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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有用?無用?

專訪達端技教授

傳科系 97 級邱佳心採訪撰文

跟隨著連瑞枝老師的腳步踏入研究室，左邊高大的書架上排置著滿滿的書冊，
與右邊寬敞舒適的沙發形成了忙碌與悠閒的對比。窗外徐風微送，書香滿室，恬

靜自適之感油然而生。

現任交大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系助理教授的她，主修歷史，是清華大學歷

史學博士，對史學及文學都懷抱著極高的熱忱並且積極投入相關工作。閉了一壺

茶，我們從日常生活瑣事淺聊而慢慢切入正題。(連教授簡稱答)

問:是因為興趣的關係而踏入歷史學的領域嗎?

答:早期聯考制度下的高中生不會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只知道你喜歡文

學、歷史、哲學...這些都會有共同之處，所以是看分數分發，被決定的成份是較

多的。當時對歷史學領域並不非常了解，只知道自己的興趣大概是哪一類，後來

慢慢的、吸收到比較專業的知識時，加上廣泛的閱讀，這些學科累積到了一定的

程度便會激發你原來就有的潛在興趣。其實，在高中時，本來以為自己會走文學

的方向，不過文學與人文學科都有互通關係，因為你有文學的心態的話去做很多

研究都會比較能感同身受。所以我覺得歷史也算是我的興趣，就是想知道所有的

事情，有點百科全書式的。

問:開始踏入這個領域後有先設想過未來的方向嗎?

答:老實，說，好像沒有。我覺得大學生的生活是一種對壓抑的釋放，感覺上

並不是很積極的在設計一個未來，高中畢業後只能說是從一個禁鋼的世界中走

出，沒辦法積極的去選擇想要做什麼，只想著說什麼都要試一試，所以那個時候

並不是能很清楚感覺到自己要做什麼。只知道自己喜歡念書，也不知道以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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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聯歡，左為連瑞枝、右為林秀幸教授，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會扮演哪個角色，整個摸索的

過程是比較隱晦的那一部分 O

問:有沒有一段轉折的時

候讓你突然思考未來要往哪方

面走?

答:台灣的教育怪的地方

是它最終目的是為了一個工

作，評斷一個人工作好壞就是

薪水。當我一直往研究所念去

的時候，我父母有點困惑，不

知道我還要繼續唸到什麼程

度 O 以前只知道要讓小孩子請

書，但現在書還沒唸完就結婚

了(連老師在碩士階段便結婚了) ，他們也突然不知道該怎麼看待 O 老-輩的人

通常的想法是小孩子要讀書才會成器，成器的標準就是孩子會有一份好的職業，

可是卻突然發現我這個女兒都沒有，就從自己的家轉到夫家去了。

夫家也支持我繼續唸書，一方面也依照傳統的價值期待我成為一個好媳

婦... ...有一個比較關鍵的時刻是當我發現我的社會定位變成一個“媳婦"，我才

意識到我是個女的。(笑)

台灣女性大約三十歲左右幾乎都會面對個比較結構性的選擇看是要進入家庭

中，或是要工作，對以前所學的知識重新做 J個自我評估，到了差不多這個時候

還沒結婚的話，就會考慮說是不是該結婚了;如果已經結婚了，就會進入一個抉

擇的關卡，必須在這上面有所取捨，如果沒有選擇的話就將被環境決定你是個什

麼樣的人。

對我而言最大的轉折點應該是結婚當人家的媳婦、做人家的太太，面對社會

週遭的期訐，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角色。我也曾陷入長期的思考，也可以說我很

伯強 O 那時我的社會意識不是很強，不會“從善如流"，我還是堅持我想走的

路，因為在學術裡我可以找到個人智力可以投入的世界，所以我還是繼續念攻讀

博士，我覺得這是最大的關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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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面臨現下數位化生活，很多人都會對讀文科有迷思， 1!E，覺得文科還“有

沒有用"呢?

答: [思考一陣〕請書的目的是為解決我的問題，而剛好能解決我問題的方

向就是朝文科走。

我覺得整個學習的階段是有點宗教性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宗教性問題我的

方法就是文科，如果有人問“文科有用嗎"這種問題，我想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

謬誤，而我也不需要到這個謬誤的脈絡裡去回答，因為有人天生註定就是要去做

這件事情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文科到底有沒借用"這個問題，那我就會問到底什麼叫

有用?我認識一些學理工的人，他們也學了很多工程學科之類的，但最後的問題

並不在他的學科、他的學歷有沒有用，當他的學歷讓他覺得有用的時候，其實他

這個人的獨特性便不是這樣張顯。

如果他覺得他這個人的價值是因為他拿了這個學科這個頭銜，那麼人的價值

感將變得很低，因為人的價值是附著在另一個價值之上的。在某一個層面他會受

到很多社會的認同，可是有些問題是在有一定的年齡後才會發現的，可能三十

歲、四卡歲以後，突然發現自己只是在被別人期望有用的眼光下期待出來的。

當然，這也沒辦法回答說文科有什麼用，從比較內在的角度看來，有用沒有

用比較像是老莊的問題，你不知道什麼是有用沒用的，當你這個時候覺得是有用

的也許到了五十歲卻發現只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而已，所以這個問題是比較緩慢

的，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看法 O

有很多人說文學有什麼用、藝術有什麼用，我覺得如果用“有用"的心態去

看一個東西的話，就是問錯了一個問題，社會上本來就有這個需要，對某些知識

作一種理解或澄清，這是個專業的社會每個人各司其職。

學科走到很學術的地方通常都是沒有用的，它其實會有點像是種個人的生活

方式，有點像藝術創作一樣。

問:對歷史學和文學未來的瞻望與期許?

答: [思考一陣〕這很難說，其實我是反對“專業"的，因為“專業"究竟

是什麼讓人懷疑，它有點像是一個職業的附帶品。〔沉思片刻〕素養! [突然說

出〕與其說是對這個學科有什麼期待不如說我希望它成為一個素養，不會有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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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路上問出一句很粗魯的像「你護這個以後要做什麼 J 之類的話，所以如果說

我對這個學科有什麼期許的話我希望這個專業有一天會變成公民的素養，讓人與

人之間不會用那麼功利的看法去看另外 A個人，讓人與人之間能更溫和。〔笑〕

問:在交大對客家文化學院學生有什麼期許?

答:客家研究在台灣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我知道台灣客家研究，看起來似

乎是-個很小的研究範疇，但是她卻大有可為，因為她本身蘊涵很多重的社會與

學術的意義。

我們的教育系統不習慣觀照我們自己，它往往就像妳惘。才所說的著重於有用

的層面，但是客家研究可以帶學生回到一個具體的社會來看台灣社會。不只是客

家社會，而且也包括了台灣文化中-層又一層的族群關係，不管是顯示在歷史

中，或是現在社會中仍可以看到的各種豐富的文化現象。這幾乎已是全球每一個

社會都在面對的族群與文化多元共同的議題。

客家研究，是-個最貼身也最實際的一個場域，可以對全球的各種議題進」

步思考，我們希望學生不只在這個學院了解也他們自己的社會，也可以對人文社

會科學的未來發展出一種務實的社會與學術態度 O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台灣整個

島的精神是活潑的、動態的、有生命力的，是一個富有冒險的海洋文化性格的島

嶼 O 於是，我們也希望年輕的學生在這個學院中，培養對他們對文化進行實務的

理解，又可以對文化的創作具有信心，他們未來能在社會上從事具有創造性的社

會文化的工作。吟。

連瑞枝教授小檔案

最高學歷: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

現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社系

助理教授

專長:華南區域歷史與族群關係、宗

教社會史、村史與家族史、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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