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東北大學多元物質材料研究所教授 蔡安邦 

確立兩元素準晶體
在物質科學地位的樂觀學者

娃娃臉、看來還像研究生的蔡安邦教授，卻是

不到四十歲就主持了日本國家實驗室，兩元素構成

準晶體的發現者，他搖搖手說：「其實我在台北工

專不是好學生，我是礦冶工程畢業，學號是四十幾

號，當時只有一個班、學號是以入學成績排的，所

以我等於是吊車尾進來的。」

出生在雲林北港的他，剛到臺北覺得新鮮，同學

帶著四處去玩，「我在班上成績都是低空掠過，現

在北科大的王副校長，就是我們同班同學，他才是

好學生，他可是前三名哩。」

盡情玩樂  日後作學問更專注

回想起工專那五年；「很快樂，讀書開夜車都在

聊天，夏天一起去走中橫，當時

都在玩樂，只求六十分，但卻造

成我後來正面思考、樂觀進取的

個性。」帶著便服去學校替換，

好在下課後參加舞會，蔡安邦笑道：「念書時沒有

打算，現在想想也不會後悔，因為在工專時，大家

感情很好，過得很開心，也因為這樣，之後做學問

時，要專注比較容易。」

畢業後玩了三個月，到三陽汽車鑄造部門工作

兩年，晚上也到日文補習班進修，當時同部門有很

多台北工專學長，從課長到工程師，年齡橫跨老中

青，蔡安邦心想：「這就是十年後、二十年後，甚

至是三十年後的我，但我真的想這樣下去嗎？」

一次隨公司到日本購買檢查設備時，有了不同

的想法，蔡安邦回工專找教授「冶金計算」的林安

熙老師，表示想到日本念書，因為覺得日本不錯。

林老師畢業自秋田大學工專時代，他建議蔡安邦：

「秋田留學生少，獎學金好拿，而且住在宿舍比較

便宜。」由林安熙老師介紹熟人，他到了秋田念相

同科系：「本來以為只去一年，沒拿到獎學金就回

來，後來第二年就拿到扶輪社獎學金，因為三個獎

學金名額、給四個人爭取，很好拿的嘛！」

不預設結果  但求凡事畢其功於一役

秋田的學寮制度，讓他奠定良好日語基礎，「日

本學長學弟制度很嚴格，掃地、洗碗、買東西，一

定都是學弟去，加上一個小房間兩個人住，室友是

日本人，學日語很快。」全天候學日語的環境，讓

蔡安邦順利拿到冶金工程學士。

秋田畢業之後，蔡安邦到以前

帝國大學之一、材料科系很強的

東北大學繼續進修，碩士兩年沒

獎學金，太太到日本工作支持他，「其實，做研究

不要想成名，要保持單純的好奇心，不預設結果，

鑽就在同一個領域一直鑽。」做研究很類似他的人

生觀，盡力卻不預設，「預設結果就會不客觀，就

會偏差。」

博士一年級，他開始鑽研原本不穩定的兩元素準

晶體，尋找鋁跟銅、鐵的適當組成比例，使其結構

變穩定、有規則，蔡安邦的博士論文，民國 76年

投到權威期刊就獲得採用，迄今仍是被引用次數最

多的論文；民國 79年他拿到博士時，國際結晶學

會請他去演講，對方來函卻誤會、直接稱呼蔡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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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弟妹的良言：

若要走學術研究路線，請記住，

研究要有純樸的心，而且不能僵化。



因為不想被定型，蔡安邦前往日本留學。不預設結果、保持單純的心，投入科學研究，四十一歲那年，蔡安

邦做出兩元素準晶體，成就非凡，但至今他仍抱持著：「要找比自己優秀的人，來當實驗夥伴，我也可以學

到東西。」讓作學問有更多的可能。

教授，他心想，「還好沒讓我的指導教授看到啊。」

根據 ISI Web of Knowledge，自民國 92年蔡安邦

被列為材料領域高被引用學者，當時日本全國只有

13名。

研究要有純樸的心，而且不能僵化

拿到博士後，老闆增本健先生留他當助教、專心

做研究，三年後，老闆退休，蔡安邦進入隸屬國家

科學技術廳的筑波國立研究所，才三十七歲，他拿

到日本國家大型計畫，主持一個兩元素準晶體實驗

室，然而，到新的環境、能否開拓，正是科學家的

挑戰，「做研究，換地方、就會換一批人，必須找

不同領域的人來合作，我都找比我優秀的人，來當

實驗夥伴，我也可以學到東西。」

四十一歲那年，蔡安邦做出兩元素準晶體，於

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論文，在物理學界成就非

凡，他確立了兩元素準晶體的穩定結構，但蔡安邦

卻說：「我不喜歡人家叫我權威，因為這樣就沒有

學習、進步的空間。其實我是運氣比較好，都遇到

好人啦！」

雖然去國多年，直到今天，台北工專同學們依然

有聯絡，「連回臺灣用的手機，都是林光武借給我

的，這次回北科大客座，早上上課、下午就到吳台

生的公司。」民國 93年，他回東北大學繼續教書

做研究，他說：「若要考慮走學術研究路線，請記

住，研究要有純樸的心，而且不能僵化。」

畢業年限／科系：民國 68年，礦冶
現職：日本東北大學多元物質材料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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