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新科雙院士 

上山下海 明察秋毫 登上學術高峰 

7月 4日中央研究院公布第 30屆新科院士名單，本校生科系江安世教授及人

類所臧振華教授都獲此殊榮。為恭賀江教授及臧教授，7月 11日（五）上午本校

特別舉辦慶祝茶會，傑出校友趙午院士，以及本校教授陳力俊院士、黃一農院士及

退休教授張石麟院士都前來恭賀。 

賀陳弘校長表示，江安世院士、臧振華院士的傑出研究表現，彰顯了清華可貴

的學術傳統：重、大、拙。重，是兩位院士都選擇了重要而獨特的研究領域；大，

是兩位院士的研究都整合了碩大的團隊一同努力，並跨越不同的科學技術；拙，兩

位院士都秉持「十年磨一劍」的刻苦精神，逐步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推上高峰。 

江安世院士則提到，雖然求學路程與清華沒有淵源，但仰慕清華開放的學風，

研究走在時代前端，於是來到清華初創的生科院。當時大多人都在探索基因序列的

秘密，但自己希望走不一樣的路，所以展開果蠅大腦研究。研究的一路上雖然是跌

跌撞撞，可是生命總是在逆境中綻放光彩。 

由於臧振華院士正在綠島進行田野調查而未抵茶會現場，不過，他透過電話連

線與在場人士表達了許多感謝。他指出，清華是臺灣發展科學考古學的第一個學校，

也有堅強的科學技術作為考古學的後盾，於是追隨李亦園教授來到清華任教。考古

學如同胡適說過的一句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上山下海，足

跡處處，雖然辛苦但樂趣無窮。 

江安世院士為國際著名的分子影像神經解剖學及行為遺傳學專家。年少時他第

一次在顯微鏡下看到生物組織而非常感動，他決定往「看清楚」的夢想邁進，最後

以果蠅為模式動物研究學習與記憶的分子機制及神經網路，迭獲獎項肯定。 

江安世院士更是全球第一個建構果蠅全腦神經網路圖譜的人，他發明的「生物

組織澄清技術」讓果蠅腦部組織變透明，更容易觀測。從 2007年起，他的研究團

隊陸續從微小的果蠅腦袋中，破解了傳導嗅覺、聽覺訊息的神經網路，更進一步找

出影響果蠅中、長期記憶的關鍵腦細胞。 

臧振華院士是臺灣考古學權威，對於臺灣史前文化的重建及研究貢獻卓著，同

時，他還是組建台灣水下考古隊伍的第一人，參與澎湖、安平、綠島、東沙環礁等

多處海域調查，至少辨識出七十八處沉船。 

民國八十四年政府開發台南科學園區，卻發現大量的古代文物遺址，於是暫停

開發計畫展開長期的挖掘及調查。臧振華院士主持這項計畫，其挖掘規模與耗費的

時間都創下臺灣考古學的紀錄，出土資料也為臺灣及東南亞、太平洋地區歷史發展

標下真實的印記。 



臧振華院士目前在綠島探查海裡的西班牙商船，也在台東長濱鄉舊石器時代遺

址挖掘線索，正是所謂的上山下海、動手動腳。 

中研院第 30屆院士有十八位，其中於國內任職者只有七位，而其中兩位都是

清華大學的教授，足以顯見清華提供開放的研究環境，支持先進、多元的研究題材，

在教授與學生的努力之下，產出極具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賀陳弘校長（右三）、傑出校友趙午院士（右
二），以及陳力俊院士（左二）、黃一農院士（左
一）及張石麟院士（右一）都前來恭賀江安世
教授（左三）。 

江安世院士為國際著名的分子影像神經解剖
學及行為遺傳學專家。 

 

 

臧振華院士是臺灣考古學權威，對於臺灣

史前文化的重建及研究貢獻卓著。圖為臧

振華院士（著白衣者）與澎湖姑婆嶼沉船

調查與水下考古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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