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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存留一點足印 ——「光纖之父」高錕 

享譽國際的「光纖之父」高錕教授(1933-2018)，是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是 2009 年諾

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是開啓光纖通訊的先驅。這位慈眉善目，臉上經常帶著微笑的謙謙學

者，內裡卻醞釀著改變世界的力量。 

 

高錕出生於上海，他入讀的第一所學校，是當地少數由歐洲留學生回國後創辦的實驗學

校，奉行的是法式教育。那裡的老師除了傳授知識，更鼓勵學生透過主動觀察和實踐去掌

握知識，同時十分關懷學生的心靈發展。在這個充滿文化素養和學術自由的園圃中，讓高

錕不但愛上了學習、愛上了動手研究，也教懂他關懷的藝術。 

 

高錕在學校是個勤奮好學、主動積極的學生。但在爸爸媽媽的眼中，他卻很不讓人省心。

六年級時，高錕對化學興趣濃厚，他告訴弟弟，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名化學家，並和弟弟相

約，兩人長大後要一齊驗證是否能把夢想實現。 

 

高錕的爸爸是一名律師，在化學知識上是一竅不通。高錕便靠自己去摸索。他自發聯絡一

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偷偷地購買化學品和化學書，在自己的房間裡建立起臨時化學實驗

室。 

 

這群聰明的孩子很快便把簡單的化學實驗都做遍了，自然想著「更上一層樓」。秘密基地

裡的化學書和化學品慢慢地堆積成山，媽媽開始留心起這群孩子在房間裡的動靜。有一

次，高錕和弟弟嘗試自製攝影用的膠卷，在過程中他們忽略了化學劑在加熱後會快速產生

高濃度的有毒氣體，幸好在鑄成大錯前被媽媽嗅到異常的酸味，及時前往阻止，否則後果

不堪設想。 

 

這次意外確實讓高錕上了寶貴的一課，他明白到做實驗一定要用最謹慎的態度去應對，不

能有一絲一毫的懈怠。為免再讓家人擔心，高錕只好關閉了他的「臨時化學實驗室」，也

暫時放下了他的化學夢。 

 

一次的挫敗並沒有打倒這個對世界充滿好奇又正向積極的年輕人。不久，他便對當時風行

一時的無線電收音機產生興趣。他央求爸爸買一台無線電收音機的自組套裝，讓他可以研

究無線電收音機的運作。爸爸知道自己的兒子就是有一股熱愛研究的勁，便支持他說：

「如果你安全地砌出一台收音機，我就會買更多的零件給你造其他款式的收音機。」家人

的對自己的理解和支持，使高錕更認真地看待自己每一個決定和行動，這才不辜負別人對

自己的信任。 

 

轉而研究無線電收音機的高錕，像發現了另一個新世界。他一直沉醉在無線電、電磁圈和

晶體管中，更萌發了對電機工程的興趣。這讓他的夢想由化學家轉去了電機工程師。 

 

1949 年，高錕隨家人來到香港，就讀聖約瑟書院，完成中學後便負笈英國。經過努力，高

錕如願獲得倫敦大學電機工程學士及博士學位，然後加入 ITT 英國子公司標準電話與電報有

限公司，任職工程師，開始研究光纖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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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錕當時的上司是一個開明友善的人。他看見新入職的高錕一副標準好學生的模樣，凡事

都緊跟指引去做，便跟他說：「你在設計時，不用只跟著大學裡學到的基本理論去做。那

些書上教的理論，是為你提供一種學習的方法，不是叫你去重複別人做過的事情。你要駕

馭這些理論，再從中想出全新的設計。」 

 

上司的提點令高錕恍然大悟。他明白到自己沒有必要像回答考試試題一樣，只往標準答案

的方向去想，而是要求取新的突破！他想要當一名工程師，不就是被當中的「創造力」所

吸引的嗎？高錕想用他的雙手去創作一些對人類對社會有實際用途的東西。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傳統的無線電傳輸已無法滿足人們對通訊服務日益增加的需求。六

十年代初期，雖然已經發明了激光，但把光能用在通訊媒介上完全未成氣候，高錕和他的

同事要在通訊傳輸媒介裡找尋突破，是項很大的挑戰。高錕與同事不願在「不可能」面前

停步，他們要做出劃時代的研究——     「石英基玻璃纖維」。 

 

高錕發現，通過淨化玻璃組成的細光纖束，將能夠以最小的信號損耗在長距離傳輸大量數

據。他在 1966 年發表了相關論文，提出 「玻璃纖維材質」可能有一種極具潛力的應用光波

導，可作為一種新型通訊媒介。 

 

我們現在知道他開創的理論支撐著後來光纖通訊的突破發展。不過，當時光纖通訊仍只是

理論，技術上還未能跟上，無人相信世界上會存在無雜質的玻璃，能讓光波的傳輸不會因

雜質而衰減。高錕的理論初時未獲認同，更被人嘲笑他「癡人說夢」。雖然面對懷疑和批

評，但高錕深信，自己正在做著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終有一天它會震驚全世界。 

 

當高錕掌握了關鍵技術後，便為催生光纖產品的商業化而四處尋求合作廠商。可是當時的

玻璃製造業都估計這項技術投資成本大，回報不高，而拒絕合作。高錕雖然屢屢碰壁，可

幸得到公司的支持，幫他找到全球玻璃基板龍頭廠——康寧——把高錕的理論實踐出來。 

 

經常十多年的試驗，康寧成功對玻璃光纖進行純度改良，製造出能遠距傳輸的光纖束。首

個光纖通訊系統終於在 1981 年面世，光纖取代了傳統銅線，為通訊科技帶來劃時代的突

破。但高錕卻並沒有為光纖技術申請專利，而是將技術開放，讓光纖通訊和互聯網得以普

及，造福世界。高錕曾在媒體採訪中説道：「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在做光纖實驗時，覺

得只是做一個科學家應該做的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高錕在光纖研究上的貢獻，為現代通訊帶來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獲尊稱為「光纖之

父」。此後，他獲獎無數，包括瑞典愛立信獎（1979）、美國馬科尼獎（1985）、日本獎

（1996），以及美國工程學界傑出成就最高榮譽的 Charles Stark Draper Prize 等。 

 

成名後的高錕不願停留在光纖的光環下。他再次轉道，回到香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

長，致力把餘生貢獻在作育英才上。 

 

高錕經常勉勵學生：「你們應該有一個興趣，有一些想做的事，然後根據自己的興趣去選

擇自己想走的路。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了解自己的專長所在，加以發展並貢獻社會。」 

 

已註解 [1]: 小知識： 

「石英基玻璃纖維」可以成為快速有效的通訊媒介。這

種傳輸媒介的潛在能力，會遠遠優於銅線或無線電波。 

已註解 [2]: 小知識： 

高錕在論文中提出，以最純的玻璃纖維傳送光訊號可超

過一百公里之遙，當時的技術，僅可達到二十公尺左

右，兩者差距五千倍。這一說法打破早期認為玻璃纖維

只能用於短距離傳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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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正式宣布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是高錕時，他已經患上阿茲海默症五

年了，不能親身出席瑞典的頒獎禮。當大家都很惋惜，心想如果高錕能在患病前獲奬，那

該多好。但樂觀的高錕相信萬物自有其時，他欣然面對人生中每一個時刻。在發表獲獎感

言時，高錕不住微笑著感謝大家，並且很謙虛地說，「這沒什麼，這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榮

耀。」 

 

九年後，高錕去世了。他的遺願是透過高錕慈善基金致力為腦退化症患者及其家屬提供服

務。當他離去之後，世上仍存留他的足印和善光。 

（265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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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存留一點足印——「光纖之父」高錕 問題（請圈出合適答案） 

 

1）高錕的什麼發明改變了世界？ 

A 5G 網絡。 

B 網狀 Wi-Fi。 

C 光纖通訊。 

 

2）高錕在學時對化學興趣濃厚，他怎樣主動學習化學知識？ 

A 偷偷購買化學物品和書、建立臨時實驗室做實驗。 

B 每天躲在學校的實驗室中使用學校的儀器做實驗。 

C 主動向父母表示想參加化學實驗的興趣班。 

 

3）高錕在家做化學實驗差點釀成意外，得到了什麼教訓？ 

A 明白到做實驗一定要用最謹慎的態度去應對。 

B 明白到自己年紀尚小，做化學實驗會令家人擔心。 

C 明白到做實驗首先要把現場環境收拾整潔。 

 

4）高錕任職工程師時，他的上司使他有什麼領悟？ 

A 理論只是讓人學習標準答案，最重要是尋求新特破，新設計。 

B 工程就像是考試試題一樣，有疑問就要解決它。 

C 創意固然重要，但是也必須有理論支持證明創意的可行性。 

 

5）高錕的光纖通訊理論初時受到大眾懷疑和批評，他怎樣面對這個難關？ 

A 他暫時放下了光纖的研究，決心再進修深造更專業的知識。 

B 他重新再次研究光纖通訊，再更完整其理論。 

C 他沒有放棄，仍深信自己正在做著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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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 
 

1. 綜合人物故事，你認為高錕能成功發明光纖除了因為有豐富的科學知識外，還因為些

什麼原因？試說明。（原因可多於一個） 
 

 

 

 

2. 如果你的知識、學習、創意等遭受大眾的懷疑和批評，你會能像高錕一樣永遠相信自

己嗎？ 

 

 

 

 

3. 高錕勉勵學生：「你們應該有一個興趣，有一些想做的事，然後根據自己的興趣去選

擇自己想走的路。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了解自己的專長所在，加以發展並貢獻社

會。」這句話對你有甚麼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