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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資料顯示，原住民族博士現在已經超

過百名。這樣的數字堪稱「後有來

者，卻真是前無古人」。仍記得1998年，筆者與
高德義教授想起當時也有少數在大專校院任教

（職）的原住民族，於是興起組成「原住民族

教授學會」，但是始終無法找到10人以上，後來
只好暫時作罷。我跟高教授當時的想法是，入

會者要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而且在大專以上校

院任教（職），即使沒有博士學位，至少要具

備講師或助教資格。當時原住民族委員會剛剛

成立，如果有大專教師屬性的民間團體，也許

可以對於時政與原住民族議題表達看法。

「原住民族教授學會」正式成立，一直要

到2006年間，當時可以參與連署的原住民大專
校院老師已經超過30人。當時成立大會在台北
市立教育大學（今台北市立大學），蔡英文、

曾志朗、馬凱等人也到場致意並入會（贊助會

員）。

回顧原住民族博士名錄

原住民族最早獲得國外博士學位的是阿美

族都蘭部落出身的陳進利先生，他留學日本，

在九州大學農學院就讀，專攻「水稻遺傳育種

學」，在1978年獲得農學博士學位，返台後在
彰化師範大學任教，之後擔任監察院兩屆監察

委員及一屆監察院副院長；已經去世的莊人仰

留學德國，獲得麻醉醫學博士學位；歸化日本

的劉三富教授當年赴日本攻讀中國文學，獲得

博士學位，長年在日本任教；蔡中涵（阿美

族）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在1985年獲得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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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返國即受徵召參選

立法委員，是少數能夠六連霸

的國會議員，後來擔任環球大

學教授，現已退休；早年出國

留學者還有楊國誠（海洋大學

教授，泰雅族1989，所附時間
為獲得學位年度，下同）、鄭

秋雄（屏東科技大學教授，排

灣族1991）、黃新作（體育大
學教授，已退休，阿美族

1991）、鴻義章（慈濟大學教
授，已退休，阿美族1994）、
童春發（東華大學教授，已退

休，排灣族1995）等、孔文吉
（朝陽科技大學教授，現任立

委，泰雅族1997）、鄭香妹
（東華大學教授，已離職，阿

美族1998）。出國留學的原住
民族博士先驅，除兩位排灣

族、兩位泰雅族，清一色為阿

美族，而且多以日本為留學

國，跟現在留學者多選擇歐美系國家不同。

原住民族博士的困難與挑戰

原住民族在國內求學而進入博士班的時間

要晚多了，主要原因是比起國外大學，尤其歐

美的入學方式，國內研究所設計的是相對僵

化、保守的入學機制。當時研究所之後，原住

民族就必須跟一般學生在完全一致的條件下競

爭。在這種情況下，首先獲得博士學位的是就

讀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的鄒族浦忠成（東華大

學教授1994），接著是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
所博士，阿美族的洪清一（東華大學教授

1995）、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排灣族的高德
義（東華大學教授1998），以及中興大學農學
院出身的博士，泰雅族的王進發（嘉義大學教

授1999）、彰化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博士潘裕豐（台灣師範大

學教授2000）、台灣師大政治
學博士許炳進（蘭陽大學，已

退休，泰雅族2001）、台灣師
範大學地理學博士汪明輝（台

灣師範大學教授，現任原民會

副主委，鄒族2001）、台灣大
學生化農學博士伊央‧撒耘

（民間企業任職2001）。國內
獲得博士者，不曾離開台灣發

展，比起出國而數年的留學

者，即使少一些國際視野，卻

能隨時掌握台灣社會的現象與

議題，在年輕一輩的國外留學

博士學成前，他們承擔原住民

族行政體制建立前後，有關法

制建立、改革的研議重任。

百餘名原住民族博士仍不夠

早年出國或在國內攻讀較

高學位的原住民族，面對的是機制、資訊完全

匱乏的環境，能夠在國內外獲得博士學位，憑

藉的是決心與毅力。相較於現在公費留學考

試，提供原住民族的名額有10個，而年輕族人
出國闖天下的志氣似乎不再，而在國內攻讀高

學位的意願也因高教產業萎縮而降低。但是以

目前原住民族各類領域、議題都缺乏高階的原

住民專業人才參與，仍要依賴非原住民專業人

才替代而論，百餘名原住民族博士仍然不夠，

遠不足以承擔未來民族自治與自主發展龐雜、

沉重的責任。博士其實不博，專精的是窄狹的

領域，因此需要一定的數量才能共同支撐寬廣

的面向。原住民族的未來，其實是要建立一個

與國家對等的國中之國，由此以觀，百餘名博

士，仍嫌太少！

原住民族博士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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