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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兩年前剛從成大航太系博士班畢業時，受到

校刊編輯的邀請，在第254期校刊中的發現成大＜

Diauson－追風的傻子＞，分享了自身的故事和團

隊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尤其在最後一個段落裡，

我寫下了未來的期許和規劃：「計畫永遠趕不上變

化，但今天不做的我，明日必定會後悔；當年就讀

海洋大學大二那一年的我，課業上的缺頁，自己更

是花了十年的時間，來補齊那段時期的不足。假如

你問我會不會後悔，我會說：還好有當時的社團歷

練、幕前幕後的活動執行，以及那些失敗、挫折及

旁人的冷眼對待，促使我在接下來的路上，更不會

因遇到困境、失敗而被打擊，萌生退意，反而越挫

越勇！尤其是在博士班的最後三年，同學們都在追

求期刊點數跟篇數的同時，自己有感於臺灣再生能

源的發展不易，因此開始埋頭苦幹實幹，實地走訪

與民眾接觸，希望有策略性地發展成為臺灣獨有地

環境能源教育，因此開始著手設計及開發可攜帶式

風力發電系統，讓每位想接觸及感受再生能源魅力

的學子，都可以盡情地體驗，發揮Maker手做精神。

希望除了翻轉能源之外，還可以翻轉我們現有的教

育制度。」而當初所立下的未來規劃，在這兩年

內，我們也真的一步一腳印走遍全國，讓更多人感

受到團隊的初衷，自詡追風傻子的我，也或許因為

這股傻勁，感染了更多人一起關注能源與環境的重

要性，讓我們團隊執行理念受到多方的肯定。

點亮角落，照亮希望；送電「部」能「落」後 

偏鄉送電起源與契機：
「2015年4月，被電力『遺忘』的花蓮太魯閣大同部

落，終於結束七十年的無電歲月，點亮第一盞燈。

開啟置電點燈歷史的扉頁，歸功於能源實踐家林元

笠及臺南社大團隊，設計太陽能板發電裝置，並為

部落募款，由族人揹負器材上山，完成部落十五

戶架設太陽能板的大業。」洪郁婷（2016年04月27

日）。6/24 看見綠能系列講座：公民自主發電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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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為黑暗部落點燈。取自：https://e-info.org.tw/

node/114947；這則報導的出現，著實讓我非常震

驚，從沒想過臺灣還有電到不了的地區，更讓我感

動的是，還有一群默默幫助臺灣偏鄉的送電團隊，

因此自己內心想著，要是我所設計的風力發電機有

機會與臺灣公民自主發電團隊的太陽能板一起搭配

使用的話，或許就可以發揮1+1大於2的效益；行動

派的我，立刻透過社區大學的朋友輾轉介紹，連絡

上了元笠老師、仁邦老師兩位為了臺灣能源與生態

在奔走的前輩，而那一天的初次見面討論，發現彼

此的理念一拍即合，更使我想要為偏鄉送電的想法

再次發酵；一直到下次的見面，時間已是2017年6月

的偏鄉送電執行，這之間隔了兩年之久，因此可想

而知，要完成這任務也是困難重重，首要關鍵要素

就是經費從哪來?正如我們偏鄉送電成果影片(https://

bit.ly/2nvdXrN)中，我在一開始所說得：「送電這個

想法，在我腦子裡存在很久了，只是一直沒有機會

執行。」，因此這段時間為了找經費，團隊試了很

多方法，最後在2016年年底，我們提案的比賽，接

連拿到三個第一，挹注了關鍵的經費，而更讓我們

更興奮的是，團隊努力許久的技術與理念，終於受

到產、官、學界專家與委員的肯定與關注，也因此

就在2017年的年初，成大技轉中心邀請本團隊代表

成大，提案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

根計畫競賽來進行提案，而當初偏鄉送電的想法與

承諾，總算可以在這次的契機之下，有機會實際執

行，只不過教育部此計畫的主旨是輔導各學校學生

的創意可以進行多元化創業活動，因此所有的參賽

團隊，基本上所上傳的提案，皆是以營利為目標，

而我們卻因為有感於當時臺灣環境對再生能源的不

友善而反其道而行，提出這項公益計畫，當下的

我，還跟團隊夥伴開了個玩笑說：「反正大家都笑

我們『用愛發電』，那我們就來提這個很不起眼，

卻是很了不起的『偏鄉部落送電』提案吧！」，除

了可將所學實際應用在生活領域上，也試著挑戰看

看教育部的專家評審們，是不是能接受這個不以營

利做為創業目標的提案計畫。

偏鄉送電執行：
蹲低是為了跳得更遠，因此我們從想法的萌芽、提

案機會的出現、計畫的規劃到最後的執行，這一眨

眼就是整整兩年的時間，為的就是讓更多人看見我

們的創意與理念，儘管成大技轉中心給了團隊這個

機會，但接下來應該如何爭取到好的名次和經費，

就必須各憑本事把握了，因此在2 0 1 7年的春節期

間，團隊鏖戰寫計畫、籌備各個環節、製作籌資影

舊筏灣部落送電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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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到上架教育部競賽的平台上，歷經各關卡的評審

委員百般刁難質問及親朋好友們的熱情虛擬資助，

每個環境與競爭真的都馬虎不得，直到最終獲得全

國前六十名的殊榮，更是成大唯二的入選團隊！然

而教育部的這項比賽只讓每個團隊僅有兩個月的執

行時間，要在這麼倉促的時間裡完成計畫，是非常

考驗分散在全國各地夥伴的默契，因此線上的會議

討論、器材檢整、硬體採買及人員相關教育訓練都

要百分百備妥，以確保送電計畫能夠一次到位，順

利完成。

我還記得送電的前幾天，南臺灣連續好幾天下豪大

雨，而我們所要送電的舊筏灣部落，當初就是受到

八八風災導致日後生活沒電可用的地區，因此一到

下雨，前往山上的道路很容易造成坍塌，甚至有人

身安全的疑慮，使得我們都非常緊張，一直跟教育

部協調後續備案，幸好執行前夕，部落的金天光村

長回報路況與天氣狀況都沒問題，當天就由兩位前

輩與村長帶領著我們這些都市小孩挺進黑暗部落，

雖然山路崎嶇顛簸，偶有落石阻擋前進，卻也不減

團隊所有夥伴的熱情與幹勁。而執行這次送電計

畫，團隊也深入了解到，這樣電到不了的深山部落

或者台電所不願意面對的區域，基本上再生能源提

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供電選項，不僅是架設所需費用

遠遠低於台電所開出的預算，在使用上對生態環境

也是非常友善，就像舊筏灣部落的金村長說：「以

前有台電的時候，卡拉OK與小吃店林立，山林夜

晚的寧靜都被這些聲音吵鬧，破壞部落的文化和環

境，現在太陽能跟風力發電沒辦法供這麼多電，所

以只要晚上可以照明走路跟有冰箱可以保存食物，

這樣就夠了。」

整個執行過程，我們邀請到紀錄片導演林文瑞先生

幫忙掌鏡跟紀錄，影片除了完整呈現風力機的架設

過程外，也穿插了部落的美景、每個人在當下的心

情點滴，這樣的拍攝角度與我們這群阿宅比起來，

是完全不同的切入，促使更多人可以藉此關注這議

題，且從2017年9月成果展中得知，團隊的提案是當

初全部評審委員中，所虛擬資助金額最高的競賽隊

伍，因此很期待我們所呈現出來的成果表現，面對

這不可思議的成績，更督促我們自己要為臺灣的土

地盡更大的心力。

街頭能源演唱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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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教育推廣執行過程，遍及全國，最遠到日本東京。

再生能源演唱會：
雖然在2015年時，因為經費問題而無法立即為無電地

區送電，但我的鬼點子沒有就此打住，腦袋裡一直跑

出各式各樣的推廣內容，為了在「資源有限，創意無

限」的情況下創造議題，吸引大眾目光，最後以自己

最有把握的技能，由我親自架設PA器材及自己所設

計的風機，搭配太陽能做互補發電設備，並廣召有興

趣的朋友或學生來玩玩，選在2016年的聖誕節於臺南

安平良食草堂旁，用簡單的電木吉他、鍵盤與幾個主

唱輪番上場，完成了初次表演，雖然初次活動，幾乎

是同學跟學弟來支援，卻也不減當初玩團的熱血。

這場活動雖然完成了一個指標，但我內心卻是對天

候環境充滿了無奈，因為當天的表演，我們是穿著短

衣短褲，汗流浹背地演出，與以往聖誕節該有的氣候

完全不同，深深有感天候的變遷實在太嚴重，致使極

端氣候不斷出現，進而演變成世紀大災難，因此我們

希望再號召更多人來面對跟解決這議題，所以我們把

目標設定的更遠大，期待著是否能將再生能源的街頭

演出，固定變成每年在臺南年底的一場重要推廣演

出；而第二場的自辦活動，也於2017年12月初在安平

林默娘公園，以樂團的形式進行推廣演出，參與演出

的人員，有消防員、護士、工程師、學生等等，製造

更多話題性；今年2018年，即將在臺南舉辨第三場，

我們預計於安平的觀夕平台演出，再度號召更多人一

起參與本場活動，持續關心能源與減碳相關議題。

風狂愛地球推廣能源列車：
每每的活動結束之後，團隊都會檢討、反省所有的環

節，思考當中是否還有進步空間跟目標可以再精進，

經過多次的擺攤展覽、無數次的追風、兩次的街頭

演出及送電計畫，大家對風力機的認同度已漸漸提

高，尤其在推廣過程中，經常看到有些父母會對孩

子們解釋風力發電的原理以及用途，也因為這樣的畫

面，讓我又開始迸出了新想法，決定把博士班的知識

和研究，傳遞給更多的學子，因此展開環境能源教育

相關的演講，誓言要走遍全國各個角落，讓更多人可

以動手做風力發電機，這次團隊更在FlyingV平台上

（https://goo.gl/BsaNSW）進行提案募資，透過集資

的方式招募推廣資金，讓一些比較沒有經費的學校，

可以藉由我們的介紹跟解說，來更深刻地了解風力發

電的魅力所在，最後也感謝所有贊助者，使這提案能

順利通過，讓未來臺灣的各學校都有機會接觸到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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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知識。此外，再生能源的供給不像市電源源不

絕，所有的使用都必須在刀口上，不能有一絲一毫的

浪費，雖然再生能源為人詬病的是，一切的產出要看

老天爺心情工作，造就它不穩定的發電來源，基本上

分配妥當，依需求來配置裝置容量，再透過存電方

式，隨時可以使用這小小的電力，尤其以現在科技，

是可以完成很多事項　雖然開發多種能源跟維持一定

備載容量很重要，但很多人卻沒想過，自己本身的用

電習慣是否浪費，而節電的執行遠比發電來的簡單跟

容易，發揮的效益更是比想像中好，各位不妨拿起自

家的電費單，裡面都有記錄著當期三年用電的比較，

假如一日耗電量超過15度以上，家裡人口數沒超過5

人，就要特別注意哪些吃電怪獸啃食了您的辛苦錢，

當沒用的時候，盡可能地關閉電源，如此一來，每期

帳單所省下的金額是很驚人的。

結語：
自己對未來能源推廣到路上的期許，就是要讓臺

灣，甚至讓其他國家更多人看到小型風力機的獨特

魅力，透過與人面對的溝通與交流機會，獲得更多

使用者經驗，也要更積極突破現有技術，不單單只

有教育領域的傳授，更重要的是讓實際的應用層面

可以更為廣泛，減少地球排碳量，大家一起「風狂

愛地球」。

環境能源教育推廣執行過程，遍及全國，最遠到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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