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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跨入⼟樓的文學家　蔣淑貞 
2020-09-06  記者 李汎櫻 報導 

⼆○○四年，國立交通⼤學客家文化學院剛成立，⾸任院⻑莊英章在交⼤各系所尋覓著合適的⼈

才，想將他們納入客院的師資陣容。彼時的客家研究才剛起步，全交⼤幾乎沒有教授做過相關研

究，但莊英章卻鷹眼般地發現了當時在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擔任副教授、勇於接受挑戰的蔣淑貞。

▲ 蔣淑貞睿智⽽親切的⼀貫風格，使學⽣們親暱的稱呼她為「蔣媽」。（圖／李汎櫻攝）

 

在新領域迸出火花

「他注意到了過去我的研究主要以⾺來⻄亞及新加坡為主的東南亞英文與華文文學，於是當他問

我有沒有興趣加入⼈社系，我考慮⼀下便答應了。」蔣淑貞憶起那⼈⽣的轉折點，依舊歷歷在

⽬。

美國羅徹斯特⼤學比較文學博⼠畢業，專攻文學研究的蔣淑貞，⼀九九四年開始於交⼤外文系任

教。⼆○○⼀年，興趣使然，蔣淑貞轉到社文所，⽽現今則是⼈社系副教授，待過三個性質相當

不同的系所。

「在外文系時⾝邊接觸到的⼈幾乎清⼀⾊都是熱愛文學、語⾔的⼈，我們彼此之間都是非常易於

溝通的，這跟我後來在社文所及⼈社系遇到的社會學家、⼈類學家們很不⼀樣，⽽我也從他們⾝

上學習到更多觀察文化的⾓度。」蔣淑貞將這些互動看作是她學術⽣命的開拓，⽽能有這種⼼境

的轉換歸功於她樂於挑戰新事物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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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淑貞認為⼟樓造型的交⼤客院環境清幽，⼗分適合做客家研究。（圖／李汎櫻攝）

 

客家文學：兩種研究專⻑的結合

蔣淑貞學術專⻑包括先前她求學時⼗分有興趣的「現代中國文學」（後來改名為「台灣文

學」），⼀直到她加入客院後開始研究的客家文學。她瞇眼笑著說，「凡是客籍作家的作品，都

在我的客家研究範疇。」例如她所寫的〈龍瑛宗〈貘〉的解讀：從「客家情結」到「亞洲現代

性」〉，以及〈「⼤河⼩說」臺灣客籍作家訪談與研究資料編纂〉，成功的在文學專業及對客家

研究中找到共同點，那就是研究客家文學。

為了做客家文學研究，蔣淑貞會直接採訪書寫臺灣「⼤河⼩說」的某些作家，「假設台灣的⼤河

⼩說作家有⼗個，那麼就有七八成是客家⼈。」她也分享採訪過程中遇到的阻礙，時常會有作家

不願意透露真⼼話，蔣淑貞其實都聽得出來，但也只能把這份無奈收進⼼裡，並在寫論文時適度

的修整⾔詞。⾝為⼀位學者，拿捏論文內容的尺度便是她的專業之處。

 

⾛訪澳⾨的世界客家遺產

除了研究客家文學之外，⼆○⼀四年，蔣淑貞參加交⼤客院的整合型計畫，主題為「全球客

家」，計畫內容是紀錄位於東南亞與台港澳的各個客家族群，觀察他們的文化特殊性，或是他們

與當地居⺠的相處關係等等。蔣淑貞被分派的研究地點為澳⾨，為了做這份研究，她數次抵達澳

⾨當地做蹲點觀察，該研究論文以九澳村與⿊沙村——澳⾨唯⼆的兩個客家村落作為研究對象。

最終蔣淑貞完成〈「世遺」與「排遺」：澳⾨九澳與⿊沙客家村的「文化資產」與「霸地污

名」〉論文，並於⼆○⼀六年與其他研究⼈員共同出版⼀本專書論文。蔣淑貞在研究中指出，⽬

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定與客家有關的世界遺產中，有福建⼟樓、開平碉樓，再來就是澳⾨的

「鄭家⼤屋」。但⾃從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後，當地居⺠的⽣活品質下降，⽽⿊沙村和九澳

村卻意外地成為世外桃源，後來九澳村遭遇澳⾨政府稱當地村⺠「霸地」的風波，⽽⾝為局外⼈

的蔣淑貞也⼀⼀記錄下當年事件發展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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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淑貞⼿中的書籍即是全球客家研究計畫出版的專書《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東南亞與台港
澳》。（圖／李汎櫻攝）

兩村的「文化資產」與「霸地污名」為本論文中討論的兩⼤核⼼。蔣淑貞針對兩村內的客家古蹟

進⾏了觀察研究，也記錄了當地客家⼈⽣活的近況。採訪當天，問起蔣淑貞在研究澳⾨客家的過

程有沒有什麼令她感動的事，蔣淑貞憶起帶著⼤批學⽣抵達澳⾨的那天，她提到：「其實我本來

只是希望當地的村⻑可以陪我們⼀兩個⼩時，其餘時間我們可以⾃⼰⾛⾛看看，但沒想到從接機

到送機的整個過程，除了村⻑全程陪同參訪，澳⾨當地也都是以⾼規格的待遇來禮遇我們，我們

受到的注視完全超過我們應得的，這是我最感動的地⽅。」

然⽽，接受到幾乎不計成本的接待，蔣淑貞當然也不會天真的以為對⽅沒有其他⼼思，「這是我

在論文中不會提及的，我到了九澳村及⿊沙村就感覺到他們不斷想利⽤我們挑戰公權⼒，包括⾼

級的宴席、接機時的紅布條，無⼀不是在吸引當地媒體的⽬光。」

▲ 蔣淑貞到達澳⾨後，受到九澳村及⿊沙村當地居⺠的熱烈歡迎。（圖／蔣淑貞提供）

原來，⼆○⼀四年的九澳村其實正⾯臨著類似台灣⼤埔事件的困境，當地的政府不斷聲稱九澳村

村⺠霸地，阻擋了政府⾏使拆除違章建築的公權⼒。但這背後，九澳村全體居⺠⾃認非常冤枉，

他們總是稱⾃⼰是「澳⾨原住⺠」，滔滔不絕地陳述他們的祖先如何從清朝政府那裡獲得⼟地，

有道光年間買賣的「紗紙契」作為證明。⽽蔣淑貞⾝為台灣⼈，⽽且還帶著⼤批年輕的學⽣進入

九澳村研究，當地的村⻑當然希望能夠被媒體⼤篇幅報導，讓澳⾨政府注意到也有台灣學者在關

⼼此事，想藉機挑戰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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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張旗⿎的筵席我⼀⽅⾯覺得很感動，另⼀⽅⾯⼜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這讓我感受

到他們需要我們是如此的殷切。澳⾨⽇報接連報導了三次，我甚⾄還被澳⾨⽇報記者採訪。」蔣

淑貞說，客家⼈在澳⾨的歷史研究中「幾乎是⼀片空⽩」，透過她的研究，澳⾨的客家⼈在社會

上將可以獲得更多關注，也替九澳村的霸地去污名化盡了⼀份⼼⼒。

▲ 蔣淑貞與澳⾨九澳村當地的抗議布條合影。（圖／蔣淑貞提供）

蔣淑貞本⾝不是客家⼈，在⼈社系教書之前也完全沒有研究過客家文化，即使客家族群跟她⾃⾝

的相關性不⼤，但採訪時她雙眼炯炯地發著光，分享著客家⼈的還我⺟語運動、⼗⼆節氣以及信

仰時的熱衷模樣令⼈印象深刻，看得出來勇於挑戰新領域的她，⼗分熱愛此刻在做的客家文化研

究。

 

【⼩檔案】蔣淑貞

學歷：美國羅徹斯特⼤學比較文學博⼠

現職：國立交通⼤學⼈文與社會學系副教授

學術專⻑：文化研究、澳洲文化研究、文化政策與文化政治、東南亞文學與文化研究

報導參考書⽬：

蔣淑貞，2015，〈「世遺」與「排遺」：澳⾨九澳與⿊沙客家村的「文化資產」與「霸地污
名」〉。⾴235-253，收錄於張維安編，《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東南亞與臺港澳》。台北：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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