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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當初為什麼會續走社會學這條路？ 

Ａ：其實大學填志願時參照了家人的意見，所以才會分發到社會系；

可以說是意外考上社會系的。在大學以前對社會系一無所知，這方面

應該和許多學弟妹有相同的經歷吧！進了社會系之後，一直到大三才

開始發現社會學的有趣之處，也是在大三才覺得自己似乎可以往學術

的方向試試看，所以就決定要繼續唸研究所和博士班。 

 

Ｑ：如何念英文的資料？ 

Ａ：我覺得首先就是有翻譯本可以參照翻譯本，但是記得要兩種語言

對照看，這樣才會同時增進英文的語言能力和對資料內容的理解能

力。很耗時間，但有耐性的持續一陣子之後會發現自己的進步。再來，

就是英文文法還是要加強；特別是關係代名詞的使用，在學術論文中

還蠻常見的，因為學術論文中的句子都很長，但其實這部分多看一點

論文就會比較習慣，也比較能看懂文章的內容。老師上課時也會糾正

我們的錯誤，增進對於英文資料的理解能力，我覺得在語言能力還不

夠的時候，聽老師上課講解也很有幫助。 

 

 

Q：在德國的之前就學過德文嗎？ 

A：因為我們是要自己拿著 proposal去跟教授 interview，這份 proposal

是以德文寫成十頁左右，內容包含了博士論文的方向等等。雖然我在

台灣已經先學過德文，到德國之後還是要繼續精進，才有辦法完成一

份 proposal；當時是邊學德文邊構思自己的博士論文計畫。  



Q:那也是研究「時間」的主題嗎? 

A:其實說真的學界可能沒有很關心這個議題，因為它太抽象跟社會學

可能有點脫離關係，我曾經考慮過博士論文繼續寫這個題目；可

是，回來可能很難找工作，我必須考量學術市場需要怎麼樣的人，

所以就沒有繼續寫時間，不然大概會被歸類到哲學系吧！我覺得社

會學有趣之處還是在於它是一門與人有關的學科吧！加上時間這

主題須要非常深厚的哲學素養，我想我大概無法在博士論文中處理

這個龐大的議題。 

 

Q:在社會學這條路上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挫折? 

A:我覺得比較難的是抽象思考耶。大一入學完全無法理解老師上課中

講解的內容，明明都是中文卻有聽沒懂。所以我後來覺得上課還蠻

重要的耶，去聽老師怎麼講解和分析，其實也是需要有累積的過程

才能慢慢進入狀況。抽象思考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培養的能力，畢

竟社會學使用的許多概念都無法對應到日常生活中具體事物。上不

同老師的課，會發現他們有不同的立場，甚至觀點上會出現相互衝

突，這其實就會幫助你增進思考能力。 

還有，我覺得有很多老師或很多文章在用一個概念的時候定義

不清楚就開始用了，你可能對那個概念似懂非懂，但沒有辦法掌握

很好，但他的論述就這樣開始了。這種狀況我個人解決的方式就

是，先看那個人或那篇文章要講什麼吧，然後再回頭想他的定義有

沒有出問題。我不太贊成一開始就先批判，其實可以先暫時接受他

的論點，因為你永遠都有時間回過頭去反省他講得到底對不對。如

果不是暫時接受前提的話，就會一直卡住在同一篇文章，沒有辦法

念下去。 

 

Q:學姊當初也是填志願進入社會系，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在大三那年

一口氣決定要碩博士都一起念社會學？如何說服身邊周遭不懂社

會學的人去接受？ 

A:大學前兩年還在摸索學科的大概輪廓，大三開始選修了一些比較深

入的課程，發現社會學很適合繼續往學術的方向發展，所以經過一

段時間的考慮，就決定繼續攻讀碩士和博士。另外，大四學士論文



的訓練也讓我對於如何進行學術研究有粗淺的認識，我覺得這也算

是讓我繼續唸社會學的一個起點。 

 我想說服周邊的人倒還是其次，說服自己才是最難的；如果自己

已經決定要這樣走下去，剩下的任務就是去找出一個旁邊的人可以接

受的說法。大多數的人其實也只是擔心唸社會系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份

穩定的工作而已，我想，大家都是大學生了，要找到工作並不是太難，

只是願不願意做、願不願意重新學習而已。如果把這樣的想法傳達出

去，就算不理解社會學的人應該也可以理解，要找工作是隨時都可以

開始。社會學是訓練思考的一門學問，要如何把社會學對我們的訓練

具體傳達給身邊的人理解，或許也是社會系學生的任務之一吧！我自

己的做法是讓家人知道，我隨時都可以到業界工作。社會學讓思考方

式改變很多，這一點其實不太特別需要具體說明，在你日常生活的待

人處事中，一定就會處處顯現出來，別人一定也會感受得到。對於擔

心繼續唸研究所、唸博士班的那些人來說，表達出自己的堅定，還有

如何規畫自己的未來應該就非常足夠了；這其實也是對自己的交代，

不必然要覺得是在「說服」他人，反而這也可以讓自己眼光放遠一點，

思考一下自己未來的路。 

 

Q:學姊你認為我們所學要應用到這個社會，這是一種社會實踐，想請

問學姊你覺得社會學這個專業可不可以真的應用到我們的社會？社

會學在社會有沒有什麼的功能是你所見的？ 

A:最容易被理解的實踐方式應該是透過大眾媒介吧，例如當記者。但

是這種技術層面的學習，只要開始了就不會太難上手，社會學的思考

比較耗時，但一旦想通之後，也會帶來比較多的能量。所以，這就呼

應到我之前講的，在大學的時候先把抽象思考的基本功掌握好，開始

工作再學習技術層面的表現方式也不算太遲。當自己的想法有比較穩

固的基礎，就不需要擔心沒有素材可供實踐了。包括你對於一些議題

的關心、看法都是可以貢獻給社會的，不一定要真的改變什麼，至少

可以多提出一種看問題或看社會現象的一種可能性，我覺得這是社會

學最有趣的地方了。 

 

 



Q:學姊在準備公費留學的過程是怎麼樣子的呢? 

A:喔～很痛苦啊，這次是我第二次考。公費考試分成筆試和口試，筆

試要考兩門共同科目，國文和憲法，兩門專業科目，社會學理論和系

統理論。通過筆試之後才有口試的機會。其中憲法對我來說比較困

難，因為我不太能掌握法律的思考邏輯，所以只拿到非常基本的分

數，無法為總成績加太多分，大概只能維持不要輸其他人太多。社會

學理論的出題範圍非常廣泛，我有點疏忽，所以也沒佔太多便宜。分

數比較高的是系統理論。主要原因應該是，我平常為了準備博士論

文，閱讀了許多與該理論有關的文獻，所以基本觀念比較清楚，也剛

好符合這次考題的出題方向。我自己的準備過程中大概都是針對考古

題來準備考試，因為各科的範圍都太廣，如果沒有幫自己找到一個立

基點，會有點像是無頭蒼蠅，無從準備起。 

 我不是一個特別會考試的人，所以公費考試我總計花了半年的時

間來準備；我覺得就是認真投入應試吧，這絕不是一個只有國立大學

的學生才能通過的考試，至少我準備考試的時候是這樣告訴自己的。

我想說的是，不會考試的人其實只要用對方法，一定也會通過考試

的，首先是自己願意去嘗試，願意踏出第一步。 

 

 

Q:寫學士論文過程? 

A:寫學士論文還蠻開心的，雖然在過程中也開始會反省或懷疑自己所

學到的東西，但事後再回想起來，覺得那時候的懷疑也不失為現在的

基礎。那時候同組的同學都是互相砥礪，氣氛都很好，也有種一起為

某件事打拼的革命情感，我覺得很不錯。 

當然還是會有別的同學對於寫學士論文有疑惑，會認為為什麼要

寫學士論文，別的學校都沒有？但是我覺得學士論文是很具體的成

果，對於大學四年的一個總結，別的學校的社會系是沒有的。而且其

實學士論文對於推甄很有幫助。它可以讓其他人快速對你有概略式的

理解，不管他對你是不是採取否定的態度，就算是否定也要有個具體

的成果才能否定你吧；你如果連一個具體的成果都沒有，他對你這個

人就是零啊，沒有正也沒有負，這反而是最不好的狀況。 

 



Q:論文的主題是如何找到? 

A:看自己對什麼議題有興趣，或是找老師聊一聊，他會給你一個方

向，你覺得可以的話就 follow他的方向。我覺得學士論文不太能夠寫

出什麼很大或很厲害的東西，因為他只是你四年來的一個總結，一個

句點而已，應該說一個逗點啦，如果要繼續走的話。我覺得老師上課

的時候時常會不自覺的提到很多很有趣的現象或問題，如果能夠把握

這些不經意提及的線索，幾乎每一個細節都可以發展成一篇論文吧！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比較 BBS 跟 Facebook，對於德國來說，資

訊社會學還蠻新鮮的；他們的網路，或他們的資訊社會學反而沒有那

麼快，美國是最完整最快開始發展的國家，德國反而因為戰爭的關

係，他們的網路並沒有那麼發達，不像亞洲或美國，所以他們相對學

術上的觀點比美國稍微落後一點點。但由於我自己對於科技和資訊社

會學還蠻有興趣的，這議題也還蠻有發展性的，所以想要繼續深入討

論這方面的問題。 

過去 BBS的相關研究重心都是放在使用者的身上，譬如訪談 BBS

使用者的動機、心情或是為什麼要使用 BBS，然後用不同的議題去問

不同群人。譬如研究者可能選一個版，然後在版上發問卷等等，幾乎

都是對人來做這樣的研究。 

但我自己的觀點是，現在是不一樣的時代，即便社會學是一門研

究人的學科，研究的重心卻不能只放在人身上。因為當研究者決定要

訪談某群人的時候，你首先要決定的是議題，或是問題。譬如研究者

想要知道一群人對政治的觀點，或是對政黨、和某個社會現象的議題

有什麼看法，通常要先決定的是議題而不是人，在這個情況下，研究

結果也就隨之出現了。我的論文就是想要講這件事情。研究者其實是

先決定問題，或是議題，這樣的預先決定後，受訪者的回應其實也就

很有限。他們的回應可能就只被區分成贊成、反對、沒意見。所以，

我覺得，如果社會學可以只在概念層次上進行研究，不直接去觸碰到

人的話，會不會其實更有發展的空間？這是我想要做跟以前研究不一

樣的事情。 

張品羚訪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