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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邊區與離散： 

邊緣研究的反思∗ 

  鄧津華∗∗ 

摘 要 

  本文分享我個人學術研究的經驗，特別是針對從事邊緣研究的反思。以此研

究經驗分為四個主要階段：臺灣婦女運動史研究；臺灣的想像地理研究；歐亞雙

族裔人研究；與亞洲之內研究（Inter-Asian Studies）研究。我提出，因為長期以

來，我的學術研究主題正是邊緣（包括邊疆，邊區，文化接觸地帶，種族混血與

離散社群），我個人並不逃避處於學術界或學術機構的邊緣與邊區的狀況。正因為

處於邊緣與邊區，反而讓我獲得關於中心所具有的正反面之各種不同的、重要

的、而且基本的見解。這些年來，我則特別從研究臺灣這樣一個被認為邊陲的地

方，得到許多知識上的啟發與研究的能量。本文章也探討北美學術界種種「以北

美為中心」（North American-centric）的傾向，批評西方學術界民族優越感的預設

立場。最後我強調，雖然臺灣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個邊陲國家，但從各種批判性

的角度來看，卻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何者是中心，何者是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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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 Emma J. Teng（鄧津華）教授受邀來臺擔任中央研究院九十週年院慶「科學及人文前瞻論壇

系列」的演講稿，發表於 2018 年 11 月 13 日。相關資訊請參見活動網頁：https://anniversary.sinica. 
edu.tw/90events/sciences-and-humanities。本演講英文原題為 “Frontiers, Borderlands, and Diasporas: 
Reflections on Working at the Margins,” 中文講稿由鄧教授本人及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唐文慧教授合

譯，並於出版前增補註釋及引用書目，以利讀者徵引利用。本次院慶論壇活動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主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及近代史研究所協辦。在此感謝許雪姬所長、王明珂所長及呂妙芬所長的

支持，以及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黃舒芃副執行秘書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戴麗娟副研究員的協助。

（以上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隆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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