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原教界2009年4月號26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 ロ ン テ    ｲ  ア

這
是台灣目前唯一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名

的研究所，我們主張「把文化的多元情境

視為研究前提，並對其中隱涵的單一文化霸權

進行批判與改革。」這樣強調批判與重建的主

張，總是特別引人矚目的。

多元族群的認同家園：關於多元所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原先設於併

校前的花蓮教育大學，在1996年開始招收第一

屆碩士班研究生，至今已歷經十二個寒暑。

2003年開始招收博士班學生。多元所在花蓮是

一個很特別的學術單位，當時教育部積極鼓勵

大學設立有特色的系所，配合花蓮地區族群文

化的多樣性，以及教師的學術專長，多元所就

這樣誕生了。

我們的課程架構設計，希望能以跨學門領

域的方式，來理解多元文化教育，所以課程是

以文化研究為基礎，再加上教育學、社會學跟

人類學，課程相當多元且具深度性。強調從邊

緣視角出發，尤其注重族群、性別與階級的議

題，以及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關懷社會中的

弱勢與差異情境，來檢視主流社會所隱藏的成

見盲點。多元所成立後，即陸續吸引原住民學

多元文化與民族認同的家園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前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多様文化と民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家  東華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前・花蓮教育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A Homeland for Multi Cultures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文︱王應棠（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圖︱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穿著族群服飾的東華大學多元所學生與行政助理。



23原教界2009年4月號26期

多元文化與民族認同的家園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生就讀，並有日漸增多的現象，主要原因是近

幾年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開始有原住民畢

業生，多元所成為吸引他們繼續深造的場所。

五色繽紛：多元所的原住民學生

我是在2003年秋天加入多元所服務，剛

來時所內新生只有一位太魯閣族研究生。我

仔細檢視最近5年多元所原住民學生的人數與

民族分佈，發現人數最多的一屆是96級碩士

班，共有9名，幾乎佔全班人數的一半，他們

來自布農、阿美、泰雅、太魯閣、排灣族，

也幾乎佔原住民族群數的一半。其他年度分

別是： 93級1名（泰雅族），94級3名（阿

美、泰雅、鄒族），95級6名（太魯閣、阿

美、布農、排灣族），97級3名（阿美、排灣

族）。除此之外，93級博士班有一名排灣族

學生，而服務學生和老師的多元所行政助理

也是原住民（太魯閣族）。

原住民研究生辦活動點子特別豐富。94

級所學會為原住民學生人數的95級新生所舉

辦的迎新，地點選在海岸線的牛山呼庭。原

本是為全所師生提供相互認識的機會。卻出

乎意料之外的，被迎新的對象不止搶盡舞台

的光芒，還反過來主導節目進行，讓老師們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所的原住民學生創造了族群互動的場域，

讓沒有族群接觸經驗的漢人學生有一個反觀自我族群的機會。

2003年校慶遊行中的東華大學多元所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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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哄騙」下「零零落落」的上台表

演，簡直顛覆了原有的角色與關係。送舊也

很勁爆，鄒族的學生會活動組長安排到荖溪

橋畔野餐烤肉戲水，走出室外接觸自然風

光，一群人更在清澈的溪水中玩瘋了。

族群互動的場域：在差異中看見自身

記得2006年秋天在我開設的「認同與差

異」課程中，第一次上課課程介紹後，留出一

段時間讓修課同學自我介紹。首先由一位原住

民學生開始自我介紹，她講完自己來自何方，

哪一個大學什麼科系畢業後，還說出自己是原

住民阿美族；但輪到下一位學生自我介紹時則

沒說族名，我問他屬於哪一族，他楞了一下，

似乎反應不過來，停了幾秒後才有些遲疑的

說：「漢族」。王甫昌（2003）的《當代台灣

社會的族群想像》，書中提到台灣流行的「四

大族群」說法，他指出族群類屬原來並不是界

線分明的團體，而是一套關於「如何分類人群

的意識型態」。已經流行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

的原/漢、本省/外省、閩南/客家的分類中，每個

族群的類屬其實有明確的對比對象，而個人的

族群身份可以是多重的。這些族群類屬的建

構，都與成員共同的歷史經驗有關，也與他們

和其他群體的接觸經驗有關。「原住民」與

「漢人」的區分，其實是在1980年代的原住民

書念得越多，與部落家人、族人的想法卻愈行疏遠，這是多數原

住民學生的隱憂，這其中更有不同族群特性的影響。

2003年校慶遊行中的東華大學多元所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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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過程中，為界定出共同的壓迫者─

「漢人」─而產生相對應的「泛原住民」的族

群想像。

原住民學生的族群身份認同已獲年輕一代

所接受，因此大方的自我表白族群身份；但是

年輕一代的漢人學生，在他們來多元所之前，

對原住民的認知通常只有透過媒體或其他間接

資訊，很少人有實際的接觸經驗，因此在面對

原住民同學的族群自我表述時，會顯得慌亂而

不知所措。在沒有族群直接的接觸經驗之前，

他們從來不需要問：「我是誰？」 作為漢人似

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只有面對不同族群之

際，進一步要透過言說明確的表達出來時，才

在差異的體驗中開始覺知自我族群的標誌。多

元所的原住民學生創造了族群互動的場域，讓

沒有族群接觸經驗的漢人學生有一個反觀自我

族群的機會。

從具體經驗出發：研究與族群特性

就像漢人學生有城鄉、階層差異，多元所

的原住民研究生也不是沒有這些差異，他們還

多了族群因素。這體現在學習的過程中，就有

各式各樣的現象產生。書念得越多，與部落家

人、族人的想法卻愈行疏遠是多數原住民學生

的隱憂，這其中更有族群特性的影響。以排灣

族為例，排灣族大學生當公務員的比例在各族

中一直相當顯著，一名南排灣族學生擁有天生

的好歌喉及主持節目的能力，也對研究工作感

興趣，父母卻一定要他去考原住民行政特考當

公務員，認為這是大學生最好、最穩當的出

路。雖然承受父母很大的壓力，這也激發他想

要探索公務員這一行是如何主導部落價值選擇

的研究當成論文。另外，由於排灣族傳統的

「長嗣繼承制」，讓一個家庭的長嗣在成年後

必須以留在家中作為生涯計畫的優先考量。一

位中排灣族學生因為是次女，她沒有任何牽掛

的選擇到多元所進修。留在家中的姊姊與部落

其他長女友人的羨慕目光中，她反思她這群姊

妹的身份與經歷，選擇「掙扎與妥協 當代排灣

族長嗣女性對家的義務、責任與意義」作為論

文題目。

上述這兩個與特殊族群傳統與價值觀息息

相關，並仍然具體對族人產生影響效果的經

驗，當轉化為研究的動機時，這種取向在多元

所是受到支持與鼓勵的。在研究中，理論是提

供認識經驗現象的視角，只有以活生生的經驗

為基楚，結合現實生活所關注的議題，研究才

能對我們產生意義。而對研究議題與對象有了

更深入認識的同時，也會深一層的自我理解，

不論是在族群或是個人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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