷了，十分簡單。我在美國做事的前 10 年，常有人跟我說，銀行家是最容

易不過的行業，每天下午 3 點鐘就可以下班打高爾夫球。然而物換星移，現在銀

行業的情況與過去相較有天攘之別，因為目前錢可以跨地區、跨時區流通，所以

銀行業開始受到全球金融的影響，再過幾年，我相信網際網路對銀行業的轉變將

造成更大的影響。倘若你不能隨時跟上最新發展，我看你的不用 10 年、15 年，就

會面臨失業的危險，而身處科技、工程領域的人，職業壽命更短。因此，人人都

該抱持職業壽命目標是：「無論身處何種行業，都要跟上潮流」。 

至於短期目標，範圍則大得多，因為它可以與興趣或工作職務的調動相結合。

當一個工程、技術或研發的人才，被拔擢成為經理人時，他開始需要涉獵財務、

行銷等其他相關知識，如果原本沒有這些知識基礎，就要盡快設立短期目標，在

未來半年內盡量地學習。這是必要的學習階段，倘若不這樣做，新職務可能無法

得到完全發揮，這是每個人在工作上可以經常設定的短期目標。 
 

二、有紀律 

因為學習是一件相當嚴肅的事情，所以要決定花多少時間來從事學習。以聆

聽為例，其實傾聽別人講話也是一種學習。我在交大授課時，曾用 1 小時專門闡

述「專心聽」的技巧及重要性。一般人的觀念是大家要盡力培養口才，卻忽略了

聽的能力對一個人的發展，比講的能力更重要。 

想藉由聆聽得到學習效果，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專心聽以提高聽的效率，第二

個重點則在於你是否能將聽到的內容，經過內化（Internalized）的過程。我隨身攜

帶一本小記事簿，這是我的學習工具之一，每當我聽到一些好觀念及資訊，一定

隨手紀錄下來，之後每個月或二週溫習一次，就像溫習教科書一樣，這就是內化

的過程。當然你不可能 100％記得全部的內容，可是你一定不會漏掉重點，例如客

戶是不是要垮台了？還是成長得很快？這你絕對會記得。有時當我與客戶談話

時，他們往往很驚奇為何我知道這麼多事，我就跟他們說，這些都是公開資訊，

只是別人沒有注意到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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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學習必須有紀律、花時間、嚴肅看待。好的終生學習，絕對會影響生活

習慣，我就是最好的例子。我每天會盡可能看書 2 小時，閱讀的內容可以是與工

作相關的資料，或是客戶的財務報告，也可以做純興趣的閱讀，這樣一來自然不

熱衷應酬，因為有更具樂趣的事情可做，可見終生學習的紀律真的會影響一個人

的生活習慣。 
 

三、有計畫 

學習如果沒有計劃就會事倍功半。所謂的計劃是先設定你的長、短期目標，

你要看什麼書、讀什麼雜誌、報紙，或是要跟誰說話都要有計劃。尤其是跟誰講

話一定要想清楚，對要認識哪些人也要訂出一個方向。像我對經濟、趨勢的議題

一直有濃厚興趣，因此交往的朋友常是學術界、經濟界人士。不過跟這些專業人

士交往前，自己要先打好基礎，不然彼此的談話很難出現交集，也就毫無樂趣可

言。至於認識這些人的方法，是先打聽好這些人出現的場合，找機會跟他們認識。 

此外，回學校充電也是必要的，即使很忙，每年也應抽出 1、2 個星期到學校

聽課，即使不是正式的上課，也可多參加研討會，1 年 5-10 次，聽的時候要嚴肅

地做筆記，才能學到東西。 

但從另一個角度思考，一個人並不需要進大學、研究所才能培養出這些能力。

我們常看到一些從學校半途出家的人依然能做出一番大事，而且他的思想、學問

比接受正常教育的人來得好，這是因為他們擁有良好的終生學習習慣。 

我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如何鑑定一所學校的好壞？一般的答案是師資好、設

備好，在我看來，這倒是其次。我認為一所學校最重要的是學生，要有好同學才

能培養你的求知心、良好的學習習慣、思考能力。如果有人踏出校門許久，還在

談論自己的學校，我想那時一定是認識了志同道合的同學，所以才值得懷念。常

看到一些人，喜歡說自己出身某某名校，你會發現，那些會把名校掛在嘴邊的人，

他生命的顛峰歲月往往真的就只在考上一所好學校。如果你有此習慣，我勸你最

好早點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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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電影院 
片名：留住最後一支舞 

簡介：榮獲 MTV 電影獎最佳男演員大獎 

這是一部歌舞電影，藉由電影探討年輕人對未來夢想的追

求；除了有優美的歌曲外，還有相當美式的舞蹈風格。 
莎拉在小鎮長大，與母親相依為命，她熱愛芭蕾舞，希望能

考進茱麗亞藝術學院，將來成為首席的芭蕾舞者。然而一場

車禍意外，母親過世，莎拉也因此放棄了芭蕾舞的夢想，前

往芝加哥投靠父親。她的父親以演奏爵士樂為業，住在低收

入區，莎拉的新學校是黑人社區高中，她是校內罕見的白人

學生，她在學校認識了戴瑞克，他不斷鼓勵她完成夢想，重

燃莎拉對芭蕾舞的熱愛。相知相惜的莎拉與戴瑞克，他們陷

入一段浪漫的黑白戀，不但要克服彼此之間文化背景的差

距，更要面對週遭異樣的眼光與家人朋友的反對。 

導覽者：王瑞宏老師  時間：4/11(二)，18:00      地點：B201 

可蓋護照章，歡迎踴躍參加！ 

 

 

 

 

 

 

 

 

 

 

 

 

 

 

 

 

 

 

諮中 Blog─建立你的人脈金礦 

＊用心交朋友：就像追男(女)朋友一樣，關鍵時刻的噓寒問暖，有

時勝過一頓酒足飯飽或厚重大禮。 

你是很自然地對待朋友，或是很客套、充滿企圖與

心機，其實對方都感覺得到。 

＊及早進行：以目前求學所能接觸的範圍，慢慢建立自己完整的

人脈網絡，才最可能發揮「及時雨」的功能；不要

小看短短 5(4)年，將是一個相當雄厚的資本。 

(取自 95/3《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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