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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延長線

延 長 線

每
年年初，原住民地區的鄉鎮公所就紛紛

接到家長或是學生的電話詢問「獎勵原

住民專門人才」截止收件的日期。原來，每

年二月底前就是鄉鎮公所辦理「獎勵原住民

專門人才」的初審作業時程，這個時候，鄉

鎮公所的承辦人都會講這句話：「我們鄉

（鎮）怎麼會有那麼多研究生啊！」

民族研究生的增長，帶動原住民研究

由於教育部逐年開放國內各大學碩、博

士班的招生名額，並鼓勵各系所增設碩、博

士班，致使國內研究生人數成長速度相當

快，根據教育部的統計，88學年度碩士生約3

萬8千人，博士生約1萬人，到了96學年度，

碩士生已高達17萬人，博士生已突破3萬人。

而原住民研究生也在這樣的浪潮下，從88學

年度各大學原住民研究生僅有18人，到了96

學年度大增為585人，成長31.5倍之多。隨著

原住民研究生在量的方面有了明顯的增長，

間接也增長原住民研究的熱潮。

回顧台灣學界在原住民研究範疇的歷程，

由最初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至原住民部落進行

體質及文化上的研究，到台灣社會走向工業

化，原住民社會因為外來文化之衝擊，部落主

體結構改變，台灣學界逐漸關心原住民社會的

文化變遷及都市原住民議題；1980年代興起的

原住民運動熱潮掀起台灣社會關注原住民的個

人權及民族權等議題，當時，學界的研究目光

逐漸轉向藉由國外的經驗來協助原住民，邁入

所謂的民族自治與解放。經過觀察，我們發

現，上述這些研究者幾乎不見原住民，而最主

要的原因是，當時原住民研究生的量少之又

少，遑論有大量的研究著作。

筆者觀察台灣學界研究原住民議題的分水

嶺，正巧落在88學年度，由國家圖書館-全國

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的資料分析，80學年度至88

學年度這段時間發表的博碩士論文以原住民為

研究範疇者，數量為673筆，而88學年度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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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透過本民族的視野，回饋給學界一個不同的視野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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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研究原住民的博碩士論文竟已高達

8,392筆，增加的幅度甚為驚人。增長的原因，

除了是台灣各界對於原住民的關注逐漸升溫

外，原住民研究生在數量上的增加似乎是另一

項主因。

透過本民族的視野，

回饋給學界一個不同的視野

我們發現，當原住民研究生大量增加後，

本民族研究的現象儼然形成一股風潮，許多以

某某原住民、某某族、某某部落為例的論文，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還發生一個原住民部

落被好幾個研究生研究的例子，暫且不論這些

論文的價值何在，我們捫心自問，這些套著學

術外衣的「部落家鄉事」，真的對我們族人同

胞有幫助嗎？

原住民研究生，顧名思義就是研究生擁有

原住民身分，乍看之下，這樣的身分似乎沒有

任何意義，就好像我們看待由國外來唸書的研

究生或是來研究所唸書的神父、和尚，充其量

他們就是外國人研究生、神父研究生及和尚研

究生。但是，當這些研究生所研究的主題與其

身分有關連時，研究生的身分就有可能被放大

觀察。尤其，當原住民研究生進行所謂的本民

族研究時，外界更是投以亟為期待的眼光，期

待透過本民族的視野，回饋給學界一個不同的

視野和詮釋。

把我們的筆刀磨亮提升能力

筆者曾經在一篇新聞報導中看到這樣的描

述，一個大學教授這樣說：「我所引用的資料

排序，首先是博士論文及各大期刊，再來是新

聞媒體的報導，最後才是碩士論文」。筆者看

完這篇報導，心頭一驚，原來，我們撰寫的碩

士論文在大學教授的眼中比不過一天24小時在

電視播的新聞。

綜上，身為原住民研究生，應該要更有所

警惕，尤其是當原住民運動落幕後，爭取原住

民權益的管道，不再只是以街頭路線為主時，

相關爭取原住民權益的訴求，若能透過本民族

研究者以嚴謹的學術研究，轉換成和平、理性

的論述及學術觀點，進而贏取大社會的認同，

這也不失是一項原住民研究生做本民族研究的

福音。而如何把我們的筆刀磨亮，如何把我們

的能力提升，儼然成為當今吾輩原住民研究生

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台東縣達仁鄉的土坂村是目前難能可貴的，定期舉行排灣族五年祭的一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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