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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識的印度　探訪轉型中的客家　潘美玲 
2020-09-09  記者 楊沁潔 報導 

「沒有⽅向感經常會迷路，覺得⾃⼰不適合當⼈類學家，但因為進入流亡藏⼈的研究⾛遍印度，

⽽發現了印度的⻄藏地圖。」⼈類學家共筆部落格「芭樂⼈類學」網⾴上，潘美玲以親近常⼈閱

讀的文字，紀錄⼆⼗張流亡藏⼈研究的地圖，分享她發現⻄藏地圖的過程。

潘美玲，美國杜克⼤學社會學博⼠，現任職於國立交通⼤學⼈文社會學系。在學⽣的⼼⽬中，她

是嚴謹且要求嚴格的教授。潘美玲表⽰，修過她的課就像「蛙⼈挑戰天堂路」，雖然過程不容

易，但希望培養學⽣獨立思考與應⽤的能⼒。另外，潘美玲曾七次帶領交通⼤學的學⽣⾄印度進

⾏服務學習，她與印度學員的情感連結來⾃於⼀次劫後餘⽣的⽥野經歷，除了為當地孩⼦祈願，

更許下未來能為他們做些什麼的⼼願。

歷經⻑年進⾏印度流亡藏⼈研究，讓潘美玲在印度的旅程與境遇上，成為印度⻄藏的專家。⽽塔

壩客家除了是客家研究的⽬標之外，更是作為對比印度地區兩者不同族群的第⼀步。從印度⻄藏

地圖延伸⾄加爾各答塔壩，成為潘美玲印度客家探訪的開端。

▲ 潘美玲研究室書櫃中的⽢地與塔壩在地藝術品。（圖／楊沁潔攝）

 

⾛入塔壩客家的路⼝

關於客家研究⽅向，潘美玲以族群經濟為⾸，尤其關注社會經濟的⾯向，例如桃⽵苗中港溪流域

的族群與經濟、茶葉⽣產體制的比較，以及在經濟轉換下，客家婦女扮演的⾓⾊。她的客家研究

著重於社區的經濟發展，以及族群經濟的轉換。另外，客家婦女的社會與經濟表現，也是潘美玲

後續計畫深入探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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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美玲的客家研究著作相當豐富。（圖／楊沁潔攝）

印度藏⼈到印度客家依然差距甚遠，⽽且台灣學者的客家研究區域多在台灣或東南亞國家，使得

潘美玲進⾏的「印度客家」研究顯得格外特別。在她的〈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移⺠〉研究論文提

到，雖然⼈類學家Ellen Oxfeld Basu對印度客家的⽪⾰產業有詳實的研究，但⼆⼗世紀之後的
產業變遷不在其研究範圍，⽽印度客家研究文獻的稀缺，也驗證印度客家研究的不⾜。

為什麼會研究印度客家？潘美玲表⽰，她對印度流亡藏⼈的研究並沒有中斷，在因緣際會之下，

認識⼀位來台灣念書的加爾各答客家⼈，當時塔壩正逢產業經濟變遷的時候，因此她決定著⼿進

⾏研究。潘美玲隨著年輕⼈的返鄉歸途，抵達塔壩客家的路⼝，因為年輕⼈與在地的連結，讓這

趟研究增添熟悉感與信任。

 

⽥野探訪—揭開印度客家⾯紗
潘美玲擁有豐富的⽥野調查經驗，她以肯定且⾃信的⼝吻說道：「做⽥野重要的是找當地⼈帶你

去」。當地⼈對環境熟悉、與在地⼈彼此熟識且存在信任感，讓塔壩的⽥野調查順利完成。她表

⽰，印度客家⼈涵蓋三種語⾔能⼒，分別是華語、英語和客家話，因此與多數訪談對象並無溝通

障礙，且華⼈對老師很尊敬，以老師的⾝分到當地進⾏研究沒有遭遇困難。然⽽，潘美玲並非客

家⼈，且不會客家話，因此與⻑者的訪談必須由研究助理協助完成，但⼀切都不造成嚴重問題。

⽥野調查是親⾝⾄⼀區域進⾏研究的⽅式。在印度的研究過程中，悶熱的潮濕氣候、居住環境需

要時間適應，是潘美玲在調查中唯獨遇到的課題。

▲ 印度加爾各答塔壩地區的全貌。（圖／潘美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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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加爾各答塔壩展商理事會建築仍保留客家風情。（圖／潘美玲提供）

 

歷史脈絡之下—移⺠
在〈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移⺠〉這篇論文中，潘美玲記錄客家⼈從廣⻄梅縣到加爾各答塔壩的時

代背景、產業與經濟、族群、⾝分地位。在⼗九世紀，塔壩是被印度政府遺棄之地，在地圖上找

不到塔壩區域以及建設內容。

「要去想像那個時候的歷史框架。」潘美玲重複強調許多次。

印度的宗教信仰、風俗⺠情，與中國有很⼤的差異，是什麼讓中國華⼈移居印度塔壩？潘美玲

說，「必須在歷史的脈絡下思考。」⼀八四○年鴉片戰爭、⼀八六五年清廷平定太平天國，在這

段歷史脈絡下，中國的經濟社會不穩定，且發展低落，⽽印度地區正值英國統治時期，實施種茶

計畫並造船築路。中國華⼈為了追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太平軍為了逃亡避難，因此移⺠印

度。

印度地區的客家⼈多來⾃廣東省梅縣，從事⽪⾰製造業為主，他們從事的⼯作及⽣產的⽪件跟印

度教存在衝突點，⽽客家⼈卻能賴以為⽣的關鍵在於：當時統治印度的英國⼈穿戴⽪鞋⽪件，以

及英國⼈無法完全信任印度⼈的時代背景。⽽客家⼈則以提供英國統治者服務的⽅式，立下他們

在印度⽣活的基礎。

印度在種姓制度下，職業的「潔或不潔」和⾝分階級極為相關。從事⽪⾰製造業的客家⼈，選擇

就近⽔資源的塔壩作為⼯廠聚集地。塔壩是無⼈開闢的荒涼邊垂地帶，加上客家⼈於此地進⾏⽪

⾰染整的污染⼯作，在印度⼈的眼光中，塔壩成為汙穢、染指聖物的罪惡地區。

客家⼈的⾝分地位如同印度賤⺠，印度⼈不會主動接近他們⽣活的區域，再加上⼀九六⼆年中印

戰爭後的國族敵視，讓他們與印度⼈、印度當地存在隔閡。然⽽，客家⼈的⽣活環境和產業卻因

此有獨立的發展空間，強化塔壩客家的⾃我認同，⾃稱比廣東梅縣擁有更正統的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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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加爾各答塔壩展商理事會建築仍保留客家風情。（圖／潘美玲提供）

 

歷史脈絡之下—中國城
後來⽪⾰製造業失去產業競爭⼒，⼜因為加爾各答都市空間發展往市郊擴張，開始嚴格的環境規

定，塔壩的⽪⾰⼯廠被迫搬遷，現今演變為美食街——塔壩中國城。塔壩客家⼈改變以往與外部
隔絕的作風，他們開始主動地向印度社會介紹塔壩社區，希望能被看⾒，成為印度社會中的⼀

員。

⼀向不與外界接觸的區域，為什麼會選擇需要跟外界強烈連結的產業作為轉型？潘美玲說，印度

成為⾦磚四國後，中產階級出現、社會發展提升，開始有了享受異國風味的想法。此外，全球化

和旅遊產業興起，形成龐⼤的服務業市場。⼯廠蛻變為美食餐廳、美容理髮院，塔壩從跟印度當

地隔閡的區域，轉變為主動向外界介紹⾃⾝的族群文化，並嘗試以印度少數族群的⾝分融入當地

社會。

 

印度客家研究—待續
在歷史框架下進⾏思考，印度客家的社會產業轉變和⾝分歸屬，都有更明確的脈絡可循，讓⼈深

切體悟當下的因果連結。

潘美玲不曾中斷印度的研究，她說：「要看社區有沒有特殊的地⽅，需要歷程的改變。」她對於

印度客家的研究，正是在塔壩⼯廠換成中餐廳的時候進⾏，具有很好的觀察點。潘美玲透露，若

研究時間允許，她計畫研究印度客家婦女的⾓⾊，令⼈期待她後續將拼貼的印度客家地圖。

 

【⼩檔案】潘美玲

學歷：美國杜克⼤學社會學博⼠

現職：國立交通⼤學⼈文社會學系教授

學術專⻑：經濟社會學、發展社會學、族群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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