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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元族群為伍的⼈類學者—簡美玲 
2020-09-06  記者 陳姝芸 報導 

「若要⽤⼀個詞形容⾃⼰，我會選擇踏實。」散發著知性與溫婉氣息，眼前這位戴著細框眼鏡、

頂著⼀頭俐落短髮的女性，正是任教於國立交通⼤學⼈文社會學系，擁有豐富⽥野經驗、致⼒於

研究阿美族、苗族與客家族群的⼈類學者——簡美玲教授。

 

由外文邁入⼈類學的轉折之路

「在那個聯考的時代，其實我們也沒有太多選擇，按成績⾼低排志願，也就意外成為清⼤外文第

⼀屆的學⽣。」簡美玲笑著說。然⽽，她在⼤⼀時便發現，比起外文系著重的結構語⾔學，⾃⼰

反⽽更喜歡社會語⾔學，也注意到⼈類學這⾨學科的存在，便因此萌⽣轉系的念頭。

「我當時甚⾄寫信給台⼤考古⼈類學系的系主任。」令簡美玲意外的是，系主任竟然勸⾃⼰先將

學位完成，甚⾄舉許多擁有外文背景的⼈類學學者為例，⿎勵她研究所再轉往⼈類學領域。

接受了建議，繼續念外文系之餘，簡美玲找到能安放⼈文社會關懷的地⽅。透過編寫校刊，她開

始寫報導文學，⽽參加服務性社團，到農村做家訪、⽥野調查等服務，也將⼀切⾃然⽽然地連接

⾄後來踏上⼈類學研究的道路。

在清⼤就讀⼈類學碩⼠班時，簡美玲發現，⼤學時期從外文系學習的經驗與知識，與她在進⾏⼈

類學研究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唸的語⾔學和文學已化為養分，作為她對語⾔⼈類學興趣的

基底。

 

從阿美族研究到苗族研究

▲ 簡美玲拓展研究領域的過程與⽥野調查的經驗息息相關。（圖／陳姝芸攝）

在清⼤⼈類學研究所展開碩博⼠⽣涯的簡美玲，在碩⼠班期間主要研究的是醫療⼈類學。她希望

能找⼀個尚未跟漢⼈社會完全混居的部落，以了解部落傳統的醫療知識，因此選擇花了八個⽉的

時間，在花蓮縣瑞穗鄉的阿美族奇美部落做⽥野調查。

會選擇奇美，除了是它存在時間相當久遠，⼀⽅⾯也受親近性的影響。「因為我在瑞穗⻑⼤，⽽

奇美就在瑞穗這個鄉鎮的⼭上。」簡美玲笑著回憶。進入部落家庭，她觀察到親⼈之間密切的互

動關係。因此雖然碩⼠論文著重的是醫療⼈類學，這項⽥野調查經驗仍為她未來決定做親屬研究

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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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念博⼠班後，簡美玲對於中國⻄南少數⺠族的婚姻現象非常感興趣，如表親聯姻、新⼈在

婚後只要還沒有⼩孩都能跟⼀群同性去跟另⼀群異性聯誼、新⼈在婚後會各⾃住在⾃⼰家直到有

⼩孩才住到夫家等，決定這將是⾃⼰未來的博⼠論文題⽬。當要了解這個現象，她意識到⾃⼰需

要理解並研究親屬、婚姻、情感等⽅⾯的理論。再加上受到當時⼀些學者的研究啟發，她選擇到

貴州苗族做研究。

會到貴州去做苗族研究，除了包含⼀些理論、議題的興趣，簡美玲願意做這樣的嘗試的原因也在

於，⾃⼰並未出國念博⼠，跨出島內，培養⾃⼰將來在學術領域的競爭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對

⼈類學⽽⾔，你選⼀個比較難做的⽥野，其實那是對⾃⼰的⼀種培養。」她選擇給⾃⼰的⼀個新

的可能，也成為了極少數被允許能夠⻑時間待在村寨做研究的學者之⼀。

「我想探討的是，在婚姻、感情這樣的場域究竟什麼是界限？」簡美玲表⽰，每個社會是不⼀樣

的，在我們的社會結婚之後還去談情說愛叫外遇，可是在苗族社會，他們其實不這麼認為。透過

有關苗族的⽥野與⺠族誌研究，了解苗族在性別、婚姻、親屬、情感、⾝體經驗上的複雜交織，

奠定了她將終⽣研究的族群以及研究領域。

「所以⼤致上你會發現，⼀位學者在形成他理論的主軸時不是⼀個制式的選擇，⽽是交錯的，甚

⾄是⼀個有來有往的對話。」簡美玲道。在把⽥野調查所⾒到的現象弄清楚的過程中，⾃然從裡

發現還需要研究哪些⼈類學理論或次領域，才有辦法真正去理解並闡述所看到的現象。

 

成為客家研究學者

會轉進客家研究，則與簡美玲的個⼈⽣命歷程有關。

「事實上，在念碩班時我就已經結婚了，⽽且也已經⽣下⻑⼦」，簡美玲道。拿到博⼠學位後，

她的第⼀份⼯作其實是在花蓮慈濟⼤學的⼈類學系任教，但因先⽣在新⽵⼯作，孩⼦也都在新

⽵，因此需要過著每週往返新⽵、花蓮的⽣活。

過了兩年，當得知交⼤客家文化學院成立，需要⼈類學相關研究學者，簡美玲希望能夠有機會回

到新⽵，開始進⾏客家研究的機緣因此展開。

由於博⼠論文是做中國⻄南地區的研究，簡美玲對在中國做⽥野是熟悉的。所以在轉入客家之

初，她便到廣東等地，延續著她在苗族的⼀些議題或理論的基礎，做親屬、婚姻、家族、女性等

領域的研究。

▲ 簡美玲和交⼤客家文化學院前院⻑莊英章共同編輯兩⼤冊的《客家的形成與變遷》。（圖／陳
姝芸攝）

 

於女性觀點中重新思考客家

「到⽬前以來，客家的相關研究或積累，⼤多數的論述仍是以男性為主。」簡美玲指出，許多談

論宗族、儀式或客家認同的資料中，絕⼤多數發⾔的⼈都是男性，尤其可能是有地位的年⻑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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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做性別研究的不⾒得都是女性⼈類學家，也不是所有女性⼈類學家都對性別有興趣。但對簡

美玲⽽⾔，有些東⻄只能在女性脈絡裡⾯討論，譬如⽥野調查時，由於不會隨時表⽰⾃⼰是學

者，對那些族群⽽⾔她只是⼀名姑娘，⾃然⼤部分能接觸的都是女性為主。也因此，她也更深層

地理解到⼀個性別是如何形成與維繫⼀個社會，並發現男性的族群認同與女性不完全相同。

「所以到後來，我在客家研究中⾯對的性別議題是核⼼，可是你如果去看我的研究會發現我其實

不是只做女⼈。」簡美玲表⽰，從阿美族開始，乃⾄於苗族、客家族群，通常她的研究是關於⾯

對⼀個地⽅社會，這社會如何透過男性與女性共同完成建構，只是在她的材料中，有相當多細膩

的部分是源⾃於女性。

 

累積⽥野經驗，影響對個別族群的理解

「我想，南島社會對我⽽⾔，是⼀個在剛踏入⼈類學領域就有的重要體驗。」簡美玲的⼈類學研

究以台灣為出發點，藉由研究阿美族，了解到南島社會的特質、台灣原住⺠的個⼈氣質，甚⾄他

們是如何看待⾃⼰的情緒、家庭與社會，都跟所謂華⼈族群很不同。

⾄於苗族社會，它的語⾔、社會體制等各⽅⾯，⼜與她⼀次所做的阿美族有很⼤的差異。在⼀個

對於婚姻跟⼀些親屬的現象上是如此緊密的少數⺠族社會，在做研究的時候，那種豐厚的婚姻、

情感、親屬關係的交織，讓簡美玲有機會重新對⼈類的社會做深度覺察。

⽽轉進客家，是再回到台灣的⼈類學研究場域。客家社會對於來⾃閩南家庭的簡美玲⽽⾔，客家

具有熟悉與差異並存的特⾊。關於客家家族，簡美玲很感佩他們對於知識的重視，且具有很強的

家族連結性，這是進⾏客家⽥野調查所讓她看到的特點。

「每⼀次的⽥野，對我來說都已經不只是做學術⽽已，它往往也都交錯著⼀個⼈的⽣命體驗。」

簡美玲道。⽽這種體驗就有很多層次，或許是⾯對⾃我的想法或⽣命經驗，或許也擴及⾄家族、

族群，甚⾄是國家。

 

將客家研究經驗回饋⾄教學場域

「你也知道我們學院也不是每個老師都做客家研究。」雖然簡美玲過去不是做客家研究，也非所

謂客家籍學者，但進到客家文化學院教書，她認為⾃⼰不應該跟客家沒有任何關聯。

雖然她也可以利⽤讀書就能夠教課，但她覺得更重要的應該是⾃⼰也有實際的客家研究經驗。這

個是讓簡美玲⼀直堅持⽤⼈類學的⾓度來繼續做客家研究的重要因素。

也由於她有做客家女性相關的研究，所以當開課時在課程上就能有較深的結合，能夠在教學上更

深刻的向學⽣傳授或互動。尤其當要帶領年輕的學⽣做訪問、⽥野調查，如果⾃⼰本⾝不做客家

的研究，就會失去⼀個比較近的感覺，會覺得其實只是把別⼈東⻄讀熟來教學⽣。

最終，簡美玲也提到，客家的論述並非只有台灣⼀套模式，在不同區域聽到的其實不同。故她認

為，跨越台灣的客家論述是不可忽視的部分，⽽對於這些知識的理解與探索，回饋到在學院當⼀

位老師更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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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美玲相信實際客家研究經驗能幫助她更深刻地傳授知識。（圖／陳姝芸攝）

多元的族群研究經驗，深深影響著簡美玲過去與未來的研究⽅向與教學⽅式，⾯對充滿變化的⼈

⽣，始終如⼀的是她對於⼈類學的熱情，以及誠懇踏實的⼈⽣態度。

 

【⼩檔案】簡美玲

學歷：國立清華⼤學⼈類學博⼠

現職：國立交通⼤學⼈文⼈文社會學系教授

學術專⻑：文化⼈類學、親屬、情感、性別、⾝體經驗研究、歷史⺠族誌、語⾔⼈類學、醫療⼈

類學

報導參考書⽬：

莊英章、簡美玲編，2011，《客家的形成與變遷》。新⽵：國立交通⼤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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