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童子賢

理性與感性、
五彩斑爛的人生風景

花蓮的好山好水與新鮮空氣，還有無光害的夜空

裡滿天星辰，始終留在童子賢腦海裡。

童年生活並不因為「後山」交通不方便而受到影

響：收訊不佳，有了電視也未必看得到？那就大家

擠一起在曬穀場上看威廉波特少棒比賽實況轉播，

氣氛更熱烈，心情還更激昂。

「寓教於樂」的家庭教育 打開閱讀視窗

童子賢印象中的父親是個性開朗，對子女非常慈

愛的人。儘管家境並不富裕，當時的物質條件也不

充裕，但父親很重視子女的教育，也鼓勵求學，卻

不拘泥於升學考試的智識發展，童子賢笑說父親善

於「寓教於樂」，讓他對於學習抱持著無懼且充滿

興味的態度，也發現在生活中無處不可學，無時不

能學。

或許在父親以身作則的用心教導中，對童子賢影

響最為深遠的，就是重視閱讀的價值與樂趣。童子

賢還記得收入並不寬裕的父親，卻很捨得花錢自日

本訂文學雜誌或讀者文摘回來看，耳濡目染之下，

全家人都養成了喜愛閱讀的習慣。

童子賢還記得，小時候見兄長省吃儉用，打工數

月只為了買套《諾貝爾全集》。

這種享受閱讀之樂的習慣，讓百分之百純理工養

成的童子賢，在日後廣泛涉獵不同領域的書籍，從

凱因斯、馬克思等經濟思想著作，到閱讀社會與政

治方面的書籍；在人生歲月的進程中，童子賢也逐

漸建立起完整而豐富的閱讀領域，對他在職場與生

命中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養分與智慧。

在理工教育養成中的文藝靈魂

國中畢業後，童子賢與許多同鄉學子一樣，離鄉

背井，前往前山的臺北繼續學業。

他考取台北工專，進入電子科系就讀五專，選擇

台北工專的理由也一如當時許多學生單純的想法：

台北工專是個有好名聲的技職學校，從台北工專畢

業的學生就業有保障，在家計上，就讀工專的負擔

也比較小。

台北工專的求學生活對童子賢來說，是人生中

很寶貴也很特別的一段歲月，他說不僅是在專業訓

練上打下了扎實基礎，許多一起度過校園生活的同

儕，至今還是感情非常好的朋友。

在那個讀高中還有髮禁與種種約束的年代裡，進

入台北工專讀書意味著提早迎接自由開放的大專院

校生活，不用頂著三分頭與大盤帽，也無須天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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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因為一手創辦華碩，早已成為高科技產業舉足輕重的教父級人物，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心中仍住

著那來自花蓮、愛玩、愛讀、愛做自己的的鄉下孩子。



畢業年次：民國 69年，電子
現職：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永碩聯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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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到晚按表操課，準備升學考試擠入大學窄門，

在台北工專，可以自己選課，自由參加各種社團活

動，童子賢笑說自己很幸運地成為被「提早解放」

的一群人。

來到臺北求學生活，童子賢沒有因此迷失或水土

不服。他觀察來自鄉下孩子的求學經驗，反倒覺得

相當慶幸，因為不像城市小孩必須面對沉重而激烈

的升學競爭壓力，所有與升學學科無關的科目諸如

音樂課或體育課，全都拿去自習考試，童子賢說自

己不論是學習或讀書，都是因為自己喜歡才去做，

不是出於他人催促或要求。

社團活動顯然是童子賢在台北工專讀書時期非

常重要的學分，王瑞材教授提起他說：「童子賢前

三年都在玩社團，

四、五年級才認真

讀書，埋首課業

中。」而他所參與

的社團活動，卻是

頗為出人意表－略

顯冷門的國樂社。

相較於許多血氣方剛的大男孩們，在學校操場上

打球，國中小學時期一直是軍樂隊成員，童子賢很

有藝文氣息地在國樂社裡吹梆笛；當大家都爭相報

名救國團活動時，他卻加入編校刊物的行列，擔任

起校園刊物《工專青年》的主編，更參加了連童子

賢自己都承認冷門到極點的「古蹟考察研習營」－

以文藝青年之姿，度過狂狷少年時。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童子賢在同儕之間就格格不

入。在一次訪談中，他工專時期的室友就形容他是

「很有才華，具有創新想法，又活躍」。

童子賢自己也承認，雖然不是舞會與郊遊活動

的熱衷分子，而是把自己腦袋裡塞滿了各式各樣文

學、歷史、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等硬梆梆知識，像

那年代所有胸懷「大時代理想」的知識青年，偶爾

還是會在舞會現場幫忙打雜，多點參與感。

不求大，先求好，不貪心做更大

自工專畢業後，童子賢深深埋藏起文藝青年的靈

魂，務實地進入職場工作。他先進入宏碁電腦擔任

工程師，工作表現良好，還因為發明中文電腦獲得

專利，而升上主任。

當初會想自行創

業，童子賢的想法

其實很單純，他想

趁著主機板市場正

方興未艾之際，搭

上這班順風車，好

好拚個十年，就可

以退休，回復到可以做自己的真情人生。他在咖啡

廳裡與幾位宏碁的同事一起規劃未來，成立華碩，

為主機板廠商提供技術服務，接下來的，一如所有

傳唱不絕的傳奇故事般，已盡成往事。

在這一則傳奇中不乏令人津津樂道之事，台北工

專嚴謹實務的校風與精神亦在這位畢業生身上展現

無遺：創業初期，童子賢與同仁們堅持「不求大，

先求好」的原則，致力以品質口碑來爭取長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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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弟妹的良言：

在學時要養成喜歡閱讀的習慣，廣泛涉獵不同領域的書籍，

涵養生命的智慧與養分；在未來的職涯中，

應以品質口碑來爭取合作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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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曾經有過千片主機版訂單上門，客戶還聲明無

需測試，卻因為公司內部堅持必須通過五百片測試

片保證品質，最後忍痛放棄這筆夢幻訂單；還為了

幫客戶忙，推薦對手接單。

這樣不合業界常態的行為，看似莫名其妙，連客

戶都難以置信，卻是因為這樣的原則與態度，令這

家原本只想拚個十年就好的小公司，一舉成長為全

球最大主機板工廠，第七大筆電品牌。

講究實務，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精神，也讓童子

賢與夥伴在華碩創業時，得以讓客戶英特爾印象深

刻，令華碩一戰成名，獲得客戶信任，優先取得雛

型版本研發，進而掌握先機，早同業們一步推出新

一代主機板。

當時還是 486主機板甫開發之際，幾位創辦人一

起帶著新產品前往英特爾台灣分公司，那時英特爾

內部正因為測試發生故障，一群人手忙腳亂，華

碩人邊等邊與英特爾的工程師討論，當場發現問題

所在，直接排除故障，令英特爾的工程師們嘖嘖稱

奇。

少年悠遊夢想，壯年心想事成

在宏碁擔任工程師時，童子賢不僅維持閱讀的習

慣，還開始閱讀《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等大

家都覺得無聊，避之唯恐不及的專業讀物，他說自

己可是讀得很有興味，而且還非常感動，這些資訊

對於日後的創業確實提供很實質的助益。

即使日後事業忙碌，童子賢還是習慣在差旅中帶

上幾本書，偷閑享受閱讀之樂。

這與他仍躁動內心的藝文靈魂有著密切關係，在

事業有成之後，童子賢毫不吝嗇於贊助藝文活動：

從誠品書店的最大個人股東，到出資贊助兩蔣日記

研究，乃至於贊助漢唐樂府赴北京演出⋯。

與其說童子賢有著異於一般理工人的浪漫情懷，

不如說是他終於得以在長年辛勤工作後，開始釋放

出少年時期對於文藝與歷史的熱情，因為這股做自

己的渴望，驅使著童子賢勇往直前，以務實而堅定

的步伐，打造出一片兼具理性與感性、五彩斑爛的

生命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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