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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書探討蘭嶼達悟族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以及精神失序者的疾病歷程、主觀經驗與日常
的社會文化處境，主要分析焦點在於社會變遷所形塑的文化建構、現代醫療與疾病受苦的相互關係。

全書分兩個部分，第一部重點是分析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結構根源，並回應生物基因論、環境論
、建構論三個對精神失序的研究取徑，對本體的預設、認識論不同的立場，釐清各自的貢獻與限制。
全書延續建構論的基本洞見，結合「社會受苦」的概念，避免淪入相對主義，以探究達悟族所面對的
快速社會變遷與精神失序的關係。
第二部主要是回應既有文獻對文化「本質性」與文化「同質性」的不當假設，進而從社會變遷的分析
角度，探討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現代精神醫療在處理精神失序上的可能定位與限制。

作者經過長達八年深入的民族誌田野觀察，接近達悟族人當代的生活世界與受苦經驗，同時輔以各種
文獻資料，清楚的分析出達悟族人長久的歷史處境與其當代命運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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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友月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

曾獲台灣社會學會雙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
2004-2005年獲教育部公費獎學金，赴美國哈佛醫學院社會醫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Medicine, Harvard
Medical School)訪問研究。
2007-2008年獲國科會專案擴增留學獎學金，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系與科學研究中
心(Science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從事博士後研究。

主要研究專長為醫療社會學、文化社會學、質性研究、影像與社會介入，研究興趣在於身體、病痛經
驗、死亡與社會、跨文化精神醫學、基因研究與族群政治、理性化與現代性。
曾導演「病房85033」，為台灣第一部探討醫療糾紛的紀錄片，在多項影展參展並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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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一、 導論
二、 問題緣起：晚近青壯世代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

（一） 基因角度的理解
（二） 社會變遷下的家庭解組與社會失序
（三） 精神失序者的社會文化處境
三、 研究方法
（一） 紮根式的民族誌
（二） 田野研究步驟
（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
四、 分析架構
五、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一、 精神失序病因源不同的研究取徑
（一） 生物基因論
（二） 環境論
（三） 建構論
二、 嘗試超越相對主義
（一） 少數族群精神失序的多重受苦形式與「社會受苦」概念
（二） 將精神失序視為一種「現象的實體」
三、 醫療化的限制、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醫學的定位及出路
（一） 精神失序醫療化的限制
（二） 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醫學的交會
第一部 達悟精神失序的社會根源
第三章　現代性、遷移與精神失序
一、 前言
二、 達悟族遷移台灣的歷史特殊性
三、 遷移、世代與認同轉變
四、 升學是向上流動或壓力來源？

五、 求職謀生的挫折
（一） 被迫捲入台灣勞動市場的邊陲
（二） 不斷地在底層勞動市場橫向流動
（三） 家屋改建與過客性來回遷移
（四） 沒辦法存錢？

六、 族群接觸下的憤恨與創傷
七、 傳統親屬連帶的弱化
八、 個人成就與結構困境的雙重束縛
九、 結論
第四章　家庭功能失調與精神失序
一、 前言
二、 傳統達悟文化理想的家
（二） 一個家族 as so in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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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屋asa ka vahay
三、 變調的家：十個家庭的現實
四、 變調的家：家庭功能失調的各種面向
（一） 經濟模式改變弱化家庭支持功能
（二） 貧窮、自卑與未完成的家屋
（三） 親密關係的變革
五、 結論
第五章　酒、失業與自我認同混亂
一、 前言
二、 達悟族飲酒的歷史脈絡
三、 酒、失業與社會失序
四、 酗酒、認同混亂與世界觀錯亂
五、 達悟族的「解酒基因」與污名
六、 結論
第二部 精神失序者的社會文化處境與生活經驗
第六章　達悟社會文化與不正常的人
一、 前言
二、 達悟傳統：這不是生病
（一） 達悟傳統的語彙
（二） 巫醫的驅鬼儀式
三、 基督宗教的詮譯系統與處理方式
（一） 西方宗教的傳入
（二） 宗教的治療儀式
四、 現代精神醫學傳入蘭嶼
（一） 現代精神醫學的知識系統
（二） 現代精神醫學的治療模式
五、 三個典範的並存與衝突
（一） 任一典範下都是不正常
（二） 任一典範下都具有污名
（三） 三個典範的交錯
六、 結論
第七章　世代、部落與疾病歷程
一、 前言
二、 去機構化的天然社區
（一） 大自然、非工業化的環境
（二） 生計經濟、貨幣與疾病歷程
（三） 親屬連帶與部落的支持網絡
三、 變遷中的部落
（一） 歧視、偏見與剝削
（二） 生計經濟與自我期許的衝突
四、 轉型中的現代生活與精神醫學
（一） 現代精神診斷下的精神病人
（二） 機構化治療vs.家人照顧的問題
（三） 符合現代生活標準的正常人
五、 結論
第八章　現代性、精神醫學與自我認同的轉變
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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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裂與異樣的自我
三、 現代性、病識感與自我認同
四、 未來部落的本土療癒機制
（一） 傳統達悟文化
（二） 基督宗教
（三） 現代精神醫學
五、 結論
第九章　結論
一、 發現與論點
（一）理解達悟族精神失序的根源
（二）「精神疾病」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
（三）面對現代性與社會變遷
二、方法與反省
（一）問題意識與資料蒐集的方法與方法論
（二）漢人研究者與原住民被研究者
三、定位與實踐
蘭嶼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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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三個典範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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