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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紹恆　從經濟與歷史研究客家 
2020-09-07  記者 鄭琇⽉ 報導 

談到⽇本文化、客家研究與經濟學，多數⼈會將三者看作是分別獨立的學⾨，難以將其結合討

論。然⽽有位學者⾃學術⽣涯開始以來，便不斷嘗試將不同學科的理論結合，並加以研究。

他是國立交通⼤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黃紹恆，學⽣⼝中的「好好先⽣」，富有邏輯、慢條斯理的

講課⽅式是其特點。

▲ ⾯對學⽣提問，黃紹恆總是毫不推諉地給予解答。（圖／鄭琇⽉攝）

黃紹恆，⼀九八四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學經濟學系，⽽後前往⽇本東京⼤學⼤學院研讀經濟學研
究科，並在學成歸國後陸續到台灣經濟研究院、國立政治⼤學經濟系⼯作，後來則到交⼤⼈文社
會學系任教。

從經濟學、歷史到客家研究，看似完全不同的學⾨怎會同時交疊於黃紹恆的研究⽣涯中？

「那時候我們是照分數填志願，不像你們現在選擇那麼多，我就進經濟系讀了。經濟系數學很多

沒錯，要修統計學、微積分、很多很多，但也要學歷史。經濟系是社會科學的⼀種嘛，所以也要

學經濟思想史、古典經濟學，後來發現⾃⼰對歷史也很感興趣。」黃紹恆回憶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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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最喜歡的⼀幅世界地圖前，黃紹恆緩緩憶道在⽇本的求學過程。（圖／鄭琇⽉攝）

對黃紹恆來說，經濟學研究與客家研究，從來就是「相同學⾨的不同分⽀」，都是社會科學，只

是研究切入⾓度各異，再加上他本⾝就是客家⼈，也造就了他在客家研究中的特殊觀點。

像是他在⼆○○○年時發表的著作〈客家族群與台灣的樟腦業史〉中，就運⽤了⾃⾝在經濟學的

專業，輔以對⽇本與台灣客家的深度了解，分析台灣客家的產業興衰，以及在⽇本接收台灣時，

由於政權輪替、專賣制度改變等因素，使樟腦業歷經業主轉換、銷量升跌等現象，讓讀者得以將

觀察視⾓放置於⾼處，⽽非僅拘泥於客家的族群關係上。

在這篇經典的論文中，黃紹恆深入描寫⽇治時期對台灣客家族群從事樟腦業的改變：⼀八九九年

臺灣總督府推⾏樟腦專賣政策，雖然這些政策內容對樟腦的⽣產已有⼤幅⼲涉，但是卻未必深及

⽣產現場的傳統⽣產關係，清代崛起的地⽅樟腦業者仍被倚重。後來美國⼈造樟腦興起，直接使

臺灣樟腦⽣產⽇趨沒落，黃紹恆認為這可以歸因於⽇本化學⼯業落後於美國的影響，⽽後臺灣樟

腦專賣制的消失，便是臺灣樟腦⽣產沒落的最直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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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紹恆希望，⾃⼰的研究結果可以讓後續研究者更加不遺餘⼒於深入議題。（圖／鄭琇⽉攝）

談到⽇本，黃紹恆分享讀⼤學時，由於⽇本盛⾏⾺克思經濟學，引起他在求學時期的興趣，加上

家中⻑輩在⽇治時期的教育下仍會以⽇語溝通，使他對⽇本產⽣好感。除了選修「⽇本經濟名著

選讀」等課程外，他也利⽤課餘時間搭⾞到東吳⼤學修習⽇文，練就扎實的⽇文基礎。

⼤學畢業後，黃紹恆在「⽇本文摘」雜誌社擔任編輯。當時他尚未退伍，離⾶往東京⼤學深造前

有幾個⽉的空窗期，就是在那段時間，因為翻譯⼯作⽽閱讀⼤量和⽇本文化相關的書籍，豐富了

更貼近現代⽇本的視野。黃紹恆笑說，「那時在⽇本文摘⼯作，也算是去⽇本⽣活前的⼩預

習。」

其中，對⽇文的熟稔使他在史料閱讀上更加容易，不須等待譯本便可逕⾃飽覽⽇治時期的文獻紀

錄。說到這，黃紹恆殷切希望學⽣趁求學階段多學幾種語⾔，因為語⾔對未來的助益，絕對不只

是出國旅遊那麼簡單：「我因為能夠讀⽇文，所以有機會看到很多珍貴的資料，那些都是寶

藏。」

豐富的⼈⽣閱歷，讓黃紹恆得以在研究時充分運⽤⾃⾝在經濟學上的專業，並輔以對⽇本以及台

灣客家兩⽅⾯的深度了解，將三者結合為頗具宏觀論述的研究。

黃紹恆直⽩地說，其實研究到後期會發現，族群並非是最⼤的重點，階級才是。「你老闆總不會

因為你是客家⼈他也是客家⼈，⽽幫你加薪吧！」黃紹恆打趣地說。也因此，他認為關於族群的

研究，在⽇治時期的文獻已經夠豐富了，⾃⼰對此想說的也已告⼀段落。後續的研究，他更希望

能由將來的年輕學者們接⼿。他強調，「我現在也有在翻譯⼀些不錯的資料啊，這樣以後學⽣要

找資料才比較⽅便，研究就是這樣⼀層層傳承下去的嘛！」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新客家⼈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21 國立交通⼤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為交⼤客院院⻑，黃紹恆希望未來能將課程設計得更加有趣，讓理論與實務並⾏。「雖然我們

這裡的名稱是客家學院，但也不是只有客家⼈才能進來學習，客家研究終究只是⼀個媒介、⼀個

研究⾓度，讓學⽣能夠更理解研究的各種流程，並作為開創宏觀視野的入⼝。讓學⽣們都能帶⾛

這些理論和技能，並在出社會後加以運⽤推廣到實務⾯。」黃紹恆語氣堅定，這是他擔任院⻑以

來便設下的⽬標。

 

【⼩檔案】黃紹恆

學歷：⽇本東京⼤學經濟學博⼠

現職：國立交通⼤學客家文化學院院⻑

學術專⻑：經濟史、經濟思想史、族群經濟

報導參考書⽬：

黃紹恆，2000，〈客家族群與台灣的樟腦業史〉。⾴51-85，收錄於張維安編，《台灣客家族
群史（產經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bout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ontact/8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