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如意教授專訪-一生懸命 承先啟後】 

在一個溫暖的冬日上午，王如意教授特地騎著腳踏車前來生工系

系館，和煦的陽光灑進施孫富研討室，我們期待一窺水文學巨擘-王

如意教授記憶中與生工系(農工系)的故事，帶領我們穿過時光隧道，

回憶系上成長的點點滴滴。 

王如意教授為生工系的名譽教授，也是系友會的名譽理事長，曾

分別於水工所、生工系及農工中心各擔任了六年的主任，皆留下了不

少的貢獻，並讓這些單位脫胎換骨，開拓嶄新的一頁。王如意教授於

民國 65 年受國立編譯館之邀，花了一年的時間，不分晝夜一生懸命

的完成了水文學巨著─「應用水文學」，至今仍是水文學必讀教科書

之一。王如意教授笑著說，當時寫這本書時家中的書桌、地上亂糟糟

的堆滿了參考書籍，還請師母不要整理免得亂了思緒，王如意教授看

似嚴厲不苟言笑，實為親切且幽默感十足。 

生工系前身為「農業工程學系」，始於日據時代台北帝國大學「農

業工學教室」，為臺灣大學創校系所之一。王如意教授提到，生工系

(農工系)於民國 56 年成立碩士班，當時只重視實用，以學理為輔，

而系上僅有兩位博士學位的師資。王如意教授於民國 74 年接任生工

系(農工系)系主任後，考量未來生工系(農工系)長遠的發展積極向學

校爭取名額，於各面相擴大增聘多位教授，提升了系上專業素養的高

度及廣度，此舉為生工系(農工系)注入了新血，帶來一番新氣象。由

於過往教育研究加上兼任行政工作，對於自身提升無暇兼顧，卸下系

主任工作後利用期間空檔，於民國 82 年前往日本京都大學深造，在

一年半的時間整理集結過去十多年在水文學術研究成果，取得土木工

程學博士學位，並帶著感念的心以及治學追根究柢、傳承的精神，繼

續為生工系(農工系)奉獻。 

另外，王如意教授也提及農工系創系教授兼系主任牧隆泰先生，

當時，系上成立了「牧風會」，「牧」意即「牧隆泰」的「牧」，牧風會



係為學系的學會，秉持著只要系友有困難絕對會伸出援手的信念，不

管是對於現在生工系系學會或是生工(農工)系友會，皆能延續這樣的

信念傳承下去。此外，王如意教授對於學生除了在學業上嚴格要求，

更重視學生人品的養成，便說到「畢業前是學業，畢業後要學的則是

社會學、人際關係」。言談中王如意教授不斷的強調人格端正的重要

性，就如同家和萬事成的道理。 

王如意教授雖然已退休，但仍秉持著臺大校訓「敦品、勵學、愛

人、愛國」的精神，並期許不論是系上學生、畢業系友或是系上師資

等皆應恪守臺大校訓的精神，而對於生工系及系友會未來的發展，認

為領頭者應當一生懸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並相信明天會更好！ 

 

2019.12.12 於生工系施孫富研討室 

後記 

王如意教授健談且樂於分享，除了學識淵博外，更寫了一手好字，

當天，王如意教授將自己寫的書法字卡送給了在座的我們，此外，

也贈與系友會《應用水文學(上、下冊)》、《經師與人師》書籍，最

後，要感謝王如意教授特地抽空前來與我們分享、鼓勵。 

  



照片(歷史照片待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