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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子堅教授為馬來西亞馬來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馬來西亞之華人社

群、馬來西亞、中國、東南亞一帶歷史。黃教授曾出版多本專書，如” Historical Sabah: 

The Wa”, “The Nguyen and Champa during 17th and 18th Century: A Study of Nguyen 

Foreign Relations” 及” Historical Sabah: The Chinese”，並曾至日本、英國及法國從事

東南亞史之研究。黃教授近期進行之研究計畫”The Hakkas of the West Coast of Sabah: 

a community in transformation”與本中心近期發展之重點計畫"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

有極大的相關性，故本中心擬邀請黃教授前來進行學術交流，相信對本中心及對黃

教授之研究計畫均有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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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此次來台，黃子堅教授積極參與本中心之季風亞洲計畫研究，除與計畫學者於12/10 

中午分享其研究計畫最新進度與研究方法之外，也於本中心開設之「季風亞洲與多

元文化研究專題」課程上，與對季風亞洲議題有興趣之清華人社院師生，進行了一

場智識上的深刻對話。 

 

二、 過程： 

2010 年 12 月 1 日，黃子堅教授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之邀請來訪， 
並於清華停留至 12 月 14 日。期間黃子堅教授在台參與之學術活動如下： 
12/3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舉辦之全球客家企業家論壇 
12/8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演講 
12/10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演講 
 
黃子堅教授於本中心開設之「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研究專題」課程上，分享主題為

「馬來西亞基督教巴色教會與沙巴州的客家族群」（演講摘要請詳見附件一），剖

析了沙巴州的華人族群認同，並聚焦於基督教巴色教會如何形成客家族群之認同。

黃教授的演講引起了清華研究基督教會史之學者相當大的迴響，並給修課學生豎立

了研究方法之模範。黃教授也由馬來西亞學界對季風亞洲議題相關之研究入手，向

清華人社的師生展示了星馬地區的歷史文化所蘊藏之豐富研究課題與資源，及季風

亞洲議題所富涵之研究潛力。 

 
黃子堅教授除參與本中心之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計畫之外，也與台灣客家學界有十

分深刻之互動。12 月3 日，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舉辦之全球客家企業化論壇，即邀請

黃子堅教授與台灣大學邱榮舉教授、兆豐銀行胡勝益先生、宏致電子公司袁万丁先

生與天成醫療體系張育美女士針對客家企業家社會責任之主題，進行圓桌論壇，現

場氣氛相當熱烈（議程請詳見附件二）。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簡美玲主任也本著學術交流之目的，邀請黃子堅教授於12 月

8 日前往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演講。黃教授與交大人社系師生分享的主題為「沙

巴的華人－卡達山（華卡）混血：東馬混血社群的華人性研究」（摘要請見附件三）；

黃教授嘗試就東馬混血社群如何在沙巴出現，華人對他們的認知及被接受為華人進

行討論，最後並將試著將沙巴州的這個社群建構出相對於華人的定位。該場演講得

到交大人社系師生很大的迴響。 

 

三、 心得與建議： 

此次黃子堅教授得以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邀請，來台訪問兩個星期，要

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補助。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在這兩星期之中，

提供了黃子堅教授合適的居住環境，與辦公及研究空間，希望黃子堅教授在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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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無後顧之憂，並專注於突破性之研究工作上。在研究方面，黃子堅教授也好好

利用了清華大學人社分館的館藏與資料庫，來印證與充實自己的研究；中心安排與

計畫學者的座談會，也使馬來西亞與台灣學界在季風亞洲議題方面的研究得到充分

之交流。我們相信黃子堅教授此行來台，無論對於黃教授本人以及對於清華人社學

界，都具有非常大的助益。今後也希望能增加星馬地區學者訪台之機會，以增加台

灣學界與東南亞等地接觸之機會，進而提升學術研究之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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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演講題目：馬來西亞基督教巴色教會與沙巴州的客家族群 

演講時間：99 年12 月10 日9：00-10：00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會議室 

講者：馬來亞大學歷史系教授 黃子堅教授 

摘要： 

早在1881 年英國於北婆羅洲建立渣打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之前華人已出現在此。早期的華人是從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和南菲律賓來的商人，與當地土著有商業往來。就在渣打公司政權建立之後，華 

人開始大量進入沙巴，20 世紀之初，華人社群已然成為沙巴的固定成員。在沙 

巴的華人社群至少包含了五個方言群：客家、廣東、福建、潮州以及海南。其中 

最大的社群是客家人，2000 年就占了全沙巴華人人口的58%。由於人數眾多，客 

語成為沙巴華人社群的通用語。這并非尋常的現象，在馬來西亞其他地方或是東 

南亞地區從沒出現過類似的例子。人數的優勢決定了客語成為沙巴主要的華人語 

言。此報告將會探討巴色教會如何塑造客家認同。首先透過巴色差會和1881 至 

1946 年間統治沙巴，同時也是此地第一個現代化行政政權的北婆羅洲公司，籍 

此來追溯客家認同與教堂間的歷史連結。接著經由批判並分析不同的意涵，來理 

解巴色教會在形塑客家認同過程中是如何運作。最后，此報告會討論巴色教會在 

維持客家根源（或認同）時所面臨的挑戰，這樣的改變將大大的重塑客家以及華 

人社群。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家科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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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沙巴的華人－卡達山（華卡）混血：東馬混血社群的華人性研究 

演講者：黃子堅教授 (馬來亞大學歷史系) 

地點：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6室 

時間：2010 年12 月8 日（星期三）12:00~14:00  

 

講題摘要 

十九世紀，大量中國移民遷至沙巴西海岸。這些新抵達的社群與當地土著有所接 

觸。中國移民不可避免與當地土著通婚，形成沙巴西海岸華－卡混血社群。這些 

社群的轉變歸因於堅持華人文化及吸納當地文化的角力──通常，到最後都是母 

親的文化得於保存。這就是為什麼這些社群擁有華人姓名，但只保存了極少的華 

人性。事實上，到了1930 年代，在這些社群之中，華人－土著與華人之間產生 

了認同的角力，這項角力的結果是導致1953 年卡達山協會(Society of Kadazan)的 

成立。這個協會擁護這個新社群的權益，視自己為原住民權益的維護者，並把華 

人視為侵占他們權益的族群。然而，在一、兩代之前，這社群是華人與土著通婚 

的結晶。這篇論文將探討沙巴華人－土著社群的發展，並回答他們在於文化實踐 

上的選擇。這篇論文將嘗試回答這些新社群如何在沙巴出現，華人對他們的認知 

及被接受為華人。最後，這篇論文將試著為沙巴州的這個社群，相對於華人的定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