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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側記■

灰白的頭髮、慈祥的笑容、飽滿的活力、
戴著一頂酷炫的遮陽帽，完全看不出已

經七十一歲，他是徐正光，曾任職中央研究院
民族所研究員、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客
家委員會籌備處主任，在勞工、客家研究上頗
有建樹。即便已經退休，他也經常騎著腳踏車
在中研院來回穿梭，離不開他大半輩子生活的
地方。

●客家意識 北上念書萌芽

徐正光出生於屏東縣內埔鄉，祖籍廣東蕉
嶺，就讀東勢國小時，班上幾乎全是客家人，
但當時年紀過小，還沒有明顯感受到客家人和
其他族群之間的差異，平埔族的農產品、木柴
等東西的買賣，原住民的喝酒文化，倒是比較

令他印象深刻的。
中學時期，徐正光每天搭校車到市區的屏東

中學上課，班上同學由各種族群組成，才開始
體會到客家人的不同。隨著年紀漸長，接觸的
人群也增多，徐正光最初觀察到客家族群的農
民生活，當時肥料必須向農會單位購買，收成
的穀子也要繳給農會，稻米受糧食局控制，這
樣的方式，現在徐正光講起來仍舊替農民打抱
不平。
在高中時期的數學成績並不優異，選填大學

志願時，徐正光毅然決然只填「用不到數學的
系」。他語帶靦腆地說，從鄉下屏東到都市台
北，進入台大社會系，「北部同學大多是出身
建中、附中等明星高中的外省人」，他這麼形
容，有機會接觸到外省人同學，使本土意識逐
漸在他內心成長。

●參與社運 熱血聲援學生

大學畢業後，徐正光考取公費留學，到美國
伊利諾大學攻讀碩士，三年期間曾參與保釣運
動，「拿教育部的錢去美國讀書，但是心力卻
都花在參與社會運動上。」他笑著說。之後的
博士也只念了三年，還沒拿到學位就回國，在
中研院民族所、清華大學等單位工作。
在清大任職期間，徐正光經常參與社會運

動，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八八年的農民運動、
清大學生獨台會案、支援遠東化氫工廠工人發
起的社運。即便今年已經七十一歲，徐正光講
起這些親身投入社會運動的往事，仍像個熱血
沸騰的青年般，露出沾沾自喜的笑容。
回想起幾次規模比較龐大的社會運動，徐正

「你們其他族群到客家學院只有給客家學
院加分，沒有減分，因為你客家人說自

己的文化好，老實講，這個沒有什麼，自吹自
擂，當別人都說你的文化好的時候，你當然就
可以發展出來。」融合自身對於公共行政與管
理的專長，曾經擔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
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的丘昌泰，對於客家
文化的延續總是有著創新的見解。
丘昌泰目前任教於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研究範圍涵蓋了公共政策與管理、災難
與危機管理、環保政策、地方政府管理及客家
族群研究。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之路上共著有
十三本專書，六十餘篇期刊論文，研究計畫則
至少主持二十項左右，尤其是對客家研究著墨
甚深。

●善思考迎挑戰 放棄鐵飯碗

丘昌泰大學時原本是就讀統計系，由於比起

單調呆板的數字分析，他更喜歡的是抽絲剝繭
的思考，因此在思考人生規劃時，才下定決心
轉向一個更適合他的專長領域，考進了台北大
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畢業後，他跟隨著當
時就業的潮流，考上了公職，進入到新竹科學
園區管理局擔任秘書一職。然而，服務半年
後，他又重新為自己的人生地圖，畫上新的旅
程。
回憶起當初在兒子出生後，毅然決然放棄人

人欽羨的鐵飯碗，去考台灣大學的政治學博士
班，丘昌泰說：「我很了解我自己，我善於思
考，有些創意，綜合能力很強，我沒辦法做一
個工作是完全沒有挑戰性的，死死板板寫個公
文，連釘書機要訂幾格，都要照著弄。」於
是，儘管年紀已不輕，他仍舊選擇走他喜歡的
路。
他坦白說：「這是很大的賭注，如果沒考

上，你可能什麼都沒有，還要重新回去投入到
職場裡面。」雖然不被別人看好，認為他可能
會白費工夫，丘昌泰仍以榜首之姿考取博士
班，在台大研究環境的薰陶下，奠定他日後進
入公共政策領域的基礎，以及日後前往美國進
修的機會。

●學術研究 數十寒暑孤獨過

在學術研究這條路上，丘昌泰表示，如同
「不堪回首來時路，數十寒暑孤獨過」，其實
背後有許多辛酸。他認為做學問必須事必躬親
地到當地實地探查，才能深切了解問題背景。
為了寫論文，他實際在台灣各地進行田野調
查，結果寫了文章投了稿，審查委員用幾句話
便打發掉他，曾令他心灰意冷。
然而支持丘昌泰一路走來的就是「務實」和

光餘悸猶存地說起他在清大任職時，有位學生因
為讀史明的書被抓，他和幾位教授北上中正紀念
堂聲援，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鎮暴警察。一九八八
年的農民運動，南部的農民大舉北上，在行政院
前和鎮暴警察發生衝突，很多農民受傷，於是他
和學界朋友在自發連署譴責此事，上了《自立晚
報》頭版。

●研究勞工 親自住進工廠

一九七○年代，台灣邁向工業化，勞資問題隨
之層出不窮，他認為國民黨控制了工會的成立，
勞工權益受損。徐正光在一九七八年為了研究論
文《工廠青年工人的工作滿足》，身體力行住進
桃園龜山工業區的工廠內，用人類學家的研究方
式，為工人寫日記，並訪問附近農家，探討工業
化對農家的衝擊。
除了勞工研究，徐正光也致力於客家學的發

展。他在一九九六年發表《客家人在台灣的發展
以及當前面對的問題》，探討在威權政體下客家
族群弱勢的處境。

●客語消逝 從自家搶救起

提到客家語言在福佬化的社會上漸漸消失的疑

慮，徐正光表示自己家裡就面臨這樣的情況。他
的兩個孩子在美國出生、台北長大，使用客語的
機會確實不多，只有暑假回屏東和祖母講話會使
用到客語，而徐正光的媽媽也擔心年輕一輩的客
語能力，會告訴孫子們：「你們要多學講客家話
呀！要記得你們是客家人哦！」也會這麼告訴身
為外省人的徐正光妻子。
二○○○年適逢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因為

人才不足，陳水扁請教國政顧問團李遠哲院長
後，指派徐正光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隨後又
因民進黨政府欲成立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他
受命擔任籌備處主任。
問到徐正光為什麼沒有繼續當客委會的委員

呢？他笑著說，長輩當時提醒他還是蒙藏委員主
委，如果繼續當客委會主委，在中央部會就有兩

丘昌泰
發掘客家新藍海

記者吳雨潔／報導

丘昌泰講求踏實，此時常帶學生或研究團隊上山下海
進行田野調查。圖為他帶著同學到美濃進行調查時，
親自為同學攝影留念的照片。 （丘昌泰／提供）

「長期規劃」兩大人生理念，這從他的研究方向
便可窺知一二。就讀碩士期間，當時台灣各鄉鎮
對於興建垃圾焚化爐所產生的鄰避效應，偷偷地
將垃圾丟往其他縣市，演變成「垃圾大戰」，他
便開始研究環保議題與政府政策，直到現在。
他強調人要務實，不要「務虛」，只做表面功

夫，在台灣的學術界，如果想要做出成果，就

→丘昌泰認為將客家地區
的觀光產業加值化、創意
化使其活躍起來，利用說
故事導覽的方式會讓更多
人認識並了解當地狀況。
圖為他到龍潭斷橋進行田
野調查的照片。 
 （丘昌泰／提供）

←丘昌泰自述對於自己和
客家文化的淵源，強調文
化創意產業與公司領域合
作對於客家文化的重要
性。 （吳雨潔／攝）

徐正光喜歡在中研院區域
一帶以腳踏車代步，以方
便到院區的各處。 
 （呂慧涓／攝）

徐正光在中研院
民族所門口，解
說民族所建築物
的設計理念。 
 （呂慧涓／攝）

客家專業菁英 Hakka臥虎藏龍

徐正光於一九四三年出生在屏東內
埔鄉，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
伊利諾大學碩士、布朗大學博士，是
知名的社會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
研究者。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並
於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授
課，也曾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並
受命籌備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小檔案

徐正光教授的論文，是我考轉學考進入交
大人文社會學系前花了滿多時間在研讀的，
算是我進入交大的墊腳石，我一直把他當做
很感謝的對象，沒想到有機會採訪到他，我
相當開心。
一開始聯絡並不順利，我因不曉得徐教授

已經退休了，打了多次電話去中研院民族
所，都沒有接通，直到後來透過交大客家學
院院長秘書范美華小姐才要到電話。沒想到
他是客院張維安院長的論文指導教授，讓原
本擔心受訪者會拒絕的我放心了許多。之後
打電話過去時他馬上就答應受訪了，語氣聽
起來是個直率的學者。
第一次踏進中研院的我，看著眼前的好山

好水，不禁讚嘆匯聚了無數優秀學者的地方
竟是如此仙境。我們先在中研院活動中心的
咖啡廳採訪，結束後，徐正光相當熱心地說
要帶我參觀中研院和他位於民族所的研究
室。
民族所的建築古色古香，相當有風情，他

的研究室內和其他學者一樣擺放許多書籍，
但非常整齊乾淨，架上也會擺上家庭出遊的
合照，看起來相當和樂，現在已經退休的徐
正光，偶爾仍會騎著他的腳踏車到研究室看
看書。
首次見到徐正光覺得他比我想像中年輕、

有活力，即便頭髮灰白，仍然配合我訪談完
十七道題目，我彷彿上了一堂充實的歷史課
程。

採訪側記

一堂充實的歷史課

採訪側記 老師的責任 就是幫學生的忙
在接二連三被好幾個受訪者拒絕後，透過電話，我聯

繫到了丘昌泰教授，一接起電話，聽完我的說明，他馬
上爽快地答應我的採訪，還笑著說：「怎麼可能會拒絕
學生的採訪呢？」當下真的非常感激老師的幫忙。
正式採訪時，丘昌泰提及當教授對於他的意義時表

示：「老師的責任就是幫學生的忙，不論你是元智的學
生或是其他學校的，我幫助你其實是幫助整個社會，因
為社會未來是給你們接棒。」儘管當天他還有好幾個會
要開，但為了接受我的採訪，他把這些都推掉了。他認
為如果能對一名學生的未來發揮多少力量，那他就要發
揮多少。

除了接受採訪，老師還親切地為我解惑，甚至替我分
析未來規劃。對於現在新一代的學子，他建議大一應該
要多涉略各個領域，在不影響課業的情況下去參加社團
與打工，大二要訂定初步的方向，大三開始為自己的未
來努力，投入喜歡的方向下功夫，大四準備就業或是投
入考試。
他覺得必須融合多方領域的能力，尤其是資訊科技能

力特別重要，他強調：「人生其實沒有說你走每一步都
是正確的，有時候你要去嘗試，而且你一定要了解你到
底喜歡什麼。」丘昌泰說，一旦你決定了這是你要的方
向，那就要義無反顧地努力朝這條路前進。

小檔案

丘昌泰畢業於美國匹茲堡大
學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博士、
耶魯大學社會與政策研究所、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元
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
授，曾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
長、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所
長。曾獲行政院新聞局優良學
術著作獎及多次研究績優與教
學績優獎項。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People7People7

徐正光
跨界官學 念念為客家學

記者呂慧涓／報導

即便已經退休，徐正光仍偶爾會到位於中研院六樓的
民族所研究室裡看書。 （呂慧涓／攝）

笑容慈祥、活力飽滿，徐正光認為客家人能有一個地方
可以「發聲」是很重要的。 （呂慧涓／攝）

要像種樹一樣，要慢慢用心地去翻
土、灌溉和施肥；另一方面，看事
情要往長遠的方向想，不要短視近
利，而是要規劃長遠計畫，發掘其
中更多的可能性，並在過程中找尋
下一個研究目標。

雖然經歷過研究成果不被別人認
同或是研究經費短缺的困境，但是
他仍舊堅持下去，丘昌泰說：「經
過那麼多年的跌跌撞撞，學習之路
真的是很漫長，你一定會遇到挫
折，因為有人不欣賞你，但有更多
人會認同你，只要你認認真真走下
去。」近年來，他的學術研究成果
開始受到重視，常被引用，甚至影
響到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常被邀請
到當地進行學術及文化交流。

●從管理角度 推動文創產業

祖籍廣東梅縣，但是從小生長在
新竹的丘昌泰，因童年住的地方鄰
近軍營，阿兵哥很多，所以跟外省
族群來往密切。然而外省族群不喜
歡客家口音，甚至會加以恥笑，因
此他隱藏起他的客家身分。丘昌泰
坦言，直到二○○四年進入到中央
大學任職，他才開始大量地投入客
家研究，與客家重新產生連結。

到中央大學擔任客家研究所所長後，丘昌泰
直接從管理的角度，推動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要求師生一定要研究客家文創，沒想到這個方
向跟中央政府的政策、社會民間的期望，以及
學生的需求相互切合，一直到現在都是客家文
化發展的重點。
「我們研究客家不能夠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象

牙塔裡面，去鑽研它的歷史、文化、語言，
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而是說過去四、五十年
研究的都是這些，沒有什麼新的方法。」丘昌
泰強調研究客家文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精
神。

為了讓學生對於客家文化有更多了解，在課
堂上他提出問題，讓同學分組進行討論，像是
有一次，他讓同學去思考，如何解決新竹縣關
西鎮稻米賣不出去的問題。他指出現在的學生
擅於結合進步的傳播科技，寫出具備可行性的
企劃書。同時，他也帶領學生到新竹關西、高
雄美濃實地田野調查，甚至是與中國廈門大學
合作，走訪福建、廣東，進行尋根之旅。　　

●美好客家 讓全民共同欣賞

丘昌泰認為，在其他外來文化強勢影響現在
年輕人的情況下，將客家文化朝向「全民客
家」的方向努力，會是客家文化所保有的優
勢。客家文化產業規模小、產值少，唯有結合
公私領域的力量，才可以建立客家文化的市
場。他舉例每年四月舉行的客家桐花季，不只
吸引客家人前往，而是讓大家共同欣賞客家象
徵的美好，透過這樣的方式，會使客家文化更
容易推廣出去。

目前，丘昌泰與其團隊正在研究文化產業中
的「數位匯流」，他指出現在看電影並不像以
前一定要去電影院看，而是在每個人的手機、
筆記型電腦或是平板便可獲得，如何結合各種
科技載體發展文化產業，是他們現在所研究的
趨勢。

對於丘昌泰而言，現在最重要的自我期許
是培養更多的後進教授及學生。他說：「我已
經告訴我自己會盡我所能，將我所知道的，用
最大的耐心去帶這些同學。」他希望能幫助學
生確定他們未來的人生志向，以及帶領更多的
後輩進入他的研究行列，將其理念繼續傳承下
去。

個職務由客家人擔任，為了避免紛爭，他就沒
有再兼任客委會主委了。
已經退休六年的徐正光，謙虛地認為自己不

是什麼偉人，他認為自己所做的研究只是個起
頭，希望後輩能夠更深入地去做。說到未來客
家文化的推行，他認為客家人能有一個地方可
以「發聲」是很重要的，透過聲音、影像走出
來，希望客委會可以用更扎根的方式推行客家
文化，讓更多人看見客家人。

書架上皆是丘昌泰的研究成果，對於做學問他從不隨
便敷衍，而是一步步從翻譯參考資料開始，事必躬
親。 （吳雨潔／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