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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2 年自台大藥學系畢業後，因種種因素，而一直留在台灣並未出國。直到

2011 年才有機會來到美國當博士後，看看海外不一樣的環境。也因此有幸能參

加 2013 年北美系友會的聚會。北美系友會的學長姊湯丹霞會長相當的用心,還

特地將與會者依屆數平均分配於 10 組。讓我們這些菜鳥有機會能與資深的學長

姊交流，使這聚會不至於僅僅成為一次的「同學會」。我組上的大學長是 1968

年畢業的王有章學長。學長嘴角往往都帶著微笑，加上他爽朗的清脆嗓音。不

難體會為何他總是說他還不想退休。對於他的工作，他樂在其中！！ 王有章學

長對我們談了他過去的經歷，也交待了我們不少心得。但是事實上讓我印象最

深的仍舊是他的工作態度。無關努力而是享受。對於研究我一直都很有興趣。

然而幾年下來，遇到的種種挫折總是讓我不斷否定自己。熱誠更是節節敗退。

這些年就不停着上演自我否定後又再度自我認同的戲碼。因此對於學長，我可

說是相當欣羨甚至可說是有幾分忌妒。與學長的交談中還有個重點反覆出現著。

學長一再強調變通與機會的把握。期待着我們眼光不能侷限於眼前並要能積極

的把握機會，更是要不害怕跨出領域，勇敢轉型。學長提到的一個例子就是蘋

果的 iPhone。它所採用的科技並非是當時最新的科技，硬體也不見得是最好的。

但是它卻是最早結合觸控面板的智慧型手機。預視了消費者的需求而在此後一

直導引着市場的走向。這也造就了蘋果的另一波成功。老實說台灣的教育下的

一個缺點就是固步自封，做事綁手綁腳。也不敢放手表現自己。我也是這幾年

來到美國受挫後才逐漸了解。因此聽到學長的這些言語，實在是感觸良多。 

最近正為求職的事所苦惱。也趁機詢問學長相關的技巧。學長提供了個小要訣，

在此也可以分享給大家。那就是那包裝自己的同時要配合對方的需求。將自己

符合需求的條件加以強調。最好是能嘗試打聽公司開出該職缺的明確的目的。

這些都有將助於自我推銷。 

這次的旅行的時間其實相當短暫。絕大部分的時間更是花費於舟車往返上。即

便如此，我依舊是感到收獲良多。幾天下來與王有章學長的相處，與其他學長

姊的接觸。能夠有機會聽到各個學長姊們的人生經驗以及處事態度。雖然是無

以言狀，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收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與經驗。我不可能

也不打算複製學長姊的足跡前進。然而，我相信，同時也希望，這些經驗會慢

慢發酵，在人生的旅程中帶著我一路前進。 

  



王有章 (1968), 薛嘉祥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