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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五重對稱準晶體的以色列科學家丹．謝特曼（Dan Shechtman），民國

100 年（2011 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殊榮，隔年應北科大之邀，擔任國際講座

教授，期盼為臺灣培育出更多對科學有興趣的年輕人並投身研究，貢獻於科

技之發展。

丹．謝特曼（Dan Shechtman）
具備排除眾議的勇氣 堅持專業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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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週年校慶特刊

以
色 列 籍 的 科 學 家 丹 ‧ 謝 特 曼（Dan 

Shechtman）民國 100 年（2011 年）榮

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殊榮，隔年他應北科大國際

級大師「明珠計畫」的邀請前來，這是他第一

次來到臺灣，對「臺灣科技島」留下深刻的印

象，也分享許多臺灣和以色列的異同之處，並

給予寶貴意見。

獲頒北科大名譽博士與國際講座教授的謝

特曼，雖然貴為諾貝爾獎得主，但他謙虛地表

示，能和北科大這所在科技領域長期深耕的一

流頂尖大學合作，深感榮幸，因為他一直想要

推動科學教育，而北科大經年累月在工科領域

累積了厚實的研究基礎，且在實務上也作為產

業化的重要推手，這與他所秉持的教學理念不

謀而合。他相信，此次擔任北科大國際講座教

授，能培育出更多對科學與科技領域有志向的

年輕人，對臺灣的科技發展有所助益。

走過孤獨發現準晶體，榮獲諾貝爾化學獎

科學研究是一條孤單又漫長的路，在獲得

諾貝爾化學獎之前，謝特曼其實經過長年一個

人做實驗，且不斷失敗的日子。

民 國 71 年（1982 年 ）， 他 首 度 觀 察 到

鋁錳化合物的晶體，有五重對稱性、十重對稱

軸存在，且不具有週期性，稱之為「準晶體」

（Quasicrystal）；之前，科學界只發現有二重、

三重、四重、六重對稱的晶體，學界大多數人

都不相信他所發現的五重對稱，連當時他在美

國研究團隊的領導者都拿出結晶學課本，要他

好好把教科書再看過一遍。科學界尚未找到其

他方式可以驗證謝特曼的發現，但他始終沒有

放棄，直到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的發明，才證明

他是對的。

漫長不被信任的歲月，並沒有打倒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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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言放棄的自信和勇氣，成為他的動力，正如

他在獲得諾貝爾獎時所發表的感言，「如果你

是一個愛好科學的人，請堅持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人意見並不能決定自然真相的存在。」

「因為我知道我在這個領域是專家、是

頂尖的，我也相信不是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研

究。」謝特曼篤定地說道，而「成為專家」也

是他日後在演講時，時常拿出來鼓勵年輕研究

者的信念，因為他認為，唯有自己先成為某一

個領域的專家，對這個領域十分熟稔，才能夠

說服自己，也說服別人，去證明前所未見的新

發現。

不屈不撓做自己，顛覆科學界理論

如同謝特曼所說，儘管有許多人不相信他

的研究，但他總是會在黑暗中看到光明面。

民國 108 年（2019 年）辭世的日本東北

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北科大傑出校友及名譽博

士的蔡安邦（An-Pang Tsai Ph.D），是 70 年代

中期第一位觀察到穩定準晶體的科學家，他以

X 光繞射圖證實五重對稱性的晶體存在。此後，

他與謝特曼經常在以色列、美國、日本、香港

等地往返，進行學術交流；蔡安邦更把他持續

的觀察做成實驗紀錄，提供給謝特曼作為後續

研究。相知相惜的兩個人，在學界還不看好的

黑暗領域中找到一絲曙光，逐漸走出一條顛覆

科學界的新路。

準晶體的發現，從根本上改變化學家對於

固體的觀點，過去教科書上指出，晶體是有規

則的原子排列，五重對稱或六重對稱以上的晶

體是不存在的，但謝特曼對準晶體的發現與研

究，卻推翻了這個理論。

由於準晶體具有強硬、不黏、導熱、導電

性差等特性，現今已被用於製造刀片、眼科手

術專用針頭的鋼材、炒菜鍋鍍層、引擎隔熱材，

以及用於 LED 等發光裝置。

科學教育從小扎根，落實生活即科學

獲得諾貝爾獎後，謝特曼一方面在他所喜

愛並擅長的研究領域持續耕耘，另一方面，也

開始做播種的工作——積極投入科學教育。謝

特曼以自身從小對科學的接觸經驗出發，認為

科學教育必須從小扎根。

他提及小時候的經驗，10 歲時，學校購入

一批顯微鏡，他請求老師下課帶過來，老師卻

好幾週後才帶來，而正當他拿著顯微鏡看得出

神時，下課鐘聲響起，老師把顯微鏡收走，當

下謝特曼表達還想再看，但老師卻沒有答應。

「好的老師要有耐心傾聽學生的需要，觀察孩

子的興趣。」這樣才不會埋沒孩子從小對這個

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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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 謝特曼（Dan Shechtman）

Bachelor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sters 
in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PhD in Materials 

science, all at the Technion, Haifa, Israel

「誠實」是科學的根基；

對萬事萬物抱持「好奇心」；

對事物要「觀察入微」；

找出有興趣的領域，努力

成為該領域「專家」。

▼卓越心法

為 此， 謝 特 曼 在 自 己 的 家 鄉 —— 海 法

（Haifa）倡導幼兒園科學教育。他說服當地

教育局投入資源，在 60 所幼兒園打造 90 個小

小實驗室，從天氣的觀察、光影的變化，到小

朋友進實驗室會問：「為什麼實驗室的冷氣溫

度比較低？」日常生活常見的現象都成為他設

計課程的素材，因為他要實現「生活即科學」

（Everything is Science）的教育理念。

失敗是成功養分，培養國際化視野

和以色列不同的是，謝特曼認為臺灣在大

學以前的學科教育很值得以色列學習。他觀察

臺灣的基礎教育很扎實，但學生在既有的良好

基礎下 , 要培養國際化視野，且要有勇於嘗試

新研究的勇氣。

「華人很害怕失敗，認為失敗很沒面子。」

他在北科大授課時，時常鼓勵學生要勇於挑戰、

接受失敗，他跟學生說：「失敗了，重新再來

就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能接收失敗的風

險，才是真正的失敗。」

臺灣和以色列都以科技著稱，而科技的發

展，要仰賴許多優秀的科技人才，看到北科大

為臺灣栽培出許多優秀的工程師，讓謝特曼想

起小時候的夢想，約莫 10 歲時，他看過 1 本

法國作家寫的童書《神秘島》，書中描寫有 5

個人去探險，意外發現一個小島，島上只有 1

個人居住；神奇的是，這個人把居住的地方弄

得非常進步及舒適。

當時的謝特曼解讀為，島上的這個人像是

現代人穿越時空回到過去，他以現代的科技文

明建構出島上先進的生活模式，而島上這個奇

人的身分應該就是工程師，因此，小時候的謝

特曼便立志長大要做一名工程師。

儘管後來謝特曼沒有成為工程師，卻因著

對科學濃厚的興趣而成為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亦投入教職為培育更多未來優秀工程師而努

力，他興奮地表示，這不也是另一種完成小時

候夢想的方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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