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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月順 國史館協修

國史館自 2226年開始陸續出版「出
類拔萃人物訪談錄」系列叢書，計：（22
觀光教育）黃溪海、李福登；（22農業種
苗）陳文郁、林俊義；（23農業外交）謝
順景；（24水產養殖）黃丁郎、林烈堂；
（25農田水利）徐金錫、甘俊二；（26水
產養殖）廖一久；（27科技產業）吳振
和；（28自然保育）林曜松、徐國士；
（29資訊科技）鄭紹良、簡明仁；（22畜
牧產業）洪嘉謨；（22遠洋漁業）曲銘。
透過口述歷史的訪談方式，蒐集、記錄戰

後以來臺灣各領域中菁英分子的經驗，或

能藉此尋找各項產業發展的軌跡與歷程。

今（2225）年則賡續出版兩冊新書：（22
生物科技）蘇遠志與（23漁業行政）闕壯
狄。

《蘇遠志先生訪談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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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列叢書第 22冊之受訪者蘇遠志先
生，2929年生於雲林北港，臺大農化系畢
業後留學日本，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返

臺後歷任臺大農化系主任、所長與農學院院

長，作育英才無數。除了教學與學術研究之

外，其對產業界之影響毫不遜色，在日本留

學期間，即以微生物醱酵法取代小麥水解法

製造味精，協助國內企業，擺脫日本專利權

的限制，生產味精，降低成本且提高產量；

不僅於此，在味精醱酵技術的基礎上，更研

發具吸水、保濕性之聚麩胺酸，讓國內生技

產業得以開發出美容、尿布、土壤改良劑等

各項高科技產品。此外，各項在臺灣開創性

的產品，如微藻、鳳梨酵素、尿激酶、機能

性甜味料⋯⋯等，也陸續研發成功並技術移

轉給業界進行商業化生產，對於臺灣生物科

技產業之影響深遠。

閱讀本書，首先可以看到蘇先生在日治

時期的求學情況，戰時曾被徵召為學徒兵，

戰後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臺北高等學校與

臺大農化系，不久即東渡日本留學；其旅日

期間的經歷雖然甚為豐富精采，但終究在臺

大校長錢思亮的游說下，捨棄在日本的事

業，返臺任教。此後，蘇先生不僅沉浸於學

院內之教研工作，對於業界的貢獻更是有目

共睹，由本書最後兩章即可觀察其於生技產

品的研發與商業化生產的努力，以及如何協

助生技產業的發展，堪稱臺灣生技產業的開

路先鋒。

該系列叢書第 23冊之受訪者闕壯狄先

生，2933年生於臺北南港，基隆水產學校
畢業後，任職於經濟部漁業增產委員會、臺

灣省農林廳漁業管理處，並於 2959年進入
農復會工作，從助理一職做起，長達二十

年，在工作中不斷自學，藉由研習與觀摩歷

練，提升知能與見識，終獲遴選為漁業組組

長；2979年農復會改組為農發會後，離開
政府部門，轉職於民營的大輝貿易公司與漁

業技術顧問社，深耕臺灣漁業五十餘年。在

農復會漁業組組長任內培育人才、鼓勵研

究、推動沿海、近海、遠洋與養殖漁業，並

參與多項國際漁業合作協定之簽訂；離開農

復會後從事漁產貿易、漁港工程、水產種苗

協會與栽培漁業等，仍繼續為臺灣漁業盡心

盡力，其全面性的經歷，娓娓述說相關人、

《闕壯狄先生訪談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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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宛如臺灣漁業發展的縮影。

闕先生的人生經驗，不同於一般學者與

官員，雖然未具備完整的學歷，仍能不斷於

做中學，開創不同的格局，經由本書可以看

到一位辛勤工作的園丁默默地在耕耘，尤其

於農復會任職期間，深入臺灣各大小漁村，

穿梭於政府與漁民之間，孜孜不倦地發掘問

題並解決之。本書附錄訪問闕夫人凃珊女

士，從身為妻子的角度，述說這位臺灣漁業

推手的故事，經由不同的視角，呈現多樣的

面貌；闕夫人的訪問紀錄，具體描繪其從少

女到少婦、作為公僕家眷如何相夫教子，以

及自身的體悟與觀察，生動且生活化，亦可

視為研究臺灣婦女史的珍貴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