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馨錄音室 自由又隨性  

■採訪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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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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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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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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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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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裝潢典雅的會客室中，身著正式西裝的范
光群，沉穩的氣息中伴隨著堅毅的說話

聲，顯示出對自身理念的執著。擔任過法官、律
師，也擔任過政府要職，包括客委會首任主委、
省主席以及司法院秘書長等等，這些職務的差異
性很大，但范光群都能在每個工作崗位上發揮自
己最大的價值。

●志當法官 止紛爭斷是非

范光群是新竹縣關西客家人，父親范朝燈平時
熱心公益，對范光群有著很深的影響，讓他在中
學時期就立志成為一名法官。范光群表示，行政
官講求團隊合作，而法官可以止紛爭、斷是非，
具有獨立性，非常符合自己的個性，這是他選擇
當法官的原因。
擔任法官的時候，范光群想要把每件案子都辦

好，尤其是判決書一定要寫清楚，因為判決書是
給當事人和社會的說明，也是司法信譽的建立。
一九六○年代的法官不像現在，每個人的案子

都很多，范光群說：「年輕的時候還可以拚，但
法官是終身職啊！老了就不能拚了。」當時每個
法官分配到的案子都很多，為了效率，案件的品
質不一定好，這成為後來范光群推動司法改革的
重要目標之一。如果沒有審慎地調查、審判以及
寫好判決書，范光群覺得沒辦法給社會一個交
代，經過一番考慮後決定出國深造。

●創立萬國 專業分工傳承

一九七一年，范光群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
法學博士。在寒暑假期間，各大律師事務所都會
在看板上刊登招募新血的公告。「你知道嗎？在
紐約的事務所一間比一間大，員工一間比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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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參與 堅持民主立場

另外，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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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
兩位總統提出意見。至於是否有實際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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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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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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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法入政 善盡己責己任 

記者羅國豪／報導

蕭新煌曾擔任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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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光群擔任省主席期間兼任花蓮縣縣長。范光群表
示面對不同的職位，一定要知道該職位的時代定
位，才能發揮最大的價值。 （范光群／提供）

→蕭新煌除了從事研究之
外，對於繪畫等休閒活動
也有興趣，圖為他與個人
創作之藝術作品合影。
↓中研院人文館南棟，蕭
新煌研究室位於其十樓。 
 （徐嘉佑／攝）

多。在台灣從來沒有這樣形式的大型法律事務
所，實在太令人shock了！」范光群說。
當下他就做了決定，自己不當律師則以，要當

就要把這樣的事務所形式引進臺灣。回國後，范
光群便和幾名同好共同創立了萬國法律事務所，
目前已有七十幾名的律師，是台灣極少數大型的
事務所之一。
范光群表示事務所大，不是在於收益比較多，

而是能夠傳承。他認為一個好的律師從考照到可
以自己獨當一面，需要經過很多年的磨練，磨
練夠了也大概年紀不小了，大事務所可以提供新
舊世代的經驗交流，讓前人的理念可以在後輩落
實。
另外他強調，一個大型事務所的好處在於專業

分工，每個案子的情形都不同，需要專業的人才
來處理。
范光群還提到，律師的收益當然重要，但也要

關心公益，對社會做出正面的影響。

●首任主委 客委會護文化

二○○一年六月八日，一通電話打到范光群的
辦公室。行政院想要請他擔任客家事務委員會第
一任主任委員，范光群表示自己一來沒有心理準
備，二來其他想當的人也很多，回絕了對方。之
後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和總統陳水扁親自來電，陳
水扁說：「你當初支持我，現在我選上了，你不
能不管啦！」讓范光群二話不說接下主委職務。
在這之前范光群也曾參與客委會的籌備，對於

客委會創立的意義及目標都非常的清楚。他表
示，客家人是弱勢，若不積極保存文化和語言，
很快就會消失，於是他上任後提出了設置義民大
學，與打造台灣成為客家研究中心的想法。范光
群認為若是要讓台灣成為世界級的客家研究中
心，就應該發展以客家為特色的大學，重點化、
系統化地研究和保存客家文化和語言。

●守護客語 致力族群和睦

范光群認為，客委會的成立代表中央政府編列
預算保存客家文化，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情，代表政府的重視，但更重要的是必須知道客
家的意義在哪。他強調，除了花布、薑絲大腸、
客家山歌等容易辨識的特色外，一個族群最重要
的就是語言，如果屬於該族群的語言消失，那個
族群也消失了。

萬國法律事務所創所律師，由左至右為賴浩敏、范光
群、黃柏夫和陳傳岳。范光群在國外進修時十分欣賞
外國大型事務所的模式，回國後便和好友們共同創辦
萬國法律事務所。 （萬國法律事務所／提供）

范光群表示，會當法官主要是受到
父親范朝燈熱心社會公益的影響。
 （蔡文心／攝）

←范光群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
大會上致辭。在成立大會上，范光
群也同時提出「客家心，族群融
和」的概念。 （范光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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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專業菁英 Hakka臥虎藏龍

蕭新煌，美國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社
會學博士，現任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
長及特聘研究員。於中研院從事研究工
作至今已三十餘年，主要研究領域為發
展社會學、中產階級、第三部門、社
會運動和客家研究。現今在台灣大學、
中央大學兼任教職，也曾任總統國策顧
問、行政院政務顧問等政府部門工作

小檔案

做這篇專題報導時，路途上是很顛簸的，
曾被兩位受訪者拒絕過。
第一次的採訪要求，從發信出去時開始

算，花了一天的時間就收到了拒絕的回覆，
對方的理由是公務繁忙；第二次的採訪要
求，從發信出去到收到拒絕的回覆之間有兩
到三天，理由是身體不適，而且在繼續詢問
的過程中差點超過第二次期中作業繳交底
線，使得我不得不就此收手。
意識到記者職業最初艱難之處的我，在被

第二個採訪對象拒絕的那天午夜，試探性地
發了一封電郵給蕭新煌教授，本來已經做好
隔天、甚至是好幾天後才會收到回信與被拒
絕的心理準備，但他在三十分鐘後就回信同
意了我的採訪要求，讓我看到回信的那刻是
相當驚訝的。
確定對象的心情暢快並沒有持續多少的時

間，因為在整理蕭新煌教授的生平資料時，
我又碰上了一個困難：上百篇的著作與文
章，我都要看過一遍嗎？而且，到底哪些文
章著作才是重點所在？這些問題困擾了我將
近一星期的時間，直到我在圖書館借閱了蕭
新煌教授所著的《社會學的滋味》一書，才
真正找到採訪的重點資料，即他與社會學的
關係，也因此卸下了心頭的疑惑。

採訪側記

從被拒絕的滋味開始…

採訪側記

深切期待 理智提升世代水準
提到最近的社會議題，范光群希望學生們

要好好充實自己，提升台灣的知識水準，把
社會大眾的激情拉回理性、更全面性思考的
民主價值。以下為范光群對學生們的話採訪
重點摘要：
對大學生們要說的話很多，不容易一兩句

話說完。大學生不用五年、十年就會成為社
會國家的主幹，要趁現在好好珍惜自己。責
任會落在你們身上，切記有怎麼樣水準的你
們，就有什麼水準的台灣。
我們這一代的水準造成的現在的台灣，有

好的部分，也有讓人不滿意的部分。知識水
準提升一個層級，就會有新水準的問題產
生。我們這一代有國會亂象，執政黨與在野
黨都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一個國家的平均
水準從國會還有很多地方都看得出來。我對
你們的期待是全民的前百分之十，你們的水
準越高，全民的水準才會越高。如何提高你
們的水準決定國家未來的水準。
將來不能怨嘆，也沒有資格怨嘆，要自己

負責。現在要好好培養自己，大學就是要多
多接觸，玩和學習都重要，大概是二比八，
也要好好充實自己的學識、修養與涵養。
從王金平九月的司法關說案到學運，甚至

到林義雄先生絕食，我都認為這是我們這一
代的水準所造成。若從民主法制看來，這些
事件對民主法治有危害。攻佔凱道和立法院
意義是不一樣的場景，攻佔行政院和攻佔總
統府也不一樣。總統是由人民一票一票選出
來，這都是民意。號召五十萬人，你說你是
民意，占領行政院，這樣算是「準革命」。
民主法治的價值在於維護與免除革命，要

是革命一發生一定沒完沒了，差別在於有沒
有癱瘓政府。我觀察到台灣人都是激情，而
且激情有效，這對我們的民主法治不好。公
民抵抗權在我讀哥大的時候他們（美國人）
就在講了，只是他們不敢用「權」這個字。
現在人「權」代表合法，不！公民抵抗權可
以用來癱瘓政府嗎？當然不是，它有更深一
層的涵義。
政府被選出來，受到社會的監督，任期到

了可以藉由選舉來換掉，但我們還是怕才有
公民抵抗的出現。我們對於法律不滿，用違
法來突顯他的荒謬。個人不遵守，越來越多
人不遵守來說明它真的很沒有道理，但我還
要受罰，還是要遵從法治，這才是真正的公
民抵抗。    
期待你們把台灣上升一個層級，要看你們

充實自己，培養世界觀。沒有充足的知識，
沒辦法真正充實自己。「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才是真正的力量。民主法治一定要維
護，把臺灣從激情帶回理性、理智的社會，
讓大眾用理智來面對、處理和思考問題，才
能真正提升世代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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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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范光群在主委任內亦為客委會爭取
到辦公大樓，並在總統府前舉辦慶祝會，讓
客家人知道政府的重視。他也提出「客家
心，族群融和」的概念，希望在台灣的族群
都可以和平共存。不過經過七、八個月的任
期後，范光群就被派任為台灣省省主席，他
認為客委會主委的任期過短，還有太多事情
停留在規劃的階段都來不及完成。

從法官、律師到各個政府要職，范光群擔
任過的職務差異性都很大，但他都能在每一
個職務上提出非常有用的見解。范光群表示
接了一個職務後要了解那一個職務的時代定
位，在當代要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以省主席來說，范光群擔任省主席其間正
值凍省後不久，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安排省政
府員工新的工作以免人才浪費，第二就是要
保存省政府的歷史意義。范光群提出保存與
改建並行，讓中興新村成為國際會議中心，
保存省政府的歷史又可以用新的方式繼續使
用，可惜後來這個想法並沒有被實行。
從律師到客委會主委、省主席到秘書長，范

光群都十分了解自身的定位以及要達成的目
標。這樣的特質，使得他在擔任過的職務上
都能發揮自己真正的價值。離開官職後，范
光群表示要把自己的知識盡量傳授給後輩，
無論是在大學的授課或是事務所新進律師的
提攜等等，要好好擔起傳承社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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