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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新煌蕭新煌 熱情加好奇熱情加好奇 品嚐社會學品嚐社會學

2014-10-28  記者 徐嘉佑 報導

　　在中央研究院人文館南棟十樓的第一間研究室中，第一眼會注意到的，是牆面上滿滿的書籍

與世界各地文化相關的文物，雖然多，但卻整理得井井有條。這間研究室屬於一位客家子弟，也

是現任中研院社會所所長的蕭新煌。在這裡工作了三十餘年後，沉著的面容之下，仍然展現出對

社會學的高度興趣、熱情與好奇心。

發展興趣發展興趣  初期勉強勉強初期勉強勉強

　　「對於社會學，就是要發展自己的興趣，不要勉強自己；但是在開始找興趣時，我覺得應該

要勉強自己，看看是否真的喜歡，一旦發現沒這麼喜歡的時候也就不要勉強了，所以要『勉強、

勉強』（閩南語）。」蕭新煌對選擇社會學的學生所作的這番建議，其實，就是他品嚐社會學的

滋味時所體會到的人生哲理。

　　中壢客家庄出身、出生於台北的蕭新煌，成長於客家、閩南、外省與原住民等族群聚集之處

，親身體驗過族群之間的衝突與諒解。處在不同的族群中，建立出自身的客家認同，累積身為客

家人的經驗，因而有了對客家族群的初步認知。後來學習社會學，進一步將早期的一些觀察與客

家經驗具體化，對於他後來的研究是相當有助益。

　　蕭新煌當初考進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之後，原本的打算是轉系，因為他對社會學沒有太大的興

趣，讀起來很吃力，更曾擬定完整的轉系計畫；後來在朱岑樓等幾位恩師的鼓勵與指導之下，他

轉而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社會學，慢慢地讀出興趣，最後竟執著於從事社會學研究的這條路。

蕭新煌坐在辦公桌前，身邊圍繞著大量以前所收藏的古董與文物。（徐嘉佑╱攝）

進中研院進中研院  研究之餘教書研究之餘教書

　　在美國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取得碩、博士學位後，蕭新煌返台直接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當

時東海大學與台灣大學亦曾打算聘請他任教，但必須離開中研院的前提讓他最終沒有答應。「教

書當然也是我的興趣之一，不過我認為我更適合研究之餘去教書，而不是教書之餘做研究，那個

輕重有別。我回來後沒有選擇去東海、也沒選台大，大概就是這個考量。」蕭新煌這麼談道。

　　蕭新煌在做研究、撰寫學術論文與期刊文章時，一定會建立好基本的架構，決定用什麼分析

的概念以及找尋思路。他說，自己大部分的時間會用在醞釀論文方向與主題架構，「寫」的部分

反倒是一氣呵成，以節省時間，這是他寫作時的基本習慣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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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新煌研究室一隅，書架上擺滿了各式的書籍。（徐嘉佑╱攝）

環境運動環境運動  率先建立理論率先建立理論

　　蕭新煌的專長領域除了發展社會學與中產階級研究以外，最特殊的便是社會運動與環境社會

學了。台灣在一九八O年代開始有環境運動，使得蕭新煌開始對社會運動與環境社會學產生興趣

。蕭新煌表示研究的困難之處，是過去很少學者做這方面的研究，因此他必須要做一個勇敢的先

驅者，對觀察到的要敢於下筆，而不是直接引用西方既有的理論架構，而是挑戰理論並修正它。

　　一九八八年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是蕭新煌接觸客家研究的契機，從最初與他人合著的客

家書籍篇章開始，慢慢地研究到了客家運動、客家認同與客家意識的內涵。研究客家至今，蕭新

煌認為台灣的客家意識是特殊的，尤其是台灣客家具有國族性的認同，是其他地區的客家所沒有

的，也因此衍生出了與東南亞客家的「比較」客家文化研究，這也是他現今正在進行的研究之一

。

　　蕭新煌對於社會的參與，從來不會拘泥於「社會學家必須中立」的概念，自始至終，他都認

為學者應走出象牙塔，走入社會發揮力量。一九九六年前總統李登輝邀請他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他很明白地在總統面前說了：「李總統，我的票沒有投給你，是投給彭明敏喔！」當時李總統

還說：「沒關係啦！」

蕭新煌曾擔任二O一二年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的秘書長，圖為他在主席台上做開幕的致詞。（彭雪莉／提供）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堅持民主立場堅持民主立場

　　另外，在二OOO年總統大選時，李遠哲院長的演講稿《向上提升，向下沉淪》，就是蕭新煌

下標題的。被問及為何要答應協助，他說「很單純，為了民主。」堅持立場是蕭新煌至今仍引以

為傲的事。

　　擔任國策顧問的十年時間，蕭新煌對於兩岸關係、族群問題與社會運動議題向李登輝、蕭新

煌說有時候會變成總統的施政，但大多數時候他其實不怎麼期待總統會接受，「他不能只聽一個

人的話，不然就有問題了，我沒這麼偉大。」蕭新煌謙虛地表示，但他認為，提供這些建言已算

是善盡了他的責任。

　　二OO四年，蕭新煌曾被提名為監察院副院長，當時因為其他監院被提名人的問題而未能就

任，雖然他並未感到遺憾，但其實他對於就任之後要做些什麼早已經有了想法，那就是定期地與

學者或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代表會面。他認為，這兩類人會講真話，對於社會學家探訪民意、

替民申訴的理想是有所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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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之餘，蕭新煌喜歡「食」紅酒。為什麼不是品紅酒呢？蕭新煌認為喝紅酒應該是生活化

的，而不是高於生活的一種品味，他既沒有動輒買一瓶兩、三萬元的酒，也不會特意去收藏，只

是因為喝紅酒對身體有益處，如此而已。注重身體健康的蕭新煌並不認為退休生活只是單純的養

老，也希望能夠多活動，多方嘗試各種事物，例如園藝、音樂、運動或者是烹飪等等。

　　一九九O與九三年，蕭新煌以新穎的領域研究兩度得到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是促使他去研究

新領域的重要動機，雖然今後不會再開拓新的領域，但他仍打算重新思考過往的研究主題，找出

值得研究的地方，並利用退休前的幾年時間來做一個完整的回顧。甚至在退休之後，蕭新煌也打

算繼續編撰書籍，目前正在構思一本關於台灣民主化的人物誌。

　　一九八九年，蕭新煌曾出版一本書《台灣未來的趨勢》，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回顧這本書，蕭

新煌認為台灣目前的趨勢大多符合書中所提到的，例如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等等，但也有像智庫

型非營利組織的缺乏等與當初預測不符之處，這是年輕一代可以試著去發展的方向。

　　對於選擇社會學為志業的學子，蕭新煌期許走在這條路上的人都能找到並發展自己的興趣，

而有了興趣之後，要有好奇心，與能夠打抱不平的社會參與精神，還要能夠欣賞自我的堅持。他

在交棒給年輕一代的同時，也期許他們能對社會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附件下載：
徐嘉佑.羅國豪.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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