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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的選擇是對的，錯的選擇也是對的，只有

不做選擇是錯的。

我一直認為，人生是自己的，學會選擇也要

學會負責，而人生的厚度是由無數個選擇所累積

起來，要選擇軟爛還是選擇積極；選擇保力達還

是選擇維士比，即使愛玩也是一種選擇，但擁有

選擇的權利，就要為選擇的後果，盡負責的義

務。

從山地人到原住民族

我的祖父，在加入「高砂義勇隊」出征的時

候，就對當時年僅6、7歲的家父留下一句話：

「一定要讀書。」有知識才有力量，這成了我們

家的家訓。我出生就被叫「山地人」，小學一年

級在花蓮縣光復鄉光復國小的時候，全校一半都

是原住民族，之後轉學到了台北市，全年級近20

個班，只有不到3名原住民族，當時還是嚴重族群

歧視，甚至會因族群身分而被罷凌的年代，因此

經歷了一段自我族群不認同的時期，很排斥自己

被稱「山地人」，甚至不願意當「山地人」；

1994年，就讀國中時，將「山胞」正名為「原住

民」，「原住民」的稱呼才逐漸取代「山地

人」，直到念大學後，在2000年時才又正名為

「原住民族」。

我在大學以前的國高中歲月裡，為了在都市

裡升學，害怕因為原住民族的身分而被罷凌與歧

視，所以要求自己五育表現都要比「白浪」更獨

特、更卓越，若選擇在城市裡生活，專業表現不

輸漢人，才不會在單打獨鬥的都會叢林裡被輕

蔑，也培養起自己的世界觀：「原住民不僅是山

海的獵人，也可以是現代社會的獵人。」也提醒

自己，不要因原住民族的身分，而要求特殊的待

遇，社會就是叢林，在叢林裡沒有野獸會向獵人

投降，而獵人也不是永遠都勝利，要憑藉自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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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遊戲規則的嫻熟，擁有更寬廣與深厚的知

識，文化表現上的更多元與大氣，擁有主人的

態度與高度，才會讓異文化者尊重原本就是台

灣這塊土地主人的少數族群「原住民族」。所

以我立志是要贏得別人的尊重，而不是「要

求」大家給予尊重。

因此我在政大讀大學時，除了書本，我選

擇熱愛挑戰新鮮事物，當過系的文化盃指揮、

系代、學生會新聞部長、學生議員、校慶晚會

和金旋獎的主持人，也是自己畢業那年的畢業

典禮司儀，同時也在校外的廣播電台上班參與

節目的製作，曾待過中央電台、台北電台、Hit 

FM和寶島新聲，有充實豐富的大學生活。

博士之路的選擇

2008年以前，兩岸尚未直航，航班都需要

經過香港、首爾或濟州島轉機。以香港轉機為

例：台北飛香港1.5小時，轉機停留2小時，香

港飛北京4小時，從離開機場提早check in到抵

達後提取行李，就要花上約10小時，現在台北

直飛北京僅需3小時。中國大陸距離台灣很

近，同樣是漢語區，但因時空與文化的差異，

相互認識的程度卻很低。

當年碩士畢業後，想離開台灣換個環境，

所以投件英國的學校與北京大學，經過權衡，

到英國留學若未取得公費或獎學金，每年要花

近台幣200萬，讀個博士要5年，可能就要花上

1,000萬。而當時的北大博士班，一學年（兩學

期）的學費則是15,000元人民幣，約台幣6萬，

比在台灣念國立大學博士班的學費還便宜，但

兩岸關係的詭譎，台灣公部門不一定認可中國

學歷，這也是種選擇的風險。所以在錄取後，

決定選擇去北大，去探索這很近的距離，卻是

最陌生的環境，展開不一樣的人生體驗。

我的博士之路─當個現代的獵人

我與原專班：淺論大學原住民專班的經營與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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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園的體驗

我是首位入學北大的台灣原住民，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也發生金融海嘯，世界一

刻也不得閒。選擇離開台灣念博士班，主因是

北大在學費或生活費上較親民，卻也意外開啟

了不同的視野，到了北京，才開始惡補兩岸政

治，畢竟在過去的人生裡，我關心藝文、族群

與旅行更遠勝於政治，但中國的知識份子，似

乎對統獨問題關心的程度遠高於我，常被追問

之下，不得已就要惡補一下兩岸關係史。現在

回頭來看，有過在中國的求學與生活經驗，能

更了解對岸的想法與兩岸的差異，也發現台灣

許多的兩岸專家，幾乎都是藉媒體、友人或是

旅遊經驗來理解中國，田野調查最基本的蹲點

經驗卻都付之闕如，對跨文化溝通的參與很有

限，也難怪台灣向來對中國不甚了解，導致經

常研判失準或過於偏頗。無論兩岸局勢發展方

向如何，有知己知彼的經驗，有跨文化溝通的

能力，也才能對對方動作進行精確的翻譯。

在入學體驗北大生活的當下，校園裡許多

的景象讓我感到震撼，也帶給我許多的反思。

北大有許多著名的景點，在世界百大大學中，

極具特色。入學報到的那週，「各地狀元」由

家人陪著，汗流浹背、大包小包又累又喜的排

著人龍在各幢建築物前等著註冊、辦手續，感

覺很像電影裡的場景。北大全校約36,000名學

生，大學部14,000人。中國的大學錄取方式與

台灣不同，台灣就是全台統一分發，而中國則

是分成各省來分發，北大的中國籍大學部學生

一屆約收3,000名，而這3,000的名額再分給各

省。舉例來說：七千多萬人口，且種族多元的

四川省，每年分配到北大大學部的名額僅約150

人。中國的每個縣，平均三年才分到一名北大

博士，所以在這裡的每位中國籍學生確實都是

省裡的狀元，乘載著全縣的光榮與希望。北大

校園的鏡園大草皮，每天清晨薄霧時刻，都一

定有數名學生佔據這偌大草坪的幾個角，來回

踱步的大聲朗讀外文。每天傍晚開始，無論頂

著雨或雪，都有學生，捧著臉盆、穿著睡衣，

前往不能調整水溫、沒有浴簾的開放式大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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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如此的經驗，讓我感覺像是瓊瑤小說

裡，民國初年情境的再現，讓人難忘。

中國官方認定有56個民族，在校園裡會遇

到各地、各族的學生，外籍留學生也不少，不

只是歐美非，來自中亞的學生們更是讓我在文

化認識上大開眼界，也認識到中國對全球開發

中國家更是下足了功夫。在北大，也感受到中

國為什麼能夠在改革開放後，經濟的高速成

長，學院裡的老師常說的一句話「如果你的論

文，不能在現況下解決問題，就是垃圾」，所

以學生們都很會解決問題。這讓我反思，常常

在台灣看到的新聞報導或是論文，對於社會發

生的問題，都是「政府要編預算、要修法」，

所有的問題，都變成別人的問題。而中國就是

從這樣的氛圍中，利用現有的資源與法規，在

夾縫中快速的成長，當成長過程出了問題與爭

議才修法，台灣正好相反，一定要政府先修

法，企業不能「偷跑」，所以很多的創新都無

法實現。

人生就是要學會選擇與負責

期勉現代的原住民族青年，人生就是應該

選擇在這社會叢林裡挑戰與打獵，無論是成為

年輕的部落傳統獵人，或是當個現代社

會獵人，除了尊重傳統知識，也要適應

發展現代生活，成為溝通多元文化的橋

樑。多元文化的並存與共榮，對社會或

部落都友善，不走向種族主義的極端

化，應該是普世的共同價值。所以求學

不該只是為了工具性的取得文憑，而是

學會選擇怎麼面對世界與自己的人生。

路見不平可以拔刀相助是種好習

慣，就像我無意間參選了2016年的立委選戰，

看見社會的毛病，不該只是躲在人群中「嗆

聲」，就該跳出來捲起袖子解決問題，當然選

擇一戰，即使失敗也沒關係。參戰也是一種選

擇，需要鼓起勇氣，面對家人的反對與不解，

甚至選戰過程如鄉土劇劇情般的灑狗血，這都

是歷練，讓人生的厚度增加。答應被邀請入台

北市政府服務，也是一種選擇，當首位原住民

族身分的首都市長室幕僚，也更具歷練與挑

戰。做什麼選擇都是對的，只有不做選擇是錯

的。若失敗，跟我現在的老闆柯文哲市長一樣

「Never give up」，跌倒了再爬起來就好。學

會選擇與負責，不只選擇當原住民，也可以是

個全球公民，當個現代的獵人。

我的博士之路─當個現代的獵人

參與行政院推廣部落輕旅行計畫。

拉黑子‧阿民

吳國譽

阿美族，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

部落出身。1981年出生，1999
年聯招考取政大歷史系，並加

入部落年齡階層組織（或稱青

年會），2004年進入國立台北
科大技職教育研究所，畢業並

取得教育學碩士；2008年入學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
行政管理專業，畢業並取得管理學博士學位。在2014年
擔任了馬太鞍部落拉可林年齡階層的會長，更是「2014
雲門流浪者計畫」的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