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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流行客家「花蓮出校長，美濃出博

士」，其中高雄美濃鎮文風特別鼎

盛，當時全鎮人口三萬人左右卻已產出300多

名博士，堪稱是全台的「博士之鄉」。過去各

種資料來源中，以1996年《美濃鎮誌》提供

〈美濃博士名錄〉欄目，列出一個109位博士

的名錄並做分析。後有識之士體認美濃博士眾

多是至為珍貴的人力資源，值得統合作為家鄉

智庫，集思廣益為家鄉建設提供建言。在日本

明治大學博士吳其聰教授積極奔走下，獲得旅

居馬來西亞鄉親提供十萬美元作基金，成立

「美濃博士學人協會」運作至今。

跟前述的美濃客家壯觀的博士人數相較，

原住民族的人口在2017年已經超過50萬人，根

據2004年台北市原民會出版第一本《生命告白

─台灣原住民博士求學之路》專書，紀錄21位

原住民取得博士學位心路歷程，該書原住民的

博士還不足30人，可見博士產生的比例落差很

大。

原民博士出國留學返國就業不易

其中排灣族第一位博士鄭秋雄，是日本國

東京大學建校105年（1985年）當中第5位獲全

票通過的農業博士畢業生，非常傑出。一樣留

學日本東京大學的蔡中涵博士，攻讀社會學，

返國後參選立法委員，立委五連任致力於原住

民族權利的爭取，現仍在環球科技大學繼續為

失學的原住民族中年世代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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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文︱王雅萍（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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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21位原住民族博士們回首來時路，

他們都坦承經過一段痛苦的失業。以該書主

編台北市原民會主委孔文吉為例，孔主委他

在赴美留學取得碩士學位，以及在英國取得

博士學位歸國後，雖然頂著碩博士學位，卻

兩度面臨失業，甚至被迫回部落老家採青椒

維生，最後才被馬英九市長錄用擔任台北市

原民會主委。

擔任立法委員後，孔立委積極質詢爭取

原住民族博士的就業管道。他經常質詢教育

部、國科會（現改為科技部）、中研院等教

育文化單位。質疑「原住民取得博士學位

後，難有機會到大學任教、難獲委託從事研

究計劃，也進不去中研院任研究員等職務。

他認為長期以來原住民在中研院大都只擔任

較低層級的研究助理或是協助田野調查跟母

語翻譯的工作」，他質疑「明明都有不少研

究原住民或少數民族的文化題材，可是原住

民老是被當成被研究的對象，原住民族的博

士反而沒有機會做研究，這種現象不合理也

不公平」。

中研院進用原民博士

中央研究院針對

原住民族博士人才進

用問題，直到2006年

1月9日，正式以公文

答覆立委孔文吉，推

動「博士候選人培育

計畫」、「博士後研

究人員」等計畫，優

先進用原住民族學

者，擇優拔擢為研究

生命告白（台

灣原住民博士

求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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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陣容。將在民族學、社會學、台灣史與語

言學等研究所，公開徵求具原住民身份之博士

後學者，延攬進用助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開

出對原民人才進研究單位友善之門。先後有鄭

香妹、周惠民、黃約伯、海樹兒‧犮剌拉菲、

伊萬納威等博士到中研院擔任研究人員或博士

後研究人員。最近中研院民族所也提出跟原住

民部落合作，培訓部落研究人才，以及解讀博

物館文物的「共作人類學」論述。

 《原教界》第33期（2016年6月）曾有

〈原住民的海外留學〉專題報導，回顧原住民

海外留學政策，分享原住民在不同學門及不同

國家留學經驗，並提供公費留學考試與自費留

學補助的相關資訊。

原民博士人數破百

根據原民會提供的統計資料一共是107位

博士，名單或許有所遺漏，但已算相當完備。

從族別來看，以阿美族、排灣族和泰雅族的博

士比較多。人口少的民族以卑南族、撒奇萊雅

的博士人數比例相對博士比較多，而邵、噶瑪

蘭、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等四個小族，博士

人數仍然掛零。

除臺灣本土培育的73位博士外，分析這些

博士取得博士學位的國家，依次是美國16位、

日本11位、英國4位、中國3位，俄國1位、德

國1位。其中第一批因為被殖民的語言優勢因

素而留學日本的世代已經漸漸退休，年輕人再

往日本留學的並不多，以留學美國最多，另外

已經有三位原住民：巴奈‧母路、潘秋榮、吳

國譽前往中國取得博士。《原教界》第33期曾有〈原住民的海外留學〉專題報導，可
以參考；又更早在《原教界》第15期（2007年）便遠到斐濟
專訪，但遍尋不獲該國博士名單，乃多方探訪，合集成「斐

濟博士名錄」，是為首見，送回斐濟頗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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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科系分布多元

科系方面以理工最多為19名、醫學公衛生

技生化17位、教育15位、民族學11位、政治7

位、文學6位、地理5位、體育4位、人類學3

位、資訊3位、企管2位、歷史2位、藝術2位、

音樂2位、農學2位、宗教1位、法律2位、社會

福利1位、哲學1位、森林1位、傳播1位、管理

1位、語言學1位、觀光1位，從這份資料可看

出與台灣當年學界的以理工、醫學生技、教育

等為熱門科目的重點趨勢吻合。

比較特別的是解嚴後追尋原住民族主體性

過程中，攻讀民族學、政治學和地理學的博士

變多，原住民族社會表現對原民的傳統文化、

傳統領域、政治權利等議題的熱情。例如宜蘭

縣警局外事科警務員廖朝明，以《台灣原住民

族政治主體建構之研究》為博士論文，榮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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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博士也需要回部落向耆老學習。



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學位，是國內第

一位原住民警察博士。宜蘭縣南澳鄉的退休國

中校長曹天瑞，以《宜蘭縣原住民校長推展泰

雅民族教育之研究》為博士論文，榮獲國立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學位，是國內第一位原住

民校長博士，鼓舞許多原住民族校長攻讀博士

學位。

目前為止，原民法學博士只有蔡志偉博士

和鄭川如博士2名，這跟美加紐澳的原住民族

喜歡攻讀法學博士的趨勢不太相同。相信隨著

原住民族法庭的建置和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的浮

上檯面，攻讀法律博士將會是未來趨勢。目前

語言學博士只有1名，隨著族語認證帶動的族

語復振風潮，目前許多族人已攻讀語言學博士

班。

原住民族女學生讀醫護類的專科和二技學

生很多，其中太魯閣族的怡懋‧蘇米是本土培

養的第一位醫護女博士。她自1993年慈濟護專

畢業後，在花蓮慈濟醫院、基督教門諾等醫院

服務，一路從護理師、護理長，升任教學督

導，護理實務臨床經驗豐富。再到慈濟大學護

理學系二年制在職班進修，完成原住民健康研

究所碩士班、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學業，目前留

在慈大護理學系教書。追查博士名錄與現況

時，比較令人遺憾的是原住民第一位女博士，

阿美族第一位人類學博士鄭香妹，她好不容易

在夏威夷取得博士學位，專長是研究阿美族的

社會、性別分工、親屬組織、菲律賓的族群文

化等，在1998年風光回國，地方新聞還刊登報

導，成為原住民族界的留學標竿與楷模。不料

當她開始在慈濟大學和東華大學任教後，上課

走路不穩跌倒，本以為是車禍跌倒舊傷復發。

後確診是罹患多發性硬化症，該症狀是一種發

生於中樞神經系統（腦部和脊隨）的自體免疫

疾病。患者會出現視力受損、肢體麻木無力、

平衡失調、感覺異常、口齒不清等症狀，嚴重

程度因人而異。鄭博士已經辭去教職，臥病醫

院多年，慢慢地失去記憶中，令人不捨。

目前這107位原住民族博士，都以各自的

方式回饋故里，幫助新一代的原住民族青年，

他們的博士都是在家人、部落、族人支持，甚

至是公費留學的協助，支撐他們度過難關與學

成。其中不乏在公部門服務的原住民族博士透

過立法與施政，提供原住民族更貼心、更實際

的專業服務；在學術界的原住民族博士則在專

業研究之餘，都致力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或

投身原民教育或原民基礎教研，希望藉由原住

民族博士們的努力，扭轉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

的錯誤認知；也藉由他們在各領域的努力，打

造原住民族的未來新世代的博士，造福社會。

有關鄭香妹博士的繪本書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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