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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需要人類學？

從博物館學碩士班的訓練來重新思考人類學的可能性

王廷宇｜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作為一個從碩士班開始學習人類學的人類學徒，周遭的

師長、同學與朋友都是或多或少從事文化或社會研究的

工作，不然就是長期投入中國少數民族、藏人研究的

同好。在那段時光中，沈浸在研究、田野調查與論文

書寫的我，幾乎沒有想過人類學是否重要，或是誰需

要人類學這樣的問題，因為答案是不證自明的。由於

我的研究方向與論文題目都是比較經典人類學討論的

話題，選擇的研究對象又是四川的藏人，而不是在都

市進行調查或選擇較為應用性的話題，因而錯過了第

一次反思誰需要人類學這個問題的機會。在鄰近畢業

時，在不少人類學前輩、同好的努力推廣下，例如芭

樂人類學部落格及其寫手們或是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團

隊，都讓不少原本興趣調性就與人類學、民族學很接

近的學術圈外人在網路媒體上與人類學討論一拍即合。

從博物館、社區營造、地方創生這些台灣方興未艾的

領域裡，都看到了人類學能夠有所貢獻的地方。當時，

我曾天真的以為人類學終於走進台灣的公共討論中，

大眾也對人類學這個冷門的學科感到興趣了。畢業後，

我很幸運的開始在博物館學研究所工作，懷抱著天真

的憧憬，諸如「博物館領域很需要人類學的！」、「博

物館與人類學不是親密的戰友嗎？」、「人類學現在

能夠對很多文化與社會領域帶來貢獻」等展開我的教

學工作。沒想到，工作了一學期之後，我的想法變成

了「誰需要人類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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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誰需要人類學」這樣的反思，完全是我自己過

去單純從人類學角度想像人類學與博物館理應是互相

需要彼此的，沒有真正深入的接觸當代的博物館業務

內容，因而在開始接觸博物館領域之後自然產生的文

化衝擊。實際上，學院裡的人類學從來都不可能直接

運用到應用或公共領域上，從事應用人類學或公共人

類學的人類學家們都很清楚這件事。再加上，學術研

究討論的部分必然只是地方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不可

能也不應該以學術討論的部分作為理解地方生活的「唯

一」方式。回到博物館的領域，我開始任教之後，透

過協助博物館學研究生發展他們的碩士論文題目、幫忙

研究生組織他們在博物館領域觀察到的資料、探訪研

究生實習的博物館館舍、與一些博物館領域的工作者

與研究者互動，我赫然發現，他們似乎不太需要人類

學也能夠完成各自的工作。真實世界裡，台灣的博物

館領域裡比較多的是歷史學、藝術、管理甚至是行銷

方面專長的畢業生，人類學領域專長的博物館從業人

員只是少數。我便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學期後，不斷地

在教學生活上詢問自己，那麼到底誰會需要人類學呢？

從博物館專業教育中反思「誰需要人類學？」

在討論博物館與人類學發展史的著作中，研究者們都注

意到博物館與人類學的發展有著好幾個階段，其中從

早期在博物館的經營中發展出人類學，再到博物館與

人類學並存的階段，接著是人類學轉向大學領域發展

並開始與博物館分道揚鑣。人類學在大學系統中發展，

學生人數開始增加，研究也越來越不依賴博物館的藏

品，而開始轉向其他社會或文化的領域。感覺上好像

是人類學的研究不再需要博物館，但一回首，博物館

經過專業化發展的過程，他們的業務工作裡似乎也不

再需要人類學了！

與此同時，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同樣經過發展過後，理

論典範、研究方法、對於資料的分析也都越來越專業與

深入。對於人類學感興趣的一般民眾往往會被有趣的

人類學著作所吸引，但是人類學所要求的門檻也不低，

因此就會讓人類學者與一般民眾的中間有著極大的隔

閡，這也是諸如芭樂人類學還有百工裡的人類學家等團

隊嘗試要努力之處。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人類學研

究者們仍然認為人類學對於社會與文化有著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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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在社會與文化場域的工作者多半不是選擇人

類學來處理他們每天日常的工作。以博物館來說，台

灣的許多博物館與美術館需要的是策展、典藏、行銷、

管理、文創人才來完成當代博物館多面向的工作內容，

人類學明顯地不是台灣博物館領域較為需要的學科。

當然，民族學類的博物館除外，因為這類博物館主要

的業務是直接與人類學連結的。當博物館學領域研究

生的未來職場已經不再需要或重視人類學的時候，研

究生們自然不會在學習的過程中認為自己的知識技能

組建中需要人類學。

與此同時，我的教學工作也邁入第三年，經過前幾年從

衝擊到重新觀察、學習與適應，我認為問題已經從「誰

需要人類學」更精準的變成「對於人文社會跨領域的研

究生訓練來說，人類學能夠有什麼貢獻」。要嘗試回答

這個問題，我認為將問題再區分為兩個小問題來思考，

首先是研究所的研究生訓練應該有多少比例的學用合

一？再來是跨領域訓練中人類學的優勢是什麼？

從人類學出發思考博物館專業研究生訓練

在學用合一的部分，目前的輿論與討論都在「台灣高

教體系教授的知識在職場排不上用場」以及「大學應

該要引導學生思考與解決複雜問題，而不是成為職業

訓練所」這兩個方向之間。極端一點的辯論會說前一

個論點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大學裡的教授很多都尸位素

餐、不求進取；後一個論點則是認為短視近利的只學

習馬上派上用場的技能，長遠下來對於整個人才培養

的環境是致命的。在我教學的實際情況裡，博物館領

域的工作有一些的確是需要重視技能的學習，例如博物

館藏品的保存與維護、藏品典藏與登錄、展覽策展規

劃與執行、教育推廣活動執行等，這些面向裡，實務

經驗的積累是極為關鍵的，閱讀這些領域的理論文獻

相對來說佔的比例要少得多。但是，從大專院校的基

礎建設來看，有大學博物館的不在少數，其中很有規

模的大學博物館偏少，多數的大學博物館還是小而美，

而且人員編制總是很吃緊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學所能提供的博物館實務經驗學習，實際上不可能

在學校中獲得，我們總是鼓勵研究生前往有規模的博

物館實習，藉由實習去接觸庫房中的藏品保存、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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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與登錄作業，又或是在實習期間參與展覽及教育

推廣活動。大學端的研究所再如何強調博物館實務，

大學所能提供的硬體條件實在是限制很多。再來，如

果學生畢業後希望參與國際規模的大展，學校方面也

不可能提供或舉辦國際規模的展覽。

有參與過展覽的讀者或許會知道，學校小規模的展覽與

國際級的大展，雖然都被稱作展覽，但是工作的內容

與性質可以說幾乎是兩種不同的工作。撇除掉實務規

模的問題，博物館領域自從新博物館學轉向之後，也

開始重視與社區的連結、強調社會參與及關注社會議

題，也更為直接的面對「人」的問題。因此，當代博

物館的工作中其實也開始有不少是需要處理社會議題、

複雜文化現象、文化復振與認同等，而這個部分就是

屬於需要閱讀文獻、學習理論以及透過調查與描述來

完成工作的，這裡的學用合一就無法忽視理論與研究

訓練的重要性。更不用說，在新博物館轉向之後的博

物館工作要面對的問題，十之八九都是跨領域的現象，

必須以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方式才能較好的完成這

部分工作。簡單來說，對博物館學研究生來說，大學

裡的學用合一之比例，實際上是要看研究生選擇的研

究方向與專長來進行調整，大多數的博物館學研究生

如果要面對當代的社會與文化現象，那麼學術性的訓

練是無法避免的。

跨領域訓練中，人類學有何優勢？

那麼我們就進到第二個問題，訓練跨領域的研究生，人

類學有著什麼優勢？撇除掉人類學本身的知識論與認

識論，從過去碩士班到博士班的學習與訓練中，我認

為人類學在協助跨領域研究生的訓練上有著三點優勢：

1、資料為主的研究導向；2. 描述複雜問題的能力；3. 

寫作的訓練與要求。

第一點的資料為主的研究導向，描述的其實就是人類

學重視民族誌資料的傳統。無論是實證性的資料或是

詮釋性的資料，在人類學的討論中，總是從資料的描

述與敘述中出發來闡述與論證，甚至是反思一些理論

性或普同性的話題。儘管上個世紀下半葉，人類學內

部對於人類學家掌握資料的「詮釋」或「理論」權力

有著一定的反思與辯論，但是整體來說，人類學還是

一個很重視從資料中產生論點的學科。對博物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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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生來說，無論是研究一個博物館的展覽、博物

館與社區的關係、博物館的志工參與、博物館的社群

媒體使用、博物館典藏文物的研究，資料的蒐集都是

必須的，尤其是當代博物館工作有不少已經脫離了傳

統的藝術、工藝與歷史領域。然而由於對社會與文化

相關領域的學科知識典範的不熟悉，在博物館學研究

所的訓練中又是圍繞著博物館本身的工作出發，因此

研究生們往往較難從論文蒐集的資料中去生產論點，

而這正是人類學所擅長且能有所貢獻的地方。

第二點的描述複雜問題能力，指的就是人類學是一個

將前資本主義社會或是被其他學科認為傳統、簡單形

式社會，實際上往往都有出乎意料複雜的面向，人類

學甚至有許多經典的理論典範是基於這些前資本主義

社會的民族誌而產生的。英國人類學家 Tim Ingold 

（2020[2018]）就曾經提到，人類學家是將我們的報導

人視為老師，向其學習的對象，而不是沒有名字的資

料提供者而已。因此，對人類學來說，簡單且不具備

資料意義的社會或文化現象時不存在的，沒有故事且

不值得我們學習的人也是不存在的。從這個角度來看，

人類學從日常生活與用品、一般人與底層階級到宗教

生活、儀式專家身上挖掘資料，並將他人視為簡單且

重要性不高的資料透過民族誌描述來呈現其中複雜、

多元甚至是流動的一面。這樣的能力對於處理當代博

物館的領域，尤其是面對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的時候，

能夠幫助博物館學的研究生從不同的眼光來看待資料，

並且從資料中進一步整理出自己的論述。

第三點是人類學對於寫作的訓練與要求，能夠幫助博

物館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完成論文寫作之外，也能增加

研究生們在博物館領域的論述能力。基於前述對於資

料產生論述的重視、任何現象或議題都有其複雜、深

層且多元的一面，人類學的訓練是透過寫作的部分來

將資料生產論述以及描述複雜現象的關懷加以落實。

所以，人類學的訓練中，表達（口語與書寫）都是人

類學家將資料或是從報導人處習得的知識轉接、銜接

到當代社會的讀者與觀眾的關鍵一環。簡單來說，儘

管多數的研究所訓練都很重視寫作，不過人類學重視

的寫作必須包含前述的兩點，那就是透過寫作呈現資

料生產論點，以及藉由書寫來將他人看似平凡的問題

之複雜面向呈現出來。對博物館領域的研究生來說，

除了必須透過書寫完成學位論文之外，在博物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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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展示說明、導覽、藏品詮釋資料等傳統工作項

目都很需要表達能力，尤其是寫作。與此同時，許多

中小型館舍或地方文史團體都很仰賴論述能力來設定

與定位自身，甚至是藉由寫作與論述能力來爭取計畫

經費。除了原本博物館領域就擅長的藝術、工藝與歷

史方面，就像前面提過的，新博物館學轉向之後，許多

新的博物館或是老牌博物館的新發展方向都是與社會

議題或文化現象直接相關的，無論是研究這些博物館

的研究生，在撰寫論文或是畢業後加入這個職場，他

們都需要能夠深入淺出的進行寫作與論述。從目前的

博物館學訓練來看，對這些議題的「淺出」不是問題，

各種教育推廣方式、文化創意到使用網路迷因或社群

媒體來介紹推廣，已經成為博物館學研究生的專業技

能之一。但是在「深入」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的部分，

多數時候博物館學的研究生還沒有像是他們處理藝術、

工藝與歷史領域的議題時那樣，認知到這些專業領域

是需要經過學習或合作後，才能夠在書寫上將深入且

複雜的內容表達清楚。而一直以來要求重視從資料產

出論證以及從資料中描述複雜現象的人類學書寫訓練，

應該能夠在典範知識的訓練之外，從寫作的角度幫助

博物館領域的研究生將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的資料抽

絲剝繭的深度呈現出來。

人類學對博物館專業教育的貢獻與反思

以上的這三點或許對身在人類學相關系所的研究生來

說有點老生常談，又或是對長時間進行人類學跨界對話

與普及的前輩朋友們來說無法真正體現人類學對其他

領域的貢獻。我個人在大學的教學生涯也才開始幾年，

或許還不能具體的說這三點就是人類學訓練一定能夠

對博物館學領域研究生有所幫助的地方。只能說是目

前為止在教學以及指導研究生開展論文以及論文書寫

上，從我與學生的互動中我個人觀察到的可能性。當

然，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博物館學的研究生

在大學時可能來自很多不同的領域，有歷史學、藝術、

大眾傳播、外語系等領域，在這些大學學科的訓練中，

有些學科會重視資料的搜集與呈現以及寫作的部分，

但也有偏重創作或應用的學科。當這些來自不同科系

的學生進到博物館學的領域之後，或多或少，他們都

對新博物館學轉向之後的當代博物館發展感到興趣。

對博物館藏品從藝術或工藝面向開展研究，又或是對

典藏登錄或保存修復有興趣來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生，

比例上是極為少數的。所以，多數的研究生其實論文

題目都是與當代的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有關，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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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原住民、新移民直接連結的題目。站著這個立

場上，我覺得人類學對於資料、複雜問題的描述以及

寫作的訓練，從觀察、思考到表達上都能夠很大程度

的幫助博物館學領域的研究生面對當代多元、複雜、

流動甚至是看似矛盾的博物館社會及文化相關話題。

從這個文章開始，我囉囉唆唆說了好幾頁對人類學徒來

說都是那種「誰不知道」的事情。不過，回到我在開

始工作之後的文化衝擊—「誰需要人類學？」這個令

人焦慮不安且驚慌失措的問題。經過衝擊之後的觀察、

思考之後，不能說我認為人類學一定對每個領域都能

產生貢獻與重要性（至少台積電目前徵求的人才是政

治學博士而不是人類學博士！），但對於在新博物館

學轉向之後關注社會與文化議題的博物館學領域研究

生，或是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研究生來說，人類學

在資料、複雜問題與寫作上的訓練，都能夠幫助他們

開展與完成碩士論文。所以在本文的最後，我只好自

問自答的回答「誰需要人類學」這個問題，目前看來，

我認為關注社會與文化議題的博物館學研究生，或是

打算進行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研究的研究生，人類學

的訓練能夠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助益。當然，人類學對

於產業或職場的貢獻並不是沒有的，只不過這不是本

文從筆者個人目前在大學教學經驗中能夠回答的。這

方面的討論歡迎大家關注芭樂人類學中關於當代產業

的討論，或是參與百工裡的人類學家舉辦的各式活動，

這些人類學社群裡都有更多關於人類學應用與公共人

類學對其他產業與職場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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