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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 ⼈社院創院院⻑-李亦園院⼠
　　李亦園院⼠於今（2017）年4⽉18⽇於臺北辭世，享年87歲。 ⼀九八四年，李先⽣籌創國立清華⼤學「⼈文社會學院」，擔任創院院

⻑， 致⼒為這所傳統偏重於理⼯科的⼤學，注入⼈文學的素養與社會科學的視野，奠定了今⽇清華⼤學「⼈社院」⾃由學風的基礎。

　　李亦園院⼠的告別式訂於5⽉21⽇（週⽇）於台北第⼀殯儀館景⾏廳（⺠權東路⼀段145號）舉⾏：上午八時家祭，八時三⼗分公祭。



故李亦園院⼠⾏誼
　　李亦園先⽣為戰後臺灣最具影響⼒的⼈類學家，無論在學術制度的建立或 學術議題的開展上，都扮演創設或奠基的⾓⾊。三所從事⼈

類學研究和培育臺灣 ⼈類學⼈才的重要機構—中央研究院⺠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學⼈類學系所、 及國立清華⼤學⼈類學研究所—都因

他⻑期的關注與呵護⽽獲得⻑⾜的發展。 　　李先⽣是推動臺灣⼈文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的第⼀⼈，以⾏為科學的框架， 將⼈類學與社會

學、⼼理學、政治學和農業經濟學等學科結合，對臺灣⼈文社 會科學界的發展影響甚鉅。他的學術關懷跨越兩岸，亦是連結成⻑於⼀九四

九 年前的中國⺠族及考古學者與戰後受英美社會科學影響的⼈類學者的關鍵性⼈ 物。他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會」執⾏⻑與董事

⻑期間，更戮⼒將臺 灣學術界推展⾄國際舞臺。

　　李亦園先⽣⼀九三⼀年⽣於福建泉州，⼀九四八年來臺就讀臺灣⼤學， ⼀九五三年畢業於臺灣⼤學考古⼈類學系，為該系第⼀屆畢業

⽣。⼤學期間受 業於李濟、董作賓、⾼去尋、凌純聲，芮逸夫、衛惠林、陳紹馨等考古學、⺠ 族學名師，不僅承繼了強調⽥野調查的實證

學風，終⾝⾏事更深受這些師⻑⾝ 教的影響。

　　⼀九五五年，李先⽣隨業師凌純聲先⽣任職中央研究院⺠族學研究所（籌 備處），⼀九九八年退休，其間除⼀九五八⾄六○年間赴哈佛

⼤學深造獲⼈類 學碩⼠外，於⺠族學研究所歷任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出 任⺠族所副所⻑、所⻑；亦擔任中央研究院

總幹事、評議員、諮詢總會常務委 員等職務。李先⽣對學術研究的貢獻卓著，更於⼀九八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 ⼠之最⾼終⾝榮譽職。

　　李先⽣的研究主題包括物質文化、家族組織，擴及文化理論、比較宗教、 儀式象徵、神話傳說等，研究對象涵蓋臺灣南島⺠族、海外

華⼈及臺灣漢⼈社 會文化。發表著作等⾝，計有《⼀個移植的市鎮：⾺來亞華⼈市鎮⽣活的調查 研究、《信仰與文化》、《臺灣⼟著⺠族

的社會與文化》、《文化的圖像》、 《⼈類的視野》、《宗教與神話論集》及《⽥野圖像：我的⼈類學⽣涯》等專 書⼗三種；合著專書

《⾺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南澳的泰雅⼈：⺠族學 的⽥野調查研究》等五種；編著專書《中國⼈的性格：科際綜合性討論》、 《社

會及⾏為科學研究法》、《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等⼗⼆種；學術論文 ⼀百七⼗五篇，⼀般性論著⼆百五⼗⼀篇。其中《⽥野圖像：我的

⼈類學⽣ 涯》⼀書獲《聯合報》 「讀書⼈」⼀九九九年非文學類最佳書獎，以及《中央⽇報》「閱讀」⼗⼤好書榜。《中國⼈的性格：科

際綜合性討論》⼀書則於⼆○ ○九年獲選「東亞⼀百冊」經典書籍之⼀。

　　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作與院務服務之外，李先⽣⻑期以合聘⽅式任教 於臺灣多所⼤學，育才無數。⼀九六八⾄八三年間，任教於

國立臺灣⼤學⼈類 學系，開講數⾨膾炙⼈⼝的「熱⾨課」，如原始宗教、東南亞⺠族誌、應⽤⼈ 類學等，這些課⾄今仍為老「臺⼤⼈」所

津津樂道。李先⽣更積極教育後學， 培育新⽣代⼈類學家，許多⾄今活躍於臺、港、美的⼈類學者，如莊英章、徐 正光、黃應貴、黃樹

⺠、陳中⺠、吳燕和、陳祥⽔、許⽊柱、臧振華、胡台麗 等均在此時受教於李亦園先⽣。

　　⼀九八四年，李先⽣籌創國立清華⼤學「⼈文社會學院」，擔任創院院 ⻑，致⼒為這所傳統偏重於理⼯科的⼤學，注入⼈文學的素養

與社會科學的視 野，奠定了今⽇清華⼤學「⼈社院」⾃由學風的基礎。 　　⼀九八九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會」成立，李先⽣擔

任第⼀屆執 ⾏⻑⾄⼆○○⼀年。之後九年續任該會董事⻑。⼆⼗餘年的時間， 李先⽣成功 地維持該基⾦會「成熟⽽⾃主的學術機構」風

格，更透過經費補助與獎勵，⻑ 期推動國際漢學研究，成果斐然。

　　學術研究與⾏政教學⼯作之餘，李先⽣也是⼀位強調「入世」的⼈類學 者。⼀九六○⾄八○年代先⽣經常在報紙、雜誌上為文評析社會

文化現象，善 ⽤異文化進⾏對比，⼀貫地以理性、曉暢的字詞，展現知識份⼦的社會責任， 也提昇了⼈類學家與⼈類學知識的社會知名

度。李亦園先⽣作為⼈類學家的社 會聲望，臺灣⾄今少⼈能望其項背。

　　李先⽣⼀⽣成就斐然，其背後亦當歸功於李夫⼈劉時蒓女⼠之持家有成。 李先⽣⽣前好客，輒邀學⽣故舊回家便飯，李師⺟夫⼈則傾

⼒張羅，務使賓主 盡歡。夫妻結縭六⼗餘載，伉儷情深。李夫⼈相夫教⼦之餘，亦⻑期服務於教 育界，育有⼆女⼀⼦，均接受⾼等教育，

亦謹遵庭訓，從事教育文化⼯作。李 先⽣於遺囑中交待⼦女要：「保持傳統中國知識份⼦的胸懷氣度」。這句話也 正是李亦園先⽣⼀⽣的

寫照。

學術任職

中央研究院⺠族學研究所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55- 1998)、副所⻑(1968-71)、所⻑(1971-1977)、通信研究員(1998-

2017) 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1968-1970)

國立臺灣⼤學合聘副教授(1968-1977)、教授(1977-1983)、校聘講座教授 (1999)

國立清華⼤學合聘教授(1984-99)、⼈文社會學院院⻑(1984-90)、榮譽講座教 授(2001)

美國匹茨堡⼤學⼈類學系訪問教授（1980-1981）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會執⾏⻑(1989-2001)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會董事⻑(2001-2010)

學術榮譽

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第⼀屆1985-86、第⼆屆1987-88)



⺠國五⼗七年總統府保舉最優⼈員(1968)

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1984)

捷克查爾斯⼤學貢獻獎章(1994)

德國海德堡⼤學⼤學獎章(1996)

⾏政院文化獎(1998)

中華⺠國⼆等景星勳章(2000)

⼈類學⾼級論壇—新世紀⼈類學終⾝成就獎(2000)

法國巴黎梭邦(Sorbonne)⼤學榮譽博⼠(2001)

澳洲Griffith⼤學榮譽博⼠(2001)

國立清華⼤學榮譽文學博⼠(2004)

香港中文⼤學榮譽社會科學博⼠(2005)

國立臺灣⼤學名譽文學博⼠(2008)

其他經歷

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委員(1963-73) 、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委員 (1968-74)、《思與⾔》(創社) 編輯委員 (1963-84)、《中國論壇》編

輯委員 (1975-88)、⾏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委員(1976-92)、⾏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諮 議委員(1976-98)、中國⺠族學會理事⻑(1981-85)、臺灣

省宗教諮詢委員會委 員(1981-98)、僑務委員會委員(1981-84)、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84-2010)、蒙 藏委員會委員(1992-2001)、⾏政院教育改

⾰審議委員會委員(1994-96)、文化 建設委員會委員(1997-2002)、東海⼤學董事(1997-2001)、教育部學術審議委 員(1998-2001)、中央研究院

諮詢總會常務委員、中國飲食文化基⾦會董事、喜 ⾺拉雅研究發展基⾦會顧問、中華教育文化基⾦會董事、法⿎⼭基⾦會董事、 漢學研究

中⼼指導委員、慈濟⼤學⼈文社會學院諮議委員、國立⾃然科學博物 館籌備處顧問、國立⾃然科學博物館諮議委員、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諮議 委員、中華⺠國通識教育學會創會理事⻑

榮譽職務

香港中文⼤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諮議委員、香港科技⼤學⼈文社會學院諮詢委 員、新加坡南洋理⼯⼤學中國語文研究中⼼顧問、新加坡南洋

學報、東南亞研 究學報編輯顧問、⽇本福岡「亞洲文化獎」提名委員、捷克查爾斯⼤學「漢學 研究中⼼」顧問、中國⼈類學會榮譽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外華⼈研究中⼼ 學術顧問、北京⼤學社會研究與發展中⼼學術顧問、中央⺠族⼤學、國立華僑 ⼤學、⼭⻄⼤學、四川⼤

學、廣⻄⼤學、雲南⺠族⼤學名譽教授、暨南⼤學華 僑華⼈研究所客座教授、福建師⼤閩臺區域研究中⼼學術委員

中研院近史所《李亦園先⽣訪問紀錄》：清華⼈文社會學院的創建（1984－90）
　　1984年5⽉，我受聘為新⽵國立清華⼤學教授， 並開始籌備清⼤⼀個有關⼈文社會學科的新學院之建立。 同年8⽉1⽇⼈文社會學院正

式成立，我也就任這個新學院的⾸任院⻑， 直到1990年7⽉31⽇卸任，前後共六年(任期三年，得連任⼀次)。 卸任院⻑職務後則仍擔任⼈類

學研究所教授，⾄1999年⾃清華⼤學退休。 退休後，清⼤聘我為「俞國華講座教授」，2001年聘我為「榮譽講座教授」。 ⽇前，現任校⻑

徐遐⽣通知我，學校將授予我榮譽博⼠學位，肯定我對清華⼈文社會學院的奠基⼯作 (按：2003年6⽉SARS流⾏，學校末舉⾏畢業典禮，榮

譽學位贈予儀式改於2004年2⽉26⽇與⼈文社會學院成立廿週年慶典⼀併舉⾏)

　　到清華創辦⼈文社會學院時，我⼼中有⼀些願景和藍圖， 希望能將⼈社院規劃為⼀綜合性的學院，啟發清華的⼈文思想，進⽽使清華

成為⼀所⼩⽽美、具有共同精神的綜合⼤學。 就某些⽅⾯⽽⾔，我的理想是達成了，有⼀些具體的成績，但有些部分仍與我原來的理想有

段差距。 在這段時間，正逢台灣社會開始轉型，個⼈主義抬頭，舊有制度與觀念⾯臨新世代的挑戰， 我也遭遇到⼀些過去⾏政經驗中較罕

⾒的困難。整體⽽⾔，擔任清華⼈社院院⻑的六年期間，是我⽣命中⼀段正、負⾯交織的⼈⽣經歷。

詳全文

李亦園院⻑：「兼容並蓄，有容乃⼤」
院史三⼗年計畫：李亦園教授訪談逐字稿

時 間：2013.10.23 PM3: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李亦園教授宿舍

受訪⼈：李亦園 教授

提問⼈：張永堂 教授

參與⼈：張永堂、黃敦義、洪振凱

張永堂：李院⻑是清華⼈社院創院院⻑， ⽽且也是實際參與創院籌備⼯作的籌備委員。 本院明年是創立三⼗週年，現任蔡英俊院⻑希望藉

此機會編「⼈社院院史」， 蔡英俊院⻑要我做這事，因此李院⻑當然是被訪問對象。我們想藉此訪問瞭解您當初是⼀個怎麼樣的機緣， 參

與籌劃這個學院並擔任了⾸任院⻑；更重要的是您創辦⼈文社會學院的理念。 您把⼈文跟社會合在⼀起，稱為⼈文社會學院，這是台灣創

http://140.114.119.12/~epaper/411/files/a1.docx


舉，這個構想⼀定是有你的理念吧！ 當然也希望你能夠對這個院，已經⾛了三⼗年了，有什麼觀察跟未來的勉勵。今天主要談的主題⼤概

是這樣。 我們訪問後會把訪談稿再給你修正。

我們知道李院⻑已有《李亦園先⽣訪問記錄》（近代史研究所），其中第⼗⼆章是清華⼈文社會學院的創建（1984-90）。 這篇訪問稿很詳

細，我們想徵求您的同意，將來就放在今天訪問稿後⾯。因此今天的訪問可以輕鬆⼀點。

李亦園：我是1931出⽣的。⺠國20年。去清華是⺠國72年。 五⼗⼆歲，那時正壯年。台北有⼯作，⼜要到新⽵。那時早上六點多鐘就起來

搭⾞去新⽵。 那本書是訪問我半年，每個禮拜的禮拜四，訪問了我半年才出來的。關於清華的我主要的⼯作，這本裡⾯都很詳盡。

張永堂：第⼗⼆章寫得很詳細，我想這篇可以放到今天訪問稿後⾯好嗎？

李亦園：這當然，當然。因為他比較詳細，過去的事很多都忘了，都這麼久了，太久了。

詳全文

紅樓時期照片與李亦園院⻑⼿稿

1984李約瑟來訪(百齡堂)

1986-葉維廉、陳學霖教授來訪

http://140.114.119.12/~epaper/411/files/a3.docx


李亦園院⻑主持「蘭嶼文化⽣態研究計劃」⼩組成員赴蘭嶼作先期探索

1984.10.2李亦園院⻑演講

1986-余光中應邀⾄清華⼤學演講

1990-劉兆⽞校⻑蒞臨⼈社院歲末聯歡會

1986.6⼈社院舊館

1984李約瑟來訪(⼤禮堂)
1987-⽇本京都⼤學島⽥虔次教授蒞臨歷史所演講

1987-中研院全漢昇院⼠來訪



1986-葉維廉、陳學霖教授來訪 1987.6⼈社院舊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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