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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轉載：我去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 
姜傳康 

美國馬利蘭州洛克維爾市

「 我一直清楚地記得，一九七六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那天，星期二，在賓大物質結構

研究所地下層實驗室裏，和姜傳康博士… …

用他設計的滲透雜質實驗法測量聚乙炔的導

電性，當我們將第一滴液態溴注入實驗玻璃

試管，塑膠樣品的導電係數急速上升，十倍、

百倍、千倍、萬倍、百萬倍、千萬倍，導電

係數幾乎超過滲透前千萬倍以上，就在那一

刻，導電塑膠的大門敞開了。（白川英樹的

二千年諾貝爾獎演講） 

西元二○○○年十二月八日，在斯德

哥爾摩，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前兩天，二千

年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以闡述

導電塑膠發現史實，精采地結束他近一小

時的諾貝爾學術演講，在座人士報以熱烈

掌聲。各方人士及外國記者前來與我握手

道賀、採訪，並且語意深長地說：「不知道

你有如此重大的科學貢獻！」白川英樹以

發現導電塑膠榮獲二千年諾貝爾化學獎，

他在諾貝爾獎演講中，將發現的榮譽與我

共享。我為他勇於正確地在化學史上，記

載下這個關鍵性科學史實感到欣慰。局外

人或許很難相信，構想、設計、完成這個

關鍵性化學實驗的人，竟是學物理的我。

這個種子實驗，是化學上重要的里程碑，

它開拓了化學研究的新領域。此刻，我為

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而置身在斯德哥

爾摩，但腦中閃現的是一幕幕當年在台北

師大校園趕上化學課的情景。 

這是二○○○年年底，我和內人很榮

幸以諾貝爾化學獎貴賓的身份，受邀出席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獎頒

獎典禮及慶典。諾貝爾獎頒獎典禮訂在十

二月十日，慶祝活動長達一週以上，十二

月五日開始，十四日落幕，名為諾貝爾週。

這十天內我們除了參加頒獎典禮、國宴

外，尚有安排緊湊的各方拜會活動，包括

招待會、酒會，以及最重要的諾貝爾獎學

術演講會。 

榮獲二千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共

有三位，他們是聖塔芭伯拉加州大學的希

格爾、賓州大學的麥克達米、及日本筑波

大學的白川英樹。二十四年前，賓州大學

希格爾領導的物理小組和麥克達米領導的

化學小組合作研究線性有機導體。那時正

在物理小組中作超博士研究的我，和化學

小組中做超博士研究的白川英樹，幾個月

中，我們兩個人一起做了一個歷史性實

驗，發現了聚乙炔的高導電性，這實驗導

致我們發表了今天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論

文，也獲得美國專利局頒發專利，我們共

同開創了導電塑膠化學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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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論文是兩篇同

時發表的，一篇討論物理，一篇討論化學，

我和白川英樹各領銜一篇。諾貝爾獎委員

會建議的閱讀文件中，共引用了我們在一

九七六年發表的三篇原始發現導電塑膠的

論文，以上兩篇之外，第三篇也是我領銜

的作品。這個研究題目二十年前極為熱

門，回想一九七八年我應邀在美國物理年

會發表這項研究成果時，近千人的大禮堂

座無虛席，盛況空前，連兩旁的走道上都

有人擠著、站著聽。爾後我們各奔前程，

異地東西，近兩年，塑膠半導體再度成為

熱門題目，白川英樹和我多年後因諾貝爾

化學獎重聚在斯德哥爾摩，興奮之餘，亦

念及它深遠的涵意。 

在諾貝爾獎頒獎大典之前，除了參加

一連串的拜會、招待會之外，主要的學術

活動則是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舉行的諾貝爾

獎得主的演講會，每一位得獎人以一小時

發表他們得獎的作品。十二月八日下午，

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舉行化學講座，我坐

在貴賓席上，白川英樹是第一位演講者，

因為他是諾貝爾化學獎中的導電塑膠發現

人，將開始演講之前，白川英樹特地走過

來，對我說他要提到我，我以為他會講一

些我領銜的那篇得獎論文，沒想到他一開

始就說他要講的是他得獎工作之前的聚乙

炔研究。 

白川英樹以近一小時的時間，闡述他

研究聚乙炔的經過。來美國之前，他鑽研

聚乙炔，把黑色粉狀的聚乙炔發展成有銀

白色光澤的薄膜，再製成不同結構式的樣

品，還把聚乙炔枝節上的氫原子取代，又

將氫原子除去，幾乎把聚乙炔燒成碳。這

樣折騰了近十年，奈何總是無法使聚乙炔

的導電性增加絲毫。他對自己這十年的化

學成果，十分失望，感嘆地形容道： 

「… 我好像坐在導電塑膠的鄰室，雖

與導電塑膠僅有一牆之隔，我卻一直無法

打開導電塑膠的大門。在導電塑膠大門開

啟之前，我得這樣等候了好幾年 … 」 

    接著他敘述，一九七六年，他帶了製

造聚乙炔的技術來到美國費城的賓州大

學。他來到我的實驗室，和我一起做出這

個歷史性的實驗。他說：「我一直清楚地記

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星

期二，在賓大物質結構研究所地下層實驗

室裏，和姜傳康博士 … … 用他設計的滲透

雜質實驗法測量聚乙炔的導電性，當我們

將第一滴液態溴注入實驗玻璃試管，塑膠

樣品的導電係數急速上升，十倍、百倍、

千倍、萬倍、百萬倍、千萬倍，導電係數

幾乎超過滲透前千萬倍以上，就在那一

刻，導電塑膠的大門敞開了。」 

白川英樹的演講勾起我對賓大的回

憶，那段日子真可謂多彩多姿，我的四周

圍繞著一群年輕的博士和研究生，他們都

是抱著理想，自願地前來跟我合作。他們

個個勤奮工作，對研究的高度熱情，促使

我們的成果遠超過一般水準。和我一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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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許多研究生中，有兩位東方人，也是

諾貝爾化學獎論文的共同作者之一，一位

是韓國來的物理研究生朴英雨，今天已是

韓國漢城大學的物理教授，韓國科學院院

士，這次也應邀來參加盛會。另一位是台

灣的化學研究生高石崇，我們師大化學系

校友，現在美國開設公司，也是新竹科學

園區的科技新貴。他們兩人的博士論文都

是發展導電塑膠的重要里程碑，都曾為導

電塑膠奠下根基而努力。十二月十日，我

坐在莊嚴隆重的頒獎大典禮堂和國王閤第

為首席、富麗堂皇的諾貝爾獎盛宴中，腦

海裡不時浮現著當年那一張張年輕熱情的

同學的臉龐。 

當年我們發現導電塑膠，是為發展材

料物理的新觀念，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導

電塑膠重返材料科學的舞台，並成為舞台

燈光集中的焦點「最新科技」。這一批研究

是由半導體公司的專家帶領，他們做成電

子元件，且製造電路，重新評估，新一代

的塑膠產品呼之欲出。當塑膠走上電子元

件的大道，無數新的研究題材將應運而

生。我認為科學紮根，產業升級，正是我

們師大同學未來可以努力研究、創新發展

的良機。 

十二月十三日，諾貝爾週在瑞典露西

亞節搖曳的白色燭光和優美的聖歌聲中結

束，我們告別百年來招待諾貝爾貴賓的格

蘭大旅館，離開古色古香的斯德哥爾摩，

搭上斯堪地那維亞航空的回程班機返回美

國，適巧十分榮幸地與兩位諾貝爾醫學獎

得主同機。在飛機升空後，機長在擴音器

興奮地向大家播報這個好消息，全體乘客

熱烈鼓掌向他們致敬。從美國飛往斯德哥

爾摩的飛機上，看到機艙前銀幕映著慶祝

諾貝爾週海報的那一刻起，到現在返程，

周圍縈繞在耳際的掌聲中，所見所聞，在

在使人深切體會到諾貝爾獎特有的殊榮，

這趟旅程將是我終身難忘的。坐在飛機

中，歷歷往事浮上心頭，想到若非當年在

師大唸書時，每週多去上幾個小時的化學

課，在費城我就不可能因緣際會地解開這

化學謎底，也更不會為此參加諾貝爾獎頒

獎典禮而來斯德哥爾摩一行。這趟瑞典之

旅，在我人生的畫板上，淡淡地抹上了一

道七色的彩虹，想到此，臉上不禁浮上一

絲會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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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二○○○年諾貝爾化學獎的主要論文，領銜作者為姜傳康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