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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43 級陳國彥老師 

採訪與紀錄：林雪美 

 

【陳老師學經歷】 

一、學歷 

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地理組 學士(1950~1954/6) 

2)日本國立東京教育大學 修士→博士(1962~1968/3) 

「東京教育大學大學院地理研究所氣候學講座，1973 年東京教育大學改名為筑波大

學」 

二、經歷 

1.兵役： 

空軍通信學校氣象預訓班第三期(1954~1955) 

2.專任教師： 

1)台北市立大同中學 地理科教師(1955~1962) 

2)新加坡南洋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1968/4~1979/7) 

「期間返國一學期：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學系 客座教授」 

3)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1979/8~2001) 

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名譽教授(2002~) 

5)日本筑波大學、日本愛知大學 客座教授 

3.社會服務： 

1)中國地理學會 理事、監事 

2)中國地理學會 第 10 任秘書長(1992~1994) 

3)中國地理學會 第 12 及第 13 任理事長(19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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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內容】 

林：大學時期對什麼課程印象最深刻? 

陳：我喜歡自然地理，當時國內只有師大有地理學，所以我選擇了師大史地系。我之所以喜

歡地理，是因為自然地理有野外考察，尤其喜歡地形學。由於章熙林老師從一年級的地

學通論開始開課、二年級開地形學、三年級開地形學實習…，所以我每學期都選他的課

就可以常常野外考察。章熙林老師教的地形學除了野外考察，實習課程還要學習繪圖、

田調作業，內容相當豐富。 

 

林：大學時期最感興趣的學習是什麼? 

陳：最喜歡的事情就是看書。 

章熙林老師是中國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後到印度做研究，備課的地形學教材是辻村太郎的

書(日本第一本教科書「地形」於 1923 年出版)，當時圖書館還有一本，我就把它借回

家仔細讀。 

讀師大史地系的歷史部分，我最喜歡的是文藝復興，當時教課的是王德昭老師。王老師

是北京大學畢業，他備課的文藝復興教材是法文本，當時師大圖書館有日文譯本，我也

把它借回家仔細讀。因為我會日文，所以這些書籍看起來比授課老師輕鬆很多，也增添

很多學習的樂趣。 

章老師離開師大以後，王益崖老師接著來開授地形學的課程，他是日本東京高師畢業

的，我非常想跟他學習地形學，可惜當時我已經畢業了。 

 

林：為什麼會改變學習地形學的興趣，成為氣候學的研究者呢? 

陳：如果空軍通校氣象預訓班當兵時沒有遇到劉衍淮老師，那麼我的學術志向應該是地形

學。劉衍淮老師當時擔任氣象預訓班主任，可能因為我在氣象預訓班的學習成績受到他

的肯定，他希望我退役後在氣象預訓班當助教，但是我因為即將出國求學，而婉謝了。 

雖然大學期間喜歡的是地形學，但是兵役期間氣象預訓班的學習讓我更喜歡氣候學，所

以到日本求學的時候就決定讀氣候學。 

當時全日本只有東京教育大學大學院有氣候學講座，而講座教授福井英一郎先生是日本

氣候學研究的先驅，所以我到氣候學講座時就請福井教授指導。 

 

林：為什麼會決定到南洋大學任教? 

陳：我從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時，因為大學常選章熙林老師的課，也常跟他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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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或許得到他的肯定，所以他希望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去任教，因為他要退休了。 

就在同時新加坡南洋大學也發聘書給我，但是由於香港當時缺水，家裡的人感到憂慮也

不讓我去香港，後來我就選擇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 

 

林：根據過去求學經驗，覺得本系現有課程可以做何改進? 

陳：當時史地系時期，文史的學習對地理學很有幫助，例如大氣科學中有人文思維的就是氣

候學，也就是用人文的立場來探討大氣科學，所以我對不爽指數、體感溫度等非常有興

趣。我的碩士論文是地形對降水分布的影響，博士論文是低層噴射氣流造成的氣候變

化。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大學院當時的講座非常多，而氣候學講座特別強，從助教、副教

授到教授都是一時之選，就連與我合著「中國的降水與氣候」(日本大明堂出版)的吉野

正敏教授(國際地理學會副會長、日本地理學會會長)當時在氣候學講座裡也只能擔任助

教一職。 

我認為地理系的課程不能偏頗某個領域，老師教課或學生選課都要兼顧自然地理和人文

地理，研究生更是如此。野外考察是地理系課程的特色也是重點，希望每個課程都盡可

能安排野外考察，加強學生田調的能力，才能把地理學的應用發揮出來。 

 

林：本系如何協助畢業生的教學? 

陳：系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地理系跟畢業生脫離，那對地理系來說是個危機。我曾出版「台

灣雲圖」及「台灣颱風路徑圖」給畢業學生在教學使用。擔任系主任時還出版系友通訊

等刊物，協助系友在教學上的命題等等，這都是希望能維繫母系與畢業系友的關係。 

現在地理學的知識日新月異，母系不斷提供系友地理新知是必要的，如有必要更要開課

來加強畢業生的教學能力。 

 

林：對地理系學生和老師的期許? 

陳：現在氣候變遷、環境惡化、災害頻傳都顯示非常需要地理人，災害案例發生的時候，地

理人是不會缺席的。就像台灣發生 921 地震，很多人避之猶恐不及，日本的太田陽子

教授(地形講座的學姊)反而到台灣來，請我提供災區資料給她去野外調查，就因為地理

人深知對災害的研究必須貢獻心力。 

畢業的系友不可以自以為能力不足，只在教書的崗位上就行。必須每個人都要在不同區

域教學的同時，加強自己野外調查的能力，把田調的結果和母系分享，完成區域性的研

究與教學材料。 

近幾年颱風都閃過台灣而到日本，使得日本面臨數次的颱風侵襲，災情非常慘重，這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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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是有關係的。因為氣候變化使海水高溫區域北移，導致高緯度的北太平洋海面

升溫，颱風也追隨高溫海面移動而對日本造成災害。這些氣候變遷除了造成颱風侵襲，

也讓冷暖流交會的魚場改變了，這些改變都會對民生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連漁

民都要學會看衛星圖尋找魚群的熱點，可見地理知識對人類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採訪後記】 

一、大學的第一位導師、第一份工作 

與陳老師的認識從大一地學通論課程開始。陳老師剛從服務十餘年的新加坡南洋大學回

台灣任教，課堂上談太陽黑子、柯本氣候分類等等，覺得非常有趣，但是聽不懂，覺得這位

教授好高深喔。47 歲的他對學術充滿熱情，希望有同學幫忙將新加坡成功的歷程寫下紀錄，

以便給執政者參考。聽完好感動，我第一個舉手。於是大一上學期每星期三下午 1~3 點到

陳老師研究室，紀錄陳老師口述新加坡成功的條件，這是我大學時代的第一份工作。 

對學術相當積極的陳老師，還用課餘時間到台灣各處考察，找的是我同學陳永雄當司

機，所以他兩人熟識程度比我還深。認識陳老師至今整整 40 年，沒想到這份師生情誼至今

有增無減。陳老師樂於旅遊考察，對事物充滿好奇的個性，讓我們開啟一起旅遊的興趣。 

陳老師不但給我在做論文和研究案方面的許多寶貴意見，還教我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

每次到我研究室一坐就是好久，讓人有如沐春風之感。陳老師也常和陳永雄聊商場上的事，

提出歷經各國的經驗與觀察，他敏銳的思維常能提供長遠的建議。陳老師也教導我們的女兒

如何讀書、如何選校、如何治學，提供中長期規劃的生涯建議。這位老師真的是一位十項全

能的好爸爸。某天師母跟我說出我們兩對夫妻相似之處，讓我驚奇萬分，世界上怎麼有這麼

巧的事，難怪我們可以成為有緣的人。 

二、與陳老師不間斷的旅程 

我從師大退休之後，雖說工作依然忙碌，但少去到校教書的時間確實能好好安排旅遊與

考察，這樣的嗜好與陳老師完全相同。即使他已經有了年紀，但是熱愛考察的熱情不減、體

力更好。就這樣我已經跟亦師亦父的陳老師一起旅遊中國幾次了，每每旅遊考察中，總能從

他的解說獲益良多。 

前年陳老師跟我說：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經走過，踏遍萬里路的人生感到滿足，唯一的遺

憾就是沒到過中國雲南的西雙版納。西雙版納年平均氣溫 18-22℃之間，年均溫 20℃的等

溫線相當於 850m 等高線。西雙版納長夏無冬、秋春相連且為期較短，季節分配均勻、年溫

差不大但日溫差較大，這和中國大部分地區迥然不同。西雙版納依據高度而有垂直分異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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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化，800m 以下為熱帶氣候，800-1500m 為副熱帶氣候，1500m 以上為暖溫帶氣候。

這種種特殊性都是氣候學者企盼親臨體驗的。為了完成不間斷考察的心願，陳老師膝蓋定期

門診、積極保健身體，師母也對老師照顧的無微不至。終於在 2019 年 10 月，高齡 89 歲的

陳老師偕同師母再次跟我同遊西雙版納。 

途中，陳老師雖然步伐稍緩，但精神甚是抖擻、認真觀察與提問，與我們分享見聞。對

於老天爺給了我們旅遊考察的好天氣感到愉悅之餘，並闡述地理人如何選擇好的旅遊天氣是

應用地理非常重要的。 

陳老師從一個愛讀書的大學生到現在 90 歲了，還是維持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不斷

求取新知。從熱帶野外考察課程，到現在不間斷的旅行，都是地理人對「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的實踐。值得晚輩學習。 

 

 

陳國彥名譽教授於昆明機場 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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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彥名譽教授伉儷於傣族佛寺 2019/10/22 

 

陳國彥名譽教授與林雪美老師於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2019/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