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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於英文部落格「野性心智（Savage Minds）」，由邱玉琦翻譯成華文版。內文諸多建議是針對美國學生
而寫，但也對臺灣學生有所助益，尤其我在文末增加兩點註解以提供臺灣學生參考。

在野性心智編輯部（Savage Minds headquarters）我們經常收到尋求幫忙選擇適宜的人類學研究所的信件。回顧檔
案後，我發現即使我已經寫了擬定長程計畫（making long-term
plans）一文，Rex也針對研究所寫了申請資料的準備（preparing your
application）（實際上已經寫了兩次），我們都沒有真正回應以下這個重要的問題：

當妳/你做任何事情之前，應該要先回答這個問題：妳/你為何要念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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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妳/你的回答是想要在人類學界獲得一個學術工作，那麼對進入研究所這件事，就要再多加慎思。我沒有任何統
計數據來支持這個觀點，但是近年人類學博士要在人類學系找到終身教職，並不比大學搖滾樂團獲得唱片合約的比例
來得高。如果搖滾樂是你血液中的一部分，沒有人勸阻妳/你將搖滾樂團視為終身職志，而你對人類學也有類似感受
的話，那麼我會說「拼下去!（Go for it!）」 否則我會提供其他建議。

在學術領域有很多選擇，當然，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終身教職是學術就業市場的巔峰，但是其他的選擇也相當不錯，包
括在其他領域或跨學科的系所教書（我任職的科系是「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在社區大學或是在美國以外的地區
教學（teaching outside of the U.S.）。但即使你得到一個工作，都應該明瞭世界各地的學術界都遭受新自由主義政
策的攻擊與經費縮減，所以還是要及早因應歧嶇顛簸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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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或許對於實務應用性的工作有興趣。這方面有一大堆選擇，我更是鼓勵大家從事實務工作。許多職業都需要人
類學背景的人，美國人類學學會（AAA）列出這些領域（a
page），但我比較喜歡Manitoba大學諮商中心的清單（this list），然而我認為真實的工作需求幾近無限大。基本上
，不需要人類學學位就能做的事情，擁有人類學學位後能夠做得更好。至少我這麼想，顯然許多雇主也一樣。

http://www.selfmadehero.com/news/wp-content/uploads/2012/01/Margaux_Anthropologist_cvr-e1326980354984.jp
g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會影響你的下一步。我不會詳細寫出所有可能的排名，但要說的是：如果你想要在美國頂尖的人類
學系獲得教職，最好是從這些研究所畢業。當然，有些從「三流」大學畢業的人仍有機會在頂尖大學任教，但困難重
重。部份原因是因為頂尖大學會提供你經費、支援與所需的訓練以從事高品質學術工作，其他原因是這個學科本質上

                                1 / 2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8,20282,20282#msg-20282


MEPO Forum / 原住民
挑選研究所 (Picking a Graduate School)

經常近親繁殖。但是仍然有許多原因讓你不需要依靠學校排名來作選擇，例如你可以利用其他大學的支援課程，如好
的電影學院、醫學院、語言學程…等。這對那些想要進入實務應用領域的人很有幫助。

我會告訴那些想申請美國學校的國際學生：最好的選擇是申請博士班。許多國家都會清楚區分碩士與博士，然而在美
國這兩種學位是結合在一起的。相較於台灣要求書寫碩士論文，在美國你會被要求修讀碩士課程，並在完成資格考（
qualifying examinations）或是提出論文研究計畫後獲得碩士學位。但是策略上最好不要侷限於申請碩士班，因為這
樣往往會讓你失去經費補助的機會。

現在我們要進入最困難的部份。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的學程？我的回答是：如果你還不知道答案的話，應該給自己六
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對各個研究所進行研究。我知道這聽起來要花費很久的時間，但是實情是：這是個很困難的問題，
尋找答案需要大量閱讀。我認為你最好深入瞭解教授的研究取向而非只看課程（但是請參考註解1）。你需要找到的
教授要有你喜歡的研究取向、激發你，讓你想要耗費七至九年的生命歲月做相同的事情。因此你需要花費足夠的時間
調查，因為回答這個問題不只會幫助你選擇合適的研究所，也會幫助你準備申請資料，讓你更容易被嚮往的研究所錄
取。

當然，知道自己喜愛某位教授的研究取向並未完全回答你應該要進入哪個研究所的問題。因為近年的就業市場非常紊
亂、一團糟，你想找的人可能在某處有教職幾年後被解雇，也可能她/她在某個非人類學研究所的單位教書。但你仍
可以和教授通信並探詢其建議。也許你可以轉而找原本心儀教授的老師或同學，因為他們系出同門，能了解你的需求
。有時候某個研究所分裂了，或教授分散到各個單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你需要探究近年的人類學史與現況。你應
該要參加美國人類學年會，並參與你有興趣的研究所之相關聚會（通常是會議結束後在旅館內舉行的派對），或者是
參觀學校並與其研究生聊聊天。如果你不是因為學校名聲而選擇特定研究所的話，那麼這是個困難的抉擇歷程，需要
詳細縝密的研究。這個時間是需要花的，並請即刻開始進行。

最後，每個人都需要有「B計畫」（乃至於C計畫）。有可能在你就讀一兩年後，你對自己的第一志願想法會變，有
可能此時你覺得當初的第二志願更適合自己。而且也要做些準備，如果人類學領域的工作並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時怎麼
辦。我有些朋友中斷學術訓練，當時其他同儕認為這是一種形式的死亡，但是我的朋友們顯得快樂得多了。當然，他
們有時會懷念，但之後他們總會醒悟過來。

註解：

1、我建議選擇研究所時要基於你有多喜愛將來要互動的指導教授，但我應該提出警語：指導教授可能會生病、會失
去教職、換到其他學校。找到一個喜愛的指導教授是最好的方式，但也要留意避免僅僅因為一位教授而選擇這個研究
所。最好是喜愛這個研究所內兩位以上教授的研究取向，而且也要修讀其他老師的課程，也許你也會因此而喜歡其他
老師的研究。

2、我要為臺灣學生多提供兩點建議。第一，就我的經驗，如果你想要回臺灣工作，畢業學校的名聲可能很重要。我
指的是整體的「學校名聲」，而非僅只是人類學系的名聲與排名而已。例如，亞里桑那大學人類學系的語言人類學比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名聲好，但是在臺灣哈佛大學的名聲更響亮。我認為進入你選擇的第一志願是最好的選擇，但是也
要意識到臺灣可能很少老師知道這個系的名聲。因此你必須以其他方式證明你的價值，例如論文出版或是其他有聲望
學者的推薦信。因為臺灣人類學系很少，當你申請人類學以外科系時，很有可能決定是否聘用你的人對人類學界內部
的名聲不熟悉，因此會著重於學校名聲。同樣也適用於想在其他產業找工作者，因為只有幾間美國大學在臺灣是有名
氣的。第二，臺灣的大學正面臨少子化危機，雖然在臺灣仍有一些缺額，我希望人類學領域仍有許多成長空間 。如
果你有多種學科訓練也會有所幫助，儘管不見得能在人類學系工作。最後，一些美國大學鼓勵與協助學生畢業前在期
刊發表研究論文，這對想要在臺灣獲得學術工作的人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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