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下午，科學家陳明堂博士在朝陽科大講座，演講前接受

媒體訪問。

朝陽科大鄭道明校長將火炬致贈科學家陳明堂博士。

講座前貴賓合影，（左至右）研發長徐松圻、航空系教授陳

維隆、校長鄭道明、陳明堂博士、秘書長廖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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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陳明堂與朝陽科大師生分享觀測黑洞的事科學家陳明堂與朝陽科大師生分享觀測黑洞的事

朝陽科技大學為提升科學物理研究風氣，該校研究發展處邀
請科學家陳明堂博士講座「願景地平線－關於探索黑洞的那
些事」，今（29）下午，在該校行政大樓6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現場師生滿座，校長鄭道明親自主持並致贈火炬紀念
品，象徵陳博士開拓人類願景視野，照亮台灣科學發展無限
可能。

　鄭道明校長表示，朝陽科大很榮幸在難得機會下邀請到陳
明堂博士演講，因緣出自陳博士與航空機械系教授陳維隆老
師認識，因為陳維隆為格陵蘭望遠鏡也參與協助設計；最近
幾年世界天文物理發生了許多大事，尤其今年四月最大的新
聞事件是看見黑洞，台灣科學家貢獻很大的力量，更被世界
看見！陳明堂博士是台灣優秀的子弟，成大畢業後就到美國
最頂尖大學深造，爾後擔任格陵蘭望遠鏡計畫執行負責人也
是中研院天文所研究員，請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他。（現場
一陣熱烈掌聲）

　鄭道明指出，火炬紀念品是陳維隆老師研究團隊所研發設
計，獲選為2017年世大運聖火火炬與母火燈，設計結合流體
力學等多項技術，打造不鏽鋼燭芯系統，具有取暖與照明及
美觀功能，是朝陽科技技術與設計結合的代表作。

　鄭校長唸出火炬手把用雷射雕刻的紀念文內容，表達陳博
士為人類科學研發及知識薪火相傳共同合作與努力。

　陳明堂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研究
員兼夏威夷辦公室副主任。建立史密松-中研院次毫米波陣列
望遠鏡；設計並建造台灣第一座宇宙輻射陣列望遠鏡（李遠
哲陣列望遠鏡）；擔任 ALMA（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Array）計畫總工程師；領導格陵蘭望遠鏡建造，成為北極唯
一天文望遠鏡，參與首次全球連線黑洞影像觀測；歷經台灣
主要天文望遠鏡建造計畫，開創台灣天文科學參與國際前沿
望遠鏡的研究發展、設計與建造道路的先驅者。

　演講前陳明堂接受記者訪問，談到為了看見黑洞，世界各
國頂尖學者組成的「視界事件望遠鏡」國際合作計畫，並建
造一個超大的望遠鏡。今年4月10日，中央研究院召開全球記
者會，發表天文物理學界的重大科學發現。

　他指出，為了找黑洞找了四十年，因為黑洞是人類知識上
的大拼圖；過去七、八年大家工作努力不懈，特別是在2016-
2018年之間，計畫團隊短短十八個月裡面就把幾乎全新的望
遠鏡搬到格陵蘭架設好並開始做科學觀測，這件事是很多人
都沒有辦法相信的，一位日本資深的學者分享對這件事的看
法表示，只能用奇蹟來描述。
陳明堂表示：「這不是奇蹟，而是過去25年來台灣的團隊能
力的展現成果。」

　提到很多人會問中研院天文所作基礎科學做黑洞很久有什
麼用？陳明堂表示：「我們把這些做基礎的工作是由我們台
灣工業界一起做，是帶著大家一起做最尖端的基礎科學，這
不光只是科學成果也是大家一起分享出來的成果。

　談到黑洞的由來是科學家非常努力想了解，並證實愛因斯
坦相對論是否對的，奮鬥了一百年經過證實是對的，也因此
科學家更有信心繼續往前走。陳明堂表示，看見黑洞只是科
技上的成就，而這種新發現、新發展可以馬上變成應用嗎？
這不是一對一的關係。

　在講座現場，播放今年四月十日看見黑洞的新聞紀錄片介
紹；陳明堂自我介紹並回應鄭校長的讚美，說他只是在科學

盡自己的本分，做研究很花錢的。講座內容很科學又具有實證，沒有科學知識及愛好天文者很難親近，數百位師生仔
細聆聽並觀看投影內容，顯見陳明堂博士的超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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