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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物理系到社會科學之路

專訪林秀幸老師

林宏聰採訪撰文

追求與生命的對話

林秀幸老師大學時代唸的是物理。

「科學有它抽象的美， J 她說， r我喜歡用簡潔的模型來看世界，去追求東西

的 essential J J 於是大學聯考她毫不猶豫的選擇物理系 O

可是，大學四年卻讓她的想法開始轉向。她認為學校依然沿用高中那一套教

學方法，只給學生一些缺乏想像力的操作模式，完全無法讓她激起對該學科的熱

情。於是畢業之後，她決定轉而踏入社會科學的領域，前往法國第五大學社會學

系繼續深造。

林秀幸說，會選擇法國一方面是因為留法花的錢比較少，另一方面則是「聽

人家說那邊的葡萄園很漂亮， J 所以她僅僅學了一個月的法語，就飛往法國。

脫離了自然科學的範疇之後，林秀幸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裡，找到另一種詮釋

這個世界的方式，她認為社會學用「象徵」來處理我們對世界的想像與圖像，也

對生命的歷程做出某種回答。她強調: r如果這個學術對你的生命有一種回答，

那麼這才值得你花時間去浸潤嘛! J 這一趟留學之旅讓她順利獲得碩士、博士學

位，也找到對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熱情。

她回憶，在自己家鄉的時候，與家人、朋友、同學的關係似乎是與生俱來

的，很容易就認為那是理所當然，但是當她到了國外，一切重新開始，人生地不

熟的她明顯感覺到「結群」的重要性，也才發現原來人與人的關係都是社會建構

的，於是她開始對人的結群產生興趣。正好，當時是台灣剛剛解嚴沒多久，舊有

的政治枷鎖被拿掉之後，整個台灣社會正在重新建構。於是她的博士論文就以台

灣一個小村落為對象，探討當地人如何透過社區運動，重新建構他們想像中的社

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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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在

法國那

幾年，

林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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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

她的指

導老師

很喜歡

用「美

學」

「倫

理」

「氛圍」

和「理

性之前

的混亂」這些詞彙，有一天她坐在巴士上，突然看到路邊一個小店鋪的招牌寫

著: I美學工作坊J '她猜想那應該是一間賣化妝品的店一在那裡，I美學」的

意思絕不同於學術闊的用法。於是她突然發現，原來在同一個文化傳統裡，同樣

的一個詞彙，放在不同的地方，意義也不盡相同，I歧異性」無所不在O

開始接觸客家研究

畢業後，林秀幸決定回台灣，到中研院民族所進行博士後研究，博士後的第

一個田野在一個褔佬人的海港小鎮的傳統宗教生活。林秀幸是出生於苗栗大湖的

客家人，對她而言，踏進當地褔佬人的生活世界是非常新鮮的體驗。她就像一張

白紙，帶著對異文化的焦慮去看褔佬人，卻因此看到該文化中的一些特質，而這

就是人類學方法的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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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舉例說，當時去觀看他們的宗教生活，很容易就撞見白L童起扯的場景，讓

她非常震撼，想說怎麼有人會這個樣子。沒見過古L童的她很快就發現整個起扎的

活動裡，不只是也L童一個人的表現，還包括了桌頭、武腳等其它義務的神職人員

甚至是一般信眾，都是整個起古L活動中共同的演出者。接著她又回過頭在自己熟

悉的客家文化裡，尋找是否有類似的一種集體社會表現。她說: r其實是有的，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展現，你不知不覺而已，而這些也是兩個文化的共同性與相異

性，社會文化表現中的一種『必要性J] a J

接著在中研院一位好心的研究前輩接納她加入團隊，這位老闆是研究客家文

化的，於是她以新竹為研究的場域，從此與客家研究結緣。

她說，即使同樣是客家文化，但是不同地區卻會發展出不同的樣貌 O 她舉例

說，同樣是賽閹雞，在她的家鄉，人們總是把關雞煮熟了才拿去秤，但是在新

竹，卻是先秤整隻活蹦亂跳的雞，然後煮熟並裝扮地漂漂亮亮地再予敬神。她認

為這種差異性是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r你的位置站在哪裡?你如何看待它? J

不「教 J '只是「引導」

結束在中研院的日子之後，林秀幸到了一所私立學校教書。雖然在私立學

校，學術研究不是擺在第一位，但師生關係卻非常好。她記得當時有個學生送她

兩瓶冰的葡萄酒，用一個布套子套起來，她把葡萄酒喝完之後，就一直把布套子

留在身邊 G 她說，那是 J種紀念句也提醒她對「人」的價值的重視。

之後她到暨南大學的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書，對教育有了更深刻的體認。她開

玩笑地說，因為暨南大學位置偏僻，學生沒有百貨公司可以逛， r所以老師跟學

生的交流不限於片面的教學上，而是比較生活層面的交往。」這也使她後來非常

不喜歡「教育」一詞，她認為「教」好像是，種上對下的權威關係，她說: r教

一個人是假的，促使他想像還比較實際一點 a J

這樣的想法一直延續到她來交大客家學院，她始終希望作為學生的一個引導

者 O 林秀幸表示，即使上學期開過同樣的課程，但每次的教學內容都不會一樣，

她說研究者不時都會有新的體認，她非常願意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林秀幸把課

堂看做一種社群，不「教」學生，只是「引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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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客家研究

林秀幸說，現在有些人認為客家研究是一個政治的動作，是政府的一個政治

承諾，並且質提客家學院成立的必要性 O 對此，她有她的看法。

她認為，所謂的客家學院、原住民學院，甚至是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

台，都在強調小社群、多元性、文化歧異性的重要，是反一元化的 O 她說，戒嚴

時期是政治主導的 J元化，未來則會出現效率價值主導的一元化，也就是全球化

的現象之一，強調快速、便捷、理性與控制。

「全球化的東西就是 60 分嘛! J 林秀幸說，人們也知道麥當勞的東西不會很好

吃，但是為了方便，還是會選擇 60 分的食物，畢竟這些東西有一種全球統一命的保

障，也不會太難吃 O 不過，她會問: I我們真的要選擇這種統一規格 60 分的生活

嗎? J

她覺得，對比於麥當勞的規格化，任何地方都有它獨特的傳統，像台南碗

蝶、新竹貢丸、金山鴨肉...等等，都是當地小平士群所孕育出來的口味，我們不是

吃它，而是浸潤在它獨特的文化氛圍;台灣的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也是同樣的

道理。林秀幸認為，如果全世界只有一種規格、一種選擇，那麼這些在地的文化

獨特性就會失去了存在的機會。

林秀幸強調有些事情我們要跟全世界接軌，但有些部分是我們所專有的，就

必須珍視它，才能與其他的主體區隔開來。社會大眾應該用這樣的視野來看待客

家研究，而不是一昧的泛政治化。她說: I客家研究就是秉持著珍視與創造在地

文化獨特性的想法，希望作為將來與全球化做一種對話的基地! J C§C

林秀幸教授小檔案

學歷:法國巴黎第五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博士

經歷: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現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社系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客家社會與文化、台灣客家社會的區域研究、社群學、社

會組織與文化、宗教文化、區域文化、族群與文化、非營利組織研究、

社群與知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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