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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瑪斯‧布瑞許（Thomas G. Burish）擔任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的

教務長，以下是他閱讀過紀事報先前針對全國頂尖大學研究經費分配

運用的調查後的投稿。 

處在科學及科技驅使的世界裡，我並不訝異人文學科僅被分配到

一小部分的研究經費，畢竟現在造福社會的主要重大突破都來自於自

然科學、醫學及工程專業，這些領域的儀器設施也所費不貲。無人主

張人文學科應該獲得與其他專業相同的資金。即便如此，在讀到以下

的調查結果時我仍頗感失望。 

「在 2016 年內，將超過 5%的研究發展經費撥給人文學科的學校，

排名前 50的公立大學中僅有兩所，而 50所私立非營利學校中有 19所。

而該年度 388 所學校申報的人文學科研究發展支出的中位數為 22 萬 4

千美元。」 

在展望被科技高度影響的未來時，這種程度的人文學科支出遠遠

不足。了解人文層面及其對未來科技的影響，例如自治系統、大數據

分析、人工智慧等，還有決定此類科技使用上的道德決定的需求達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開始面臨到何謂人的基本問題，很快地也必須

面對部分未來科技產物是否也享有類似人權的議題。 

在各式各樣科技帶來的難題中，隱私權、自由、平等、問責性只

是其中一部分，但是現今社會卻完全準備不足。在過去幾周我們已經

見證了需要我們暫緩發展的事件，包括亞歷桑納州半自動駕駛車輛的

行人致死意外、不當分享幾百萬人的個人資訊以期影響全體使用者的

道德事件。通常在這些例子中都是科技處於領先地迅速發展，而對人

類及社會影響的討論才尾隨追趕進度。 

即便我任教的聖母大學在私立大學中，人文學科研究發展支出排

名第二，但是我們應該要做的還有更多。就算在爭取研究經費時，在

證明人文學科的有形利益時極度困難，如果我們相信人文學科在探究



 

 

真相、人性本質、道德倫理決定的根本重要性，我們就應該要正面迎

向這道證明題。 

如果我們繼續減少人文學科的研究經費，則此學科將會被邊緣化，

導因於我們不當地假設人文學科不能有效地回應最新科技帶來的進步

與挑戰。人文學科既不對科技發展抱持反對態度，也不對此漠不關心。

兩者的發展應是相輔相成的，所以兩項領域均需要得到研究發展的支

持。 

當人文學科的價值在投資報酬率引導的制度下難以衡量時，人文

主義者要如何更精進發展？首先，學術界必須在討論以價值為基礎的

政策及社會議題時，更清楚地解釋人文學科的基礎價值及其扮演的角

色。其次，學生與學者在辨別人文學科在醫學、科技、創新產業的內

涵價值時必須通力合作。若我們困在人文學科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是無法被解釋的、是與日常生活和挑戰分離的老舊觀念裡，我們就辜

負了身為教育者對社會的責任。 

種種跡象顯示人文學科的價值及增長是可被佐證。美國藝術及科

學學會 2018 年的報告降低了長久以來減少人文學科支出的假設的影響。

報告指出人文學科畢業生獲得優良工作，不僅晉身管理階層，相比在

科技產業的同僚，他們對工作的滿意度也較高。 

是我們接受對人文學科投入更多經費的發展趨勢的時候了，否則

我們會因為不作為，及為人文學科發展落後科技而在最終付出更多。

人文學科是健全發展社會的基礎，失去了人文學科的支持，社會制度

會陷入巨大的危難。 

 

資料來源：2018年 04月 17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紀

事報》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y-We-Should-Spend-More-

on/243144?cid=wsingle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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