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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宜憲

文｜黃季
平（政大

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

主任）

聽到宜憲
意外身亡

，驚訝不
已，會算

命的他，

不知道是
否算到這

個劫數？

因為宜憲
的不羈與

灑脫，

總是留給
大家很鮮

明的形象
，

但是，每
次看到他

露出寂寥
的苦笑，

我知道他
是個寂寞

的人。

寂寞沒有
人知道他

的理想、

寂寞沒有
人知道他

的渴望、

寂寞沒有
人知道他

的溫柔、

寂寞沒有
人知道他

的心靈。

願宜憲能
在另一個

世界找到
懂他的人

，不再寂
寞。

是才是士是奇人──李宜憲 
才であり士であり奇人である──李宜憲
In Memory of a Talent, a Literati, and a Legend: Dr. LI Gi-hian

文．圖︱林修澈（政大名譽教授）、伊萬．納威 Iwan Nawi（考試院考試委員）、陳俊男（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南科館管理中心副研究員）、黃季平（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黃芝勤（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

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重志（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董事、政大民族學系校友）

李宜憲
是成大歷史系學士碩士、政

大民族系博士。得碩士學位

後，在花蓮四維中學任教。噶瑪蘭族民族認定

成功，在新社國小舉行慶祝會，李宜憲倚在牆

邊獨自抽煙裊裊，見我過來，急忙熄煙，趨前

鞠躬。他身上固有煙味，卻也有學問味。我趁

聊興正盛，順口一問要不要到政大民族系念博

士班。當時他只是微笑，不意立即行動來報

考。放榜錄取後，他竟辭去教職專心唸書，如

此真性情灑脫。當時原民中心適承辦「原教

界」雜誌，敦請他擔任創刊號主編，結果發現

他詳知東部卻寡聞原民，在多人幫助之下編完

一期即懇辭。博士論文選在日本時代東台灣，

寫『東台灣日本統治體制的建立與原住民的民

族發展』，這是將日本統治體制與原民民族發

展結合在一起，立題新穎，可是撰寫不易，戰

前日本語文獻蒐集與閱讀並非易事，論文撰寫

屢遇瓶頸。月曜夜論文班上，苦悶不止他一
人，雖然苦悶程度不一，卻也人人同病相憐。

在唉聲嘆氣到氣壓低迷時，大家就敦請他唱

歌。他站起來，有板有眼地唱起演歌流行歌，

用低沉的聲音，將男子漢的窮途哀鳴，沁入人

心，發出共鳴。他坦然接受Ozisan的稱呼，常

常用寂寥歌聲安慰大家苦悶的心情，也鼓舞大

家繼續寫論文的勇氣。慢工出細活，終於通過

口試，熬成博士。春風滿面再踏入教室，同樣

的姿勢同樣的歌曲，咦，原來的蒼涼味道不見

了，眾人為之愕然，原來心境與歌曲是相連

的。他買一塊地，想躬耕自得。騎autoby，來

回家與田地。一日竟自撞電線桿而亡。不知是

否死得其所其時其願，但知是才是士是奇人。

乃師我，如此認為。

李宜憲。

是才是士是奇人──李宜憲

博士班民族學專
題研究課堂 歐吉桑——宜憲學

長

文｜伊萬．納
威 Iwan Nawi（考試院考試委員

）

當年因緣際會
，在豐濱鄉港

口部落，財團

法人原住民文
教基金會為舉

辦一場阿美族
在地

歷史的港口事
件座談會而相

識。再次相見
，是

進入政大民族
學系博士班，

我們都是林修
澈老

師指導的學生
，歐吉桑學長

總是本班極少
能與

林師對話的學
長，讓我們後

學都忘塵莫及
，歐

吉桑成為我們
仿效勇於分析

、評論的典範
。時

而情緒高漲，
時而低落，林

師總能在恰好
時

機，請歐吉桑
學長唱歌，紓

解報告時緊張
情緒

和氣氛，而您
總是選擇比您

還老的歌——
日

文、台灣台語
歌，用您充滿

滄桑的嗓音傳
頌

著，我若也能
耳熟，也會跟

著歐吉桑學長
哼唱

起來，紓解「心
事無人知」的窘

境。

初聞，您離世
的事實，一時

之間還不能自

己，您依然像
極了古人，不

吭不響的離開
人世

間⋯，頓時，
腦海裡充滿著

課堂時的點點
滴

滴，歌聲繚繞著
⋯，與您吞雲吐

霧的身影⋯。

台灣史的百科全書──李宜憲老師
文｜陳俊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館管理中心
副研究員）

剛開始接觸李宜憲老師時，
身上的濃稠的菸味對於我這個鼻子敏感又不吸
菸的人來說，

甚為難耐。

然而每每聽著李老師講解臺灣歷史，
特別是有關東部地區時，
早已忘卻不適，

只專注在李老師對於這些史料獨特又令人敬佩
的詮釋，

對於原住民的歷史紀錄，
他不會一昧的讚美，
而是實事求是，

有時聽來很刺耳，

但卻是真實的，

這樣的見解，

也讓我對於臺灣歷史有著豁然開朗的領悟。
他的研究精神，

常存在我的內心。

台灣原民研究會東京居酒屋聚會，李宜憲（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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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閱讀本期《原教界》。本刊是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雜誌，內容涵蓋原住民

族教育之最新情報、政策評論、校園報導、會議訊息、新書評介等，為原住民族教育

工作者及研究者提供新知識與新趨勢，已發行18年共109期，並已全文上網（查「政
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或「ALCD」）。

歡迎您上網提供對本刊的具體建議，以做為未來編輯參考。

手機掃描QR CODE    填寫「讀者回函」

是才是士是奇人──李宜憲

收件人：宜憲學長

文｜黃芝勤（國立空中大學生
活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長：

還記得每回邀請您參加林家花園
的期末聚餐，

您總是毫不猶豫地答應。想到您
必須從花蓮千里迢

迢的到政大與我們相聚，這樣的
精神讓我們十分敬

佩。特別是您用流利的河洛話，
對每個討論議題提

出您的個人見解，每每都令人耳
目一新。

猶然記得我利用花蓮授課的空檔
，前往學長家

中拜訪。拜訪過程中相談甚歡，
您還熱情地分享上

午看股票及下午巡菜園的開心情
景。儘管有種懷才

不遇的感概，但您還是鼓勵著學
妹，保持初心做自

己喜歡的事情並享受人生。那次
提到我要帶老寶貝

們到台東遊玩，您也要從花蓮
來和我們會合的約

定，卻因為疫情的關係讓我們無
法在台東相遇。

今日用此文懷念您，感謝您的陪
伴，帶給大家

獨特的宜憲風格見解與歡笑。我
們林家花園的大學

長永別了。謝謝您！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97級

學妹 黃芝勤 2023.2.25.

狂乎？狷乎？──懷念宜憲學長
文｜李重志（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董事、政大民族學系校友）

如果有所謂既狂且狷者，那必也宜憲乎！

同學們都說宜憲學長狂，他自己也頗得意，滿腹才學的他自是不慣城市的紛擾，回到花蓮耕讀寫作，孤芳自賞。近年來更是用心在台語的審音工作，卻可惜英年中阻。

宜憲年雖不老卻是個老古錐。一年，老師帶我們同門遠征東京外國語大學發表論文；在餐廳，他硬要以日語向店員詢問廁所べんじょ在哪？年輕店員一臉茫然，學長又急又用力解釋，我連忙搶上前叫：トイレ！店員趕緊伸手指路，天啊！這是江戶時代鑽出來的人嗎？
愛唱演歌尤其是北國之春的宜憲，唱完還好發高論，針貶時事人物，鞭辟入裡，快意恩仇，出手重鹹勢狠，不亦爽乎！連走的時候也不拖泥帶水，想必宜憲現在正瀟灑地吟唱千風之歌吧？也好，甚好，此後無病無痛，希望你一切都很好。

京都嵐山渡月橋前，李宜憲坐於人行道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