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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叛少年變⾝耕耘學術的學者　許維德 
2020-09-06  記者 蔡杰寧 報導 

▲ 在課間或是訪談時總展露真性情的許維德。（圖／蔡杰寧攝）

「同學對於這週閱讀的文本，有什麼看法嗎？」開放式問句或許令許多學⽣膽戰⼼驚，卻⼜是許

維德在課堂中最常提出的問題。許多學⽣對他的印象是：招牌動作是——抓頭，不需要藉著麥克
風放⼤聲⾳，在授課時總能⽤⾃⾝宏亮的嗓⾳，貫穿座位中剛離開睡夢、來到教室的學⽣的⽿

朵。

當他對台下同學拋出問題的同時，不僅是為了讓聽課者腦⼒激盪，⾃⼰也在進⾏思考，這時，便

會呈現「⼀隻⼿拿著書本、另⼀隻⼿抓著頭」的樣⼦，這個動作彷彿預告著準備要點台下的⼈進

⾏回答，總是令台下同學趕緊正襟危坐。精神抖擻的肢體語⾔，搭配快速播放卻⼜條理分明的字

詞——這就是交通⼤學⼈文社會學系副教授許維德⼀貫的上課形象，⽽這樣的上課⽅式來⾃於求
學時期養成的讀書習慣。

 

被退學的文藝青年

求學時期對於閱讀⼀直懷以強烈興趣的許維德，從就讀建國中學時期就是個反叛少年。在學習歷

程中從未受到⽗⺟在學業管教上的束縛，許維德進入校風⾃由的建中後，接觸⼤量歷史、中文、

中國哲學書籍，對於寫作保有強烈熱愛，卻因為愛玩⽽未認真讀書，在不如預期的聯考成績下，

進入⾃⼰也不清楚出路的東海⼤學法律系。

第⼀次獨⾝離開台北，新環境追尋的落差與青少年時期反叛情緒的延續，使許維德寄情於登⼭

社，並且在社團中找到溫暖的歸屬感。對於法律系課程毫無興趣的他，將⾃⼰⾝⼼靈全然拋向登

⼭社活動，到⼤⼆時已經攀登了近五⼗座⼭。荒廢學業的結果，最終換得⼤⼆時因成績太差，被

退學作為收場。

離開校園後，許維德⾺上去當兵，在軍中反⽽重拾書本，扎實地利⽤瑣碎時間吸收知識，他笑著

談道，⾃⼰「⽩⽬」的個性常常表現出「你不給我講、我偏偏要講」的叛逆，⼜閱讀黨外雜誌，

想當然爾，在軍中很快就被盯上。但是⻑官很快察覺到許維德很會讀書、⼜是少數上過⼤學的新

兵，還特地找他來做陪讀書僮。兩年服兵役期間，充實準備轉學考的許維德，已然將考試書本的

⼀字⼀句讀得滾瓜爛熟，退伍後順利地完成轉學考、進入台⼤社會學系。

就社會系就讀期間，許維德仍維持著愛唱反調的個性。不論台上老師講了什麼內容，他⼀定會試

著去反駁，「批判地」去閱讀以及反思老師的授課內容。許維德說，⾃⼰曾經在必修課時⾯對政

治立場不同的老師，從第⼀句話唱反調到最後⼀句，以此當作到教室上課的唯⼀⽬的與樂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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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如此調⽪搗蛋的作為，如果不是將書本念得透徹、書⾴翻得熟爛打下的深厚基礎，是不能

以熟知的理論與學說向老師拋出問題的。

⽽就讀台⼤期間，正逢台灣因解嚴後刮起熱烈的社會運動風潮，許維德形容⾃⼰與眾多台⼤學⽣

是很「兇悍」的，對於不公不義勇於「拍桌抗議」；也因獨台案（⼀九九⼀年，調查局指稱五名

台灣學⽣接受旅⽇台獨⼈⼠史明資助，指揮幹員進入校園將其逮捕）發動罷課活動。儘管在台⼤

三年參加各種⼤⼤⼩⼩的社會運動，許維德反倒因為⾝在⾃⾝興趣領域，學業成績⼀直維持出⾊

表現，各式各樣怪⼈雲集的台⼤，也讓他在⼼中埋下實踐個⼈理想的種⼦。

▲ 許維德的辦公室放滿研究的相關論文，同時⾃⼰也花⼤量的時間在閱讀上。（圖／蔡杰寧攝）

 
追尋族群意識的路程

到美國雪城⼤學攻讀社會學博⼠後，許維德原本嘗試⽤社會運動理論來理解美國的台獨運動如何

興起，後來在指導教授建議下，轉⽽聚焦在社會運動參與者的研究，探究為什麼特定⼈群會參與

台獨運動。準備博⼠論文過程中，許維德漸漸發現⾃⼰想要鑽研認同研究，⽽這個理念源⾃於個

⼈求學時的⽣命經驗。

⼤學期間在台灣參與社會運動時，「⺠主」為當時最⾼的訴求；到美國後，許維德開始有了「台

灣⼈不是中國⼈」的意識。在雪城⼤學裡，台灣學⽣主要參加的團體為：與中國學⽣密切互動的

「中國同學會」、台灣意識強烈的「台灣同鄉會」。兩個學⽣會彼此⽔火不容，在特殊節慶還會

互相火拼、比較哪個團體的⼈數比較多。從這些⽇常⽣活鬥爭中，許維德慢慢產⽣⼀股強烈的台

灣⼈認同，後來也⽔道渠來地研究台灣⼈認同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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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維德在課堂中幾乎不避諱談論個⼈政治立場。（圖／蔡杰寧攝）

將視⾓拉回台灣這片⼟地，許維德取得博⼠學位後，進入交⼤客家學院任教，並從《全球客家研

究》⼆○⼀三年創刊後，即擔任執⾏編輯，⻑達五年時間。這本以「客家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期

刊，在客家研究領域佔有⼀定重要性，曾獲頒「臺灣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獎項，許維德在參與

這份刊物的過程中，獲得滿滿的成就感。除此之外，關⼼社會運動的許維德也是《臺灣客家研究

論文選集》的編輯之⼀，負責客家認同政治與社會運動相關主題的編纂。

客家族群的意識近年來愈趨受到重視，不僅在政治議題上引起討論，學術界也有相關的期刊和組

織進⾏研究。⾝為《客家、認同政治與社會運動》⼀書的編者，許維德說，這本書從他擅⻑的認

同研究、族群關係、國族主義與社會運動的視⾓出發，收錄的八篇論文，分別涵蓋客家認同在概

念、歷史、社會運動、認同政治不同⾯向的研究。由於現有關於客家認同政治的研究仍是少數，

仍無法完整回答客家⾝分認同的建構，但許維德認為，在全球的客家研究當中，台灣實屬機構最

整⿑的研究基地，再加上國家政策對於客家的重視，對於國外的客家研究也起了⼀定程度的影

響。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 除了書櫃中滿滿的文獻資料，許維德也有使⽤書⽬軟體，⼯作時能快速找到相關資料。（圖／
蔡杰寧攝）

 
客家學院⼀員的責任

許維德認為⾃⼰是個「⼗分認真的學者，把每天可以利⽤的時間都拿來念書」，對於書寫論文的

要求非常⾼，因此發表的學術著作並不是那麼多。由於秉持著「學術研究要有有意思的發問，利

⽤權⼒和⽣命試著去逼近發問」的精神，博⼠論文洋洋灑灑地寫了⼀千多⾴，仍然認為有所不

⾜。進入交⼤後，許維德才開始接觸過去不熟悉的客家研究，原本他的學術研究興趣在於探討⼈

群分類形成的機制，客家研究卻也順⽔推⾈，成為解決學術議題的其中⼀條途徑。

⾝為客院的⼀員，客家研究不僅屬於義務，也是⼀個責任。《客家、認同政治與社會運動》探討

台灣客家的認同政治從社會運動⾛向公共政策後產⽣的變化，以及除了「爭議政治」性質的硬性

討論和相對軟細的「文化政治」場域中，客家認同政治的展現，作為編者的許維德在導論也援引

其他相關文獻，提供更多元的視⾓看待此議題。

▲ 總是黏著許維德的客院院狗——弟弟，⼗年前來到客院便由許維德照顧。（圖／蔡杰寧攝）

在客院已經⼗年的許維德，同時也是院狗最喜歡的「爸爸」，平時授課與學術研究以外，同時⼀

肩扛起院狗的⼤⼩事，也因此院狗「弟弟」總愛跟著他。許維德不僅盡⼼盡⼒於授課、院狗等等

事務，也花了許多時間在耕耘學術研究。即使許維德感嘆道，不知道⾃⼰是否能在退休前完成研

究的⽬標，但是他依舊腳踏實地實踐學者的責任：不斷的吸收新的學問，並傳遞知識給學⽣。

 

【⼩檔案】許維德

學歷：美國雪城⼤學社會學系哲學博⼠

現職：國立交通⼤學⼈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學術專⻑：認同研究、族群關係、國族主義、社會運動

報導參考書⽬：

許維德、張維安編，2019，《台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客家、認同政治與社會運動》。新⽵：
國立交通⼤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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