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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做一點點：
共創一個友善參與、協力工作的學會

郭佩宜 | 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第 31 屆理事長

猶記得菜鳥時，曾「旁聽」學會的年度會員大會，那

次會議討論了改名的重大議題，除了「台灣」與「中

國」的身分認同之外，也涉及了「人類學」與「民族學」

的學術差異。各方折衝的結果，大會決議將「中國民

族學會」改名為「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彼時

為2005年，感覺學會是長輩們的組織，會員人數不多，

距離自己很遙遠，沒什麼興趣加入。殊不知幾年後因

緣際會，進入學會的祕書處擔任秘書，與幾位同仁一

起籌劃研討會型態的年會、並將學會通訊轉型為《人

類學視界》（2007 ～），我才開始認識在內政部人民

團體法規範下的學會組織運作，思考建制化學術社群

存在的意義與功能，以及限制。

當時有一群熱心的青年學者貢獻文章給《人類學視

界》，開始集體的科普寫作，並在 2009 年某次籌劃稿

件的聚會中，有感於半年一期、學會內部刊物的紙本

《人類學視界》還不足以達成強化台灣人類學與社會

的連結、以及同儕之間交流合作的目標，決定另外成

立「芭樂人類學」部落格，以每週一篇文章的更新頻

率與社會對話。

隨著世代交替，我們這輩的人類學者也開始陸續當選

學會理事，共同參與了台灣人類學界的雙軌發展──

在正式的學會組織內建言與服務，同時在體制外透過

芭樂人類學等平台書寫實踐。2021 年下旬上任的這一

屆（第 31 屆）理事會相當年輕，幾乎都是多年來在不

同路徑積極參與的活力學者。



4人 類 學 視 界  

猶記得剛到學會工作時，理監事會多半在中研院活動

中心的中餐廳 VIP 室舉行，在座都是資深長輩，學會

事務不多，比較不像是個會議，而是在大圓桌上吃飯，

聆聽前輩們交談。十年後的現在，理事會樣貌截然不

同，「沒有大人」，青壯世代的同儕們在 google meet

討論會務，輕鬆愉快。

人類學界轉變了，學會轉變了，我們的角色也轉變了。

學會在多年來的奠基之下，運作良好，我們除了守成

之外，還能再多做點什麼？

或許我們可以在幾個方向上再多做一點點，以接近社

群共好的理想。例如年會是建立「社群感」的好方式，

學術研究的發表與討論是主軸，但我們可以藉由這聚會

促進更多交流的可能、創造更多一同想像的空間，也讓

初來乍到的朋友覺得有趣且歡迎參與。因此近年除了傳

統 panel 場次，也開放自組論壇形式的討論。2022 年

「人類學好南」年會於中山大學西灣學院舉行，這次

年會更設計了新書發表短講、以及實驗 open space 的

非正式場次，歡迎大家把剛冒出芽的新課題不吝拋出、

現場嘗試揪團。

學術社群內部不同單位間需要更多的交流，學會可作為

平台，促進橫向連結，創造合作以及資源共享的可能。

我們已於 2022 年 8 月底邀請學會的團體會員單位代表

聚會，尤其針對人才培育的合作交換意見。另一方面，

跨世代的傳承與參與對學術社群也很重要，這幾年有不

少前輩學者退休，更讓我們意識到學會可加強承先啟

後的工作。我們兵分兩路，一方面啟動台灣人類學史

口述歷史計畫，邀請青年學者訪談自己的老師輩學者，

或進行跨世代對話，透過他們的眼睛，從不同視角切

入，回顧台灣人類學多元繽紛的發展歷程，共同建構學

史。另一方面則邀請新進的青年學者書寫自己的研究，

讓社群成員彼此認識，也呈現新興的研究課題、以及

新生代對台灣人類學的不同想像及展望。

《人類學視界》作為學會的通訊刊物，將以前述工作

為新的策劃重點，除人類學界的讀者之外，相信也是

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有興趣的記錄。另一方面，學會

的活動以及精采的文章，也須透過數位傳播，社群媒

體的經營也是一項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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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台灣與世界的連結也是作為社群代表的學會

需持續耕耘的向度。除了延續過去幾年與日本文化人

類學會的交流，我們也更積極參與世界人類學的組織，

包括參與相關 COVID-19 的研究分享活動、及推薦台灣

主要人類學研究期刊的論文至世界人類學的平台發表。

在烏克蘭遭受俄羅斯軍事入侵後，全球人類學組織紛

紛發文聲援，我們也快速響應。

無論是年會的籌劃、國內人類學相關系所交流平台的建

立、台灣人類學史的傳承與匯整、青年世代的培育及

參與、數位媒介的經營和延展、或國際學術社群連結

的強化，事務繁多，需要大家一起承擔。本屆祕書處

擴大編制，除負責統籌的秘書長（趙恩潔）之外，新

增四位副秘書長，分別負責國際交流（林育生）、歷

史傳承（劉子愷）、青年參與（謝竹雯）以及數位世

界（李梅君），而《人類學視界》則由鄭瑋寧擔任主

編，負責改版的重任。感謝祕書處夥伴們的熱情付出，

以及理監事們的協力，還有義務訪談與撰稿、以及慷

慨受訪分享的學界前輩與朋友們。

回想當初，曾經以為學會距離自己很遙遠，希望現在

的人類學老師與學生們已有不同的感受。學會是為大

家服務的組織，也是個大家一起工作的團體，讓我們

共同建構一個跨世代協力、友善而開放的人類學社群。

2022

年
台
灣
人
類
學
與
民
族
學
年
會
開
幕
論
壇

（
照
片
提
供
：
年
會
工
作
團
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