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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宣德教授於 1979 年就讀成功大學土木

工程系時獲頒中技社獎學金，1982 年負笈美

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攻讀碩、博士學位。

1983 年在校區內結識來自台灣留學的一位女

同學，交往中不經意發現，她在 1982 年就讀

清華大學核工系時亦榮獲中技社獎學金。當

年中技社獎學金堪稱國內指標性的理工科高

額獎學金，得獎者都是校系中的佼佼者，尤

以男學生佔絕大多數；有了這個獎項的默契，

更堅定彼此間的情緣，1986年攜手共組家庭，

成為本社獎學金得主共結連理的一段佳話。

1988 年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選擇留

在伊大理論及應用力學系從事複合材料 (FRP)
相關研究工作。複合材料原先是由俄國發明，

美國則朝潛艦、航太方面發展，台灣現今也

應用在震後建築物的補強；因為有這方面的

研究背景，1991 年經由工研院延攬回台投入

航太中心衛星專案，後來這個專案改由其他

機構執行，所以 1992 年就轉往成功大學土木

工程系任教。

本身雖然由建國中學考入國立成功大學，

但聯考英文成績並不理想，所以從大一就奮

發突強，強迫自己研讀原文教科書，平常勤

背單字、解析文法。因為目標定在赴美留學，

服役擔任陸軍官校軍事工程學系教官期間，

持續收聽「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簡稱

ICRT，原名「美軍廣播網」），加強說與聽

的能力，托福成績也逐次攀升至申請學校的

門檻。提及這一段，主要是勉勵年輕人不要

因為英文一時的挫敗而氣餒，只要下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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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恆，一定可以提升程度；畢竟在全球

化的世界，英文是最基本的能力。

國內高等教育因為少子化的問題，近年

開放境外生來台就讀；其實早在1970年前後，

僑委會即獎勵海外華裔青年返台求學，成大

在那時候也引進不少僑生。班上有一位來自

印尼的同學，畢業後因為學歷無法獲得國際

認證而不能回印尼報考執業執照 ( 現已可由中

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 )，只好到印尼親戚的化

工廠工作。從一開始他就把公司當成自己的

公司，努力學習整體的管理運作，以致後來

勇於接手親戚經營不善的化工廠；2007 年再

將觸角延伸至礦業，目前年產 300 萬噸不銹

鋼並成立自屬的工業園區，在印尼工商界占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亦膺選成大 2016 年傑出

校友。

胡宣德教授自 2015 年起擔任成大土木工

程學系主任，基於身兼伊利諾大學在台校友

會理事的淵源，今年 1 月順利完成伊大與成

大「3+2 雙聯學制」的合作協約簽署；即成

大土木系同學於大四前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

區土木及環工系就讀一年，即可獲成大學士

學位並進入伊大碩士班，續唸一年即獲伊大

碩士學位，若有深造的意願，更可申請進入

伊大博士班。今年 8 月即有 2 位成大學生獲

准前往伊大，因學生與家長反應不錯，胡宣

德主任繼而動念與東南亞等國大學土木系複

製此「3+2 雙聯學制」的教育合作計畫。印

尼是首選試金石，今夏方與日惹大學等 2 校

完成簽署，尚有 3 個大學正在洽談中。值得

振奮的是獲得印尼 2016 年成大傑出校友的大

力支持，欣然同意將由其教育基金會襄贊印

尼生來成大土木系唸大四之獎學金，碩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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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部份則由成大國際事務處提供獎學金，促

成此雙聯學制配套措施的完整性。

成大校友向心力十足，全球已組成 43 個

校友會；土木系獨占鰲頭，印尼、馬來西亞

校友會長幾乎都是來自土木系。成大校友嘉

年華會每兩年召開一次，由各區會輪流籌辦。

今年 9 月初於吉隆坡召開「2017 年第 11 屆

世界成大校友嘉年華會暨馬來西亞留臺成功

大學校友會成立 45 週年晚宴」，成大蘇慧貞

校長帶領校內成員近 30 人參加，還有許多來

自其他國家的成大校友前來共襄百桌千人的

盛宴；成大此行重點任務是展開海外年度招

生說明會。

學無止境，處於創新與多元的趨勢下，

往往可以從土木工程等基礎科學衍生許多

突破性的發展；2000 年胡宣德教授曾以訪

問學者的身份，前往美國休士頓大學複合

材料工程及應用中心，實地了解相關運用。

整體研究領域逐步涵蓋板殼力學 (Plates and 
Shells)、材料組合律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Materials)、電腦輔助結構分析 (Computer 
Aided Structural Analysis)、 脊 椎 生 物 力 學 
(Spinal Biomechanics)，即引用先進科技導入

傳統的土木工程，並向外擴展至醫學與綠能。

國人對「椎間盤突出」並不陌生，有些

病患接受開刀置入固定器及植入骨頭融合脊

椎，但術後仍難免造成融合脊椎部位的不適。

土木不外是結構分析，而脊椎就像房子的樑

柱；胡宣德教授與成大醫學系骨科學科及成

大醫院骨科部合作，帶領博士班學生一起研

究，透過生物力學的探討，建立虛擬 3D 脊椎

模型，針對站立、彎曲、伸展、側彎、扭轉

之動作，進行手術前的數值分析，藉以獲悉

舒緩及補強的最佳方法。

風力發電是減核的重要配套選項之一，

德國、荷蘭、丹麥等國在這方面已有相當成

效；但移轉至颱風、地震頻繁的台灣，不但

環境大不相同，法規也未必適用，尤其離岸

基座的施工關鍵在於土壤和結構支撐。建置

於成大歸仁校區的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第

二實驗室已於 2017 年秋啟用，設施包括針對

台灣本土化耐震技術的「長衝程高速度地震

模擬振動台」，以及驗證隔震元件受近斷層

地震作用下之動態行為的「雙軸向動態試驗

系統」；預期將有助於高科技廠房，以及石油、

天然氣、風力發電等重大土木工程的事前模

擬規劃與後續之建造。身為成大土木系的一

員，與有榮焉的同時，更希望能夠探究出實

際可行的預防與改善方案。

教育是「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大業，

近半世紀前，海外僑生踴躍來台求學，如今

各自在僑居地開枝展葉；特別是遍及各地的

成大校友，積極回饋不餘遺力，熱情組成校

友會，致力工商文教的聯結與推動。東南亞

物礦豐饒、人力充沛，全力邁進開發之路，

我國企業進程的技術經驗與創新正可適時移

植。成大校友聚居東南亞地區為數眾多且深

具影響力，胡宣德教授期許在系主任的任內，

發揮國際網脈聯動的優勢，架築南進暢行無

阻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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