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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芬芳　穿梭世界客地反思族群 
2020-08-21  記者 顏筱娟 報導 

蔡芬芳踏上學術研究旅程⾄今已近⼗年，⽬前任職於國立中央⼤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最

知名且有影響⼒的研究著作為印尼客家華⼈成為穆斯林的研究。以臺灣客家⼈的⾝分⾛向穆斯

林，帶著客家意識的種⼦，希望能撒播在世界上任何⼀處存在客家族群的⼟地上。

為何她如此致⼒於客家⼈轉為穆斯林的研究？

▲ 蔡芬芳副教授榮獲國立中央⼤學⼀○七學年度學術研究傑出獎獎狀（圖／顏筱娟攝）

蔡芬芳研究領域主要為族群關係與認同研究，透過研究性別與族群的交錯影響、宗教信仰轉變後

族群互動的改變等，來理解族群關係與認同的多重樣貌。她的研究旅程與個⼈的⽣命經驗息息相

關，⽽是緊密地⼀層⼀層延伸。⼤學時期兩次到歐洲遊學，使她對歐洲研究產⽣興趣，後來進入

淡江⼤學歐洲研究所，碩⼠論文就以比利時語⾔政策為主題。在寫論文蒐集資料時，更加深她對

歐洲文化的喜愛，也讓她發現到，語⾔政策背後牽扯的其實就是族群關係，因此在⼀九九○年代

末前往德國攻讀博⼠，深入研究當地少數族群「索勃⼈」，總共七年的時間。最後三年抱著論文

不寫完就不回台灣的決⼼，完成博⼠學位。然⽽，決定博⼠學位研究主題的背後動機，其實與蔡

芬芳個⼈的族群⾝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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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萌⽣客家意識　踏上客家研究旅程

蔡芬芳的爸爸是來⾃廣東梅縣的客家⼈，媽媽則是桃園龍潭客家⼈。雖然⽗⺟都是客家⼈，但從

⼩蔡芬芳對於客家⾝分感受並不⼤。⽣活在台北，⽣活周遭並沒有什麼客家環境，飲食上也隨⽗

親家鄉的習慣，多為廣東菜。且⽗親是跟隨國⺠政府來台的外省⼈，過去她在外顯的⾝分認同是

外省⼈。

然⽽，在⼤學時期，蔡芬芳突然對⾃⾝的客家⾝分有了意識，「其實我也不知道，就突然有意

識」。她透過⾃⾏閱讀書籍，了解客家到底為何，因此尋找客家⾝分的種⼦悄悄埋在⼼中並漸漸

茁壯。博⼠論文選擇研究少數族群正是蔡芬芳尋找答案的第⼀個實踐，透過研究國外少數族群案

例，反思台灣客家族群狀況。在即將完成博⼠學位時，蔡芬芳看到中央⼤學客家學院徵聘教授的

消息，於是懷著⼼中對於客家與族群的種⼦，來到⼤學任教，也踏上客家研究的旅程。

 

不設限的⼈⽣　開啟印尼華⼈改宗伊斯蘭教研究之旅

初到客家學院，蔡芬芳並沒有設限⾃⼰，什麼都想試試看，「剛好那時候有別的同事問說要不要

去印尼，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概念，就跟著去了。」正是這個順其⾃然的態度，將她帶入印

尼客家研究領域。

「原來印尼也有客家⼈？」

蔡芬芳分享，這是許多⼈聽到印尼客家族群的反射問題。蔡芬芳於⼆○⼀⼀年到⼆○⼀六年之間

多次往返台灣與印尼兩地，集結三個研究計畫，最終出版《⾛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成為穆斯

林之經驗與過程》⼀書，炒熱這個冷⾨的主題。這本書以華⼈組成不同、經濟狀況兩極的⼭⼝洋

與班達亞⿑為研究對象，為客家研究、東南亞研究、伊斯蘭研究做出開創性貢獻，並打破⼀般研

究者對「族群與宗教」本質化的想像，如客家⼈就是信仰三⼭國王等。

▲ 蔡芬芳撰寫的《⾛向伊斯蘭》⼀書，提供了解印尼客家的另⼀個視⾓，為客家、東南亞、伊斯
蘭研究做出開創性貢獻。（圖／顏筱娟攝）

回憶第⼀次前往印尼的時候，蔡芬芳表⽰其實還未想好研究主題，對印尼狀況也不是很了解。透

過⽥野觀察與文獻閱覽，她才決定以客家華⼈「改宗」，即放棄原來的宗教信仰、改信伊斯蘭為

研究主題，「後來我覺得我⾃⼰好像都喜歡做別⼈沒做過的」，蔡芬芳笑道。除了喜愛冷⾨題⽬

的個性使然外，蔡芬芳在選擇研究主題時，更是經過層層思考，「因為這是非常強烈的信仰改變

跟轉變，從這裡更可以看到所謂印尼華⼈、印尼的客家⼈在社會裡⾯的位置到底是什麼」。

印尼客家⼈改宗這項研究主題並非沒有⼈研究過，然⽽，蔡芬芳的突破在於她扭轉過去文獻的發

現，認為改宗是單⼀因素造成的，且是被動接受的。但透過多次前往印尼，與當地⼈接觸後，社

會學科的訓練讓她思考「⼈是有主動性的，觀察當地的過程才能看到蛛絲⾺跡」，於是其研究中

納入更多改宗者如何受到印尼社會環境、社會階層，以及與當地印尼伊斯蘭⼈互動影響等，從宏

觀社會結構的觀察與個⼈經驗的詮釋，來探討此研究主題，從這不難看出她善於觀察與細⼼的個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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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分飾兩⾓　⾯對研究路程上的多重衝擊

⻑達六年的研究，並非⼀路順順利利，蔡芬芳分享其中也有許多不適應與文化衝擊。蔡芬芳回

憶，「印尼我很不習慣的是安全問題」，⽥野調查⼤多時間都為獨⾃⼀⼈⾏動，觀察著當地各種

樣貌。蔡芬芳回想，每每到印尼當地，總有⼈會提醒她注意隨⾝包，或是告知附近⼜有⼈遇害。

⽽在⼀次前往廟宇路途中，因不熟悉當地路線，⾛入空無⼀⼈的暗巷卻被機⾞騎⼠襲擊，著實嚇

了⼀跳，卻要壓抑驚嚇的⼼情，故作鎮靜地⾛入廟宇，並繼續完成⼯作。

由於本⾝並非穆斯林教徒，研究時遇到宗教文化的衝突，也讓蔡芬芳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尤以

性別與同志議題上的衝擊最為強烈。蔡芬芳表⽰，穆斯林文化在性別上是不平等的，例如女性須

禮讓男性，在開齋節上男女需分開就坐、取餐時男性優先等，她也常感受到穆斯林男性不是很尊

重女性。在與研究對象互動過程中，蔡芬芳強烈感受到女性參與者的羨慕眼光，「有時候我也會

很感慨，平平都是⼀樣的年紀，有⼈卻是這樣」。

▲ 蔡芬芳於亞⿑⼤學開齋節活動現場進⾏研究時所拍攝的照片，可看出男女分區、且男性坐於優
先保留的座位。（圖／蔡芬芳提供）

另⼀件也令蔡芬芳感到⼼酸與衝擊的是，有位與她互動好幾次的受訪者，因為同性戀性向⽽迫於

遠離家鄉，後來不知去向。「他們活在⼀個不能被接受，必須要離開，那個當下我是真的滿難過

的」，蔡芬芳語帶落寞地說。然⽽，雖然研究過程會產⽣與原先認知不同的衝擊、難過的情緒等

感性層⾯的感受，但在理性上，由於⼈類學的訓練，讓她深知要從社會脈絡去理解對⽅。因此，

⾯對這些衝擊與情緒時，蔡芬芳的解決⽅法是將⾃⼰分飾兩⾓，外在以理性看待⼀切才得以完成

⼯作，內⼼仍保有感性的⼀⾯。

 

帶著臺灣客家⾝分與族群互動　激盪出不同的認同解讀

背負著⾃⾝台灣客家文化的包袱，⾛到印尼客家⼈前，蔡芬芳也產⽣了「客家文化與認同」的衝

擊。「所謂的客家文化認同衝擊，應該更多是說整個被解構掉了」，蔡芬芳說道。臺灣在建構客

家形象上是相當成功的，如油桐花、節儉特質，但懷著臺灣客家特質來到印尼時，會發現在當地

並非這麼⼀回事，遷出地的不同、社會環境、政治等因素，都使得不同地⽅的客家⼈發展出不同

的文化。「所以剛開始去的時候，那邊⼈也是有點摸不著頭緒，為什麼要問像是『你們是不是也

很⼩氣啊』這種有關台灣客家刻板形象的問題」，蔡芬芳不好意思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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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芬芳分享對客家⾝分不同解讀時笑逐顏開。（圖／顏筱娟攝）

經歷多次研究經驗後，蔡芬芳對於⾃⾝客家⾝分認同有了不⼀樣的解讀，除了⾎緣或語⾔上的認

同外，⽽是多了⼀份讓世界認識客家族群、提升客家研究層次的責任，也能從更多元的⾓度分析

其他族群，並與其他地⽅的少數族群有更多的交流。例如在⼆○⼀八年底，她就邀請到德國索勃

學者來台灣參與少數語⾔的研討會，「⼤家可以互相交流，然後你可以知道別⼈的經驗是什麼，

⼈家也可以認識台灣，我覺得在這⽅⾯是滿好的。」

 

不會停⽌的學術旅程　朝未知的最終⽬標邁進

踏上研究旅程⾄今，綜合過去研究經歷，蔡芬芳也開始反思宗教到底跟族群的關係是什麼？是慰

藉與⽀持的⼒量？還是⼀種壓抑？將這個問題擺進客家族群中⼜會是什麼⾯貌？因此，蔡芬芳近

期規劃整合她在印尼、⾺來⻄亞、夏威夷等地的客家研究，來解答這個客家族群與宗教這個複雜

的問題。「希望過幾年可以有結果，⾄少有⼀本書可以出來了」，蔡芬芳綻放著笑容說道。

訪談最後，蔡芬芳⼜拋出⼀個在學術旅程上更遠⼤的⽬標：⽤⼀個更⾼視野去回答理論的問題。

「到底我對於族群的理解是什麼？當然我現在沒辦法講是什麼，因為我還沒去做。」蔡芬芳語帶

不確定感，眼神卻流露堅定的神情，持續朝著未知的⽬標前進。

 

【⼩檔案】蔡芬芳

學歷：德國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哥德⼤學文化⼈類學暨歐洲⺠族學研究所博⼠

現職：國立中央⼤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學術專⻑：族群研究、族群關係、認同研究、性別與族群研究

報導參考書⽬：

蔡芬芳，2017，《⾛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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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