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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一位研究所排灣族的學

弟在課堂分享到，做為一

個研究生自己在部落的角色與

現實生活上的矛盾；他在部落

很活躍，但是在帶領青少年做

許多的社區服務及活動中，常

被族人質疑「學歷成就」的虛

幻與不切實際，認為有工作賺

到錢才是真的，高學歷的追求

只是離開部落越來越遠。母親

甚至告訴他：（考上）公務員

才是人！因此同時他也正在準

備原住民公務人員特考！道出

了做為一個研究生在部落「格

格不入」的處境：裡外不是

人！在大社會環境中無法融

入，在部落又沒有歸屬。

「（考上）公務員才是

人」這句話透露出現今部落的

價值，有地位有財勢才是生活

的目標，才能夠被人肯定與尊

敬，更透露出過去至今原住民

社會價值的轉變與社會的脈動

密不可分。

原住民知識份子的

示範與啟示？

我做為一個原住民女性

研究生，游移在部落與大社

會之間，害怕部落對自己的

質疑而想遁逃。連當初考上

研究所、唸研究所期間都不

敢在部落「表白」，還特別

向母親叮嚀若是別人問起就

告知在某地方工作，絕對不

能透露還在唸研究所的事。

這是我害怕被族人質疑高學

歷與現實生活的差距而被否

定的焦慮與躲藏之道。高學

歷有什麼用？反而聽不見部

落的聲音？有工作多餘的錢

才能挺胸⋯。然而，面對這

原住民知識份子
的歸屬
原住民知識層の帰属 
To Where Do Aborigines of Knowledge Belong

文‧圖︱余桂榕（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身為「局內人」的原住民研究生，相較於「局外人」更容易融入

族人的思維與情感的表達，對當地的生活也有更深刻的理解。

余桂榕與所上好友到部落遊學。                      

原住民知識份子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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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處境議題，我想該自問的

當是高學歷的原住民知識份

子給了大家什麼樣的示範與

啟示？

什麼是原住民？是不是戶

口名簿註記欄，有著山地原住

民或是平地原住民就是！那什

麼又是原住民知識青年/菁英？

是不是我是原住民年輕人，我

學會了在外一般的「專業知

識」，而必須脫離了原生故鄉

的「在地知識」。而我可以用

原住民的身分，加上部落老人

家不懂的「專業知識」，在部

落貢獻專業及意見，服務於部

落，有能力替部落發聲，以為

就是在為邊緣發聲？如果這樣

就算是原住民知識青年/菁英？

那麼，我為什麼是你們眼中的

原住民知識青年？ 

與外界對話，

跨越不同民族

比起部落老人家的經驗技

能，我沒有；因為那個經驗技

能，只能適用在特定的地理空

間當中。比起在部落孕育孩

子、養育部落的婦女們的生命

所上研討會，筆者分享主題：從部落工作看部落教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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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沒有；因為我的幼教專

業告訴我，如何啟發孩子的智

能，卻沒有尊重生命的多元。

與大社會互動的我，多了一項

可以與外界對話的機會，並可

以跨越在不同民族。但我常像

是一個多面人，有時會像精神

分裂般，頓時不知道要扮演哪

一個自己？在部落時，必須用

部落文化脈絡中理解的語言互

動；而當回到工作崗位時，又

必須收起部落的「樣子」，嚴

肅而俐落的跟各式各樣不同的

人相處。為了讓自己「很文

明」，用字遣詞必須清晰而高

明，這是我所學來的「最好」

使用的語言。

有原住民身分，不等於擁

有絕對的文化解釋權

綜觀原住民的研究生，

有很長的時間必須接受一般

教育，與部落的生活總是疏

遠，加上母語能力較弱，自

然對部落文化的認識與解釋

較為生疏。身為「局內人」

的原住民研究生，相較於

「局外人」更容易融入族人

的思維與情感的表達，對當

地的生活也有更深刻的理

解；但另一個隱憂是，「局

內人」可能失去研究的敏感

度，對自己文化已經習以為

常，反而無法體會其中的隱

喻。這也是原住民研究生必

須要學習與克服的。

面對一般教育的高學歷與

部落知識，我有幸的可以從學

術訓練的知識，了解自己與本

民族文化的關係。同樣的，做

為知識份子，提升文化視野，

提出批判與反省是必須不斷培

養的能力。原住民的研究生不

能因為有原住民身分，就可以

擁有絕對的文化解釋權，而認

為別人的研究就不客觀、不接

近事實。◆

余桂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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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研究生：祈禱趕快畢業找到工作。

原住民知識份子的歸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