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一：楊德良教授（攝於訪問香港科技大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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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楊德良、張萬珍  文：張萬珍

此
次專訪台灣大學土木系楊德良教授，首先

就2005至2008年間他所主持與科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國科會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

才培育研究計畫之「高精密度計算開發」及「熱

流模擬的基礎理論研究」請益。科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致力於開發適用塑膠射出成型產業的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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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正弘  成大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系教授



▲圖二：楊教授做任何事都是徹底而專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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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模流分析系統，以快速開發產品、降低成本，

其Moldex與Moldex3D系列專業模流分析軟體行

銷海內外，國際知名。台大土木系在楊教授主持

下，參與者還有范佳銘、陳哲維、沈立軒、胡淑

評、蔡嘉星、朱哲均、魏子翔、孫嘉蓬、吳佳珊等

當時碩博士班及博士後研究員，負責文獻彙整、

程式開發、模式模擬及測試、資料蒐集、分析、統

整、技術文件建置等工作。

談起這段合作，楊教授說最初是在2000年參

加研討會後、參考其他研究者的論文，引進了無

網格數值方法（Meshless Numerica l Method）。

台灣學者們不斷研究改進，已「青出於藍」，成為

世界重鎮之一，還將於2011年3月15-18日在高雄

中山大學舉辦「Join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refftz Method VI and Method of Fundamental

S o lu t i o n s  I I」的大型國際學術集會，凸顯台灣

的貢獻。高雄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李子才教授

為Treff t z項目主席之一，楊德良教授為基本解法

（MFS）項目主席之一。台大土木系劉進賢教授、

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暨研究所陳正宗教授的

團隊也是本土重要研究者。

楊教授強調台灣在這方面要走先本土化化再

國際化的路線，而不可直接照搬別人現成的方方法

來用，要在研究上做領導者。他常受邀到相關國

際研討會演講。

T r e f f t z  M e t h o d 由德國數學家 E r i c h

Tr e f f t z  (1888 -1937)在1926年提出，Met ho d 

of  Fundament a l  Solut ions由蘇聯數學家Victo r 

Dmit r iev ich  Kup r ad z e  (1903 -1985)及Me r ab 

A lexsandrovich A leksidze在1964年提出，兩者

均可用數值方法來解偏微分方程式，近年受到矚

目。當時未以電腦輔助，只是簡單的方法。台灣的

研究者將其推廣到各種領域，如熱、光、聲學、電

等等，因皆為無網格的數值方法，現已成為「黑

馬」，與傳統的有網格數值方法抗衡。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需要此技術，在網路

上搜尋全世界的佼佼者，最後由創辦人之一蔡銘

宏先生與行銷企劃部經理彭軼暉先生趁楊教授

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 lifo rnia

at I rvine）訪問時主動洽談，促成了合作。科盛公

司為塑膠製程公司，需要精密的熱和流的計算。

做高精密計算需要很多節點，用傳統的方法來

做，即使能做出來，代價也

很高昂，需要楊教授的團

隊用新開發的方法協助。

而科技要求愈來愈高，高

階微分對曲率的問題幾乎

無解，用楊教授團隊開發

的方法則非常容易，可說

是完美的分析工具。各國

學術研究者常循著學術發

表和高被引指標寄電子郵

件向楊教授請益。

雖然自己團隊目前的

成果已是「獨門功夫」，很

有商機，但身為學者，看錢

很淡，毫不保留提供資料

給人。「已經發表的就不是



▲圖四：由楊教授領導的教育部拔尖計畫「基礎建設多重災害先進模擬與實驗技術之研究」的各子計畫主持
人、主要新進研究者及受邀的專家定期集會討論。

▲圖三：楊教授演示六面體模型的分解，讓學生由實際操作體驗到
底是分解為五個四面體好還是六個四面體好。書本上沒有的細節
知識，只能由實際操作體會，也才能激發創意。這門「計算流力」
融合他三、四十年「武功」的課程，外系學生亦前來「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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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他說，「最新的應該還

是在明天」！

他不會主動推銷研究有成的

技術，「因為我覺得在大學裡面

最主要有兩項使命：一是把我的

學生教好，一是領導做最上層的

研究」；做研究時不會在乎所做的

是否「有用」，但身為工學院的教

授，卻離不開應用，會考慮所做的

如何能應用到實際的產業：「產

學合作其實是很好的機會，他們

會把最難的問題告訴你」，教授

在此可運用自己巨大的能量。

與產業合作，教授的「基本

功夫」要紮實；「在養成方面、甚

至必須做了一輩子的學問，然後

才可以『拿去賣』」。「一定要有自己的東西，而且

要比世界上任何存在的都好才值得」。在美國念

頂尖的大學，楊教授如此自我要求：「要做就要

做第一，否則就不要做」！「我只有0和1；我不做

0.5」，並以「永遠要做No. 1」做為提醒自己的期

許。

「教授本人的『意願』要很強；應該要拋開

一切的名利，應該要拋開世俗的一些眷戀，要

『獻身』學術。要把學術當成自己的hobby」。楊

教授最快樂的事就是天天在實驗室裡，和學生打

拼：「所以三十年下來累積了很多能量」。第二點

則是學生要有很強的意願，和指導教授的價值觀

及行事風格要接近，「要有『緣』才能在一起，所

以要有很好的老師才能教出優秀的學生；優秀的

學生才能知道老師的用心，而更優秀的學生才能

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充滿愛心和教學熱忱，為了讓學生有機會追

隨他學習，也調整教學措施：「現在是多元的時



▲圖五：計畫研究者實地在霧社水庫測試監測紊流下沉積
河床的聲波顯影策略。

▲圖六：颱風辛樂克 (2008年)使台中縣后豐
橋崩塌，實驗者以縮小的實驗裝置和Flow-
3D模組來模擬崩塌時的情形。

(a)T=10 sec . ;  (b)T=20 sec . ;  (c)T=40 sec . ;  
(d)T=80 s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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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沒有辦法強迫每個學生跟自己有一一樣

的想法，就讓學生選。不過我一直認為為上

帝是公平的，有種下的才會留下來；假如

這一生是混過去，就虛度了」！他笑說自己

也混過二十年，研究其實是從四十九歲才

開始。

楊教授由美國康乃爾大學（Co r n e l l 

Un iv e r s i t y）完成博士學位後，擔任過該

校土木暨環境工程研究院研究員、美國

H a r z a顧問公司水資源部資深工程師、

台大土木系客座副教授、美國Ro c kw e l l 

Inte rnationa l ,  DMA, Nor tec,  Ha rza等公

司工程部門資深工程師；1983年因家庭因

素，返國任教於台大土木系，曾任台大水

工試驗所主任六年。

持守認真、厚植實力，雖不營名利，楊

教授長期得到國科會和許多學者的認同，

支持必要的資源，使他專注於研究。「要怎

麼收穫先那麼栽」，他的成績可觀，在土木

水利及海工方面每年皆發表數篇非常高品

質的學術論文。

楊教授的研究團隊還進行教育部拔

尖計畫「基礎建設多重災害先進模擬

與實驗技術之研究」，已做了四年，目

前是第五年，可望能拿到第二期。整個

計畫成績亮眼，2009年整個團隊發表

了45篇重要國際期刊論文，還有多項

突破，在天然的土石流方面由理論、計

算、現場、再做到模型試驗，裡面還包

括結構、大地、電腦輔助組、機械系的

學者跨領域的合作。目前正進行關於橋

墩沖刷的研究，希望在五年內能將台大



▲圖七：三代同堂歡慶小孫女週歲 

▲圖八：楊教授與家人攝於中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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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對本篇研究有興趣者來電洽詢：06-2757575 #61207陳淑媚 小姐，工程中心將竭誠為您服務！

建造成世界上此領域

領先的研究中心。目

前他們已與國際領先

者並駕齊驅，而其全方

位的研究更是特色，

2010年10月將在台灣

發表獲得美國機構舉

辦國際競賽首獎的成

果。這項由楊教授領

導，結合台大土木系

和機械系教授、少數

以非中心而拿到的拔

尖計畫成員還有土木

系卡艾瑋教授、張國

鎮教授、羅俊雄教授、

謝尚賢教授、陳俊杉

教授，以及機械系的

楊馥菱教授。

「做研究就是要

做得很少、很美、要把

學生帶起來；而且要

先本土化再國際化，

這一定可以做得到！

因為台灣有很特殊的

環境。我相信台灣的

土木、土石也是很獨

特的，一回國演講時

我就強調一定要有自

己的數據、自己的方

程式、不是從其他地方照搬來套用。雖然牛頓第

二定律適用於全世界，但是在每個地方用法不一

樣。同樣的，組織律、邊界、方法論都不一樣」。

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三者中，他把心放在研

究和教學，做好之後再考慮「服務」，「這樣子

才能真正在服務中替社會解決問題」。研究「不

一定要成功」，能有百分之十到五十的成功已經

很好了。他舉美國很多高等研究機構或私人企

業的研究成功率約為三成，大部分都「失敗」作

例證，「所以就是 go  and  s e a r ch  aga in  叫做

research。要從經驗和錯誤中學習、改進，經過不

斷的試誤；絕不可能是一下子就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