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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在大陸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第七屆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暨第二屆石壁客

家論壇」，其主要目的為發表論文「臺灣詔安客分布現況」進行客家主題學術交流，其

次是藉由參與客家論壇相關活動，瞭解兩岸在客家學術與民間交流方面的發展與交流

狀況，作為未來推動兩岸客家學術合作計畫之參考。本次論壇為期四天，其中核心活

動為二天，研究論壇僅其中半天，學術交流的比重較輕，民間交流成分較重。而大陸

舉辦此次客家論壇之用意除了串連世界各地客家人以達到客家族親聯誼的效果，但亦

有意藉由慎終追遠的傳統來強化兩岸血緣關係，使得本客家論壇摻入了大陸方面的政

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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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此次考察行程乃接受「第七屆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組委會」邀請前往大陸福建省三

明市寧化縣參加「第七屆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暨第二屆石壁客家論壇」（以下簡稱「客

家論壇」）並發表論文，並參與客家論壇相關活動（邀請函詳見圖 1）。本人此次接受邀

請之目的，乃為透過論文發表介紹本校客家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給予兩岸客家研究學者

知悉，並進行學術交流。此外，亦可透過參與客家論壇相關活動，瞭解兩岸在客家研

究與民間交流方面的發展與交流狀況，作為未來推動兩岸客家學術合作計畫之參考。 

二、過程 

（一）參與人員 

此次論壇活動的主辦單位除邀請臺灣客家研究學者以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民間客家社

團代表與成員。客家研究學者，除本人代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之外，尚

有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元智大學社政系與通識教育中心、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

產業研究所、屏東大學創意產業學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

研究員、澎湖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等多位教授、研究生參加；民間社團方面主要以「中

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為對口單位，該協會轄下各縣市分會均派員參加，包

含新北市、苗栗縣、臺中市、臺東縣、高雄市等。臺灣參與人員總計達 300 人。 

過去十餘年來，本人雖常有機會至大陸客家地區進行客家民居、聚落之調查研究，但

尚無機會參與客家方面的正式活動。此次參與客家論壇是首次至大陸參加以客家為主

題的正式活動，亦是首次親臨號稱「客家祖地」的寧化縣石壁鎮。 

（二）活動行程 

本次客家論壇共排定四天時間，第一天與最後一天大多用在臺灣斗六市與福建三明市

之間的往返交通，因此主要行程集中在第二天與第三天。第二天為主要的論壇活動與

開幕典禮，第三天為主辦單位舉辦的石壁客家祖地祭祖活動以及景點參訪活動。活動

行程可詳表 1。 

表 1 活動行程表 
時間 活動 地點 
10 月 13
日 
星期一 

上午 由臺中清泉崗機場搭機，至金門轉小三

通抵達廈門五通碼頭。 
臺中清泉崗機場 
金門尚義機場 
廈門五通碼頭 

下午 論壇主辦單位派車由廈門五通碼頭載運

臺灣與會來賓至三明市 
三明市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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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 
星期二 

上午 參觀客家三館及書畫展 世界客家中心展廳 
論壇分組研討 世界客家中心會議室 

下午 論壇開幕式 世界客家中心客家會堂 
論壇主旨演講 世界客家中心客家會堂 

晚上 客家風情文藝演出 世界客家中心客家會堂 
10 月 15
日 
星期三 

上午 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石壁客家祖地 
下午 進行客家傳統聚落建築調查 寧化縣方田鄉社背村 

10 月 16
日 
星期四 

上午 主辦單位派車由三明市接送臺灣與會學

者至廈門五通碼頭 
 

下午 廈門五通碼頭搭乘小三通航班至金門水

頭碼頭 
至金門尚義機場搭機至臺中清泉崗機場 
自行駕車返回斗六市 

 

（三）論壇分組研討 

本人此次發表論文標題為「臺灣詔安客分布現況」，內容分為幾部分，首先針對「詔安

客」一詞進行界定，其次回顧既有調查研究成果，第三部分則分為北、中、南、東四

部分介紹臺灣詔安客的分布與四分區主要詔安客姓氏組成與特色。此篇論文可以說簡

要說明臺灣詔安客的分布概況。 

本次論壇之論文徵集共有 200 篇左右投稿，僅錄取 69 篇論文（包含 19 篇臺灣學者提

出的論文）。研討共分為四組，每組 17-18 篇論文，每組發表時間僅有 2.5 小時，因此

分配到每篇論文口頭發表時間僅有 10 分鐘左右，因此時間相當緊湊。本人論文在論文

集中被歸類為「兩岸客家研究類」，分組研討時則被分配在第三組（分組研討場地詳見

圖 2）。由於論文集分類與研討分組並不一致，各場地除了發表者之外，並未開放其他

座位供學生、客家研究者參與，因此各組研討較沒有議題也沒有時間進行交流互動，

缺乏學術研討的功能，較為可惜。 

（四）論壇開幕式與主旨演講 

第二日（14 日）活除了第二天上午 2.5 小時進行學術論文研討之外，其餘活動多為客

家活動，以兩岸客家社團為主角。諸如第二日之論壇開幕式，由大陸方面的市級、縣

級黨政、社團領導、臺灣方面的對口社團理事長進行致詞，內容多半陳述客家精神、

客家鄉親聯誼在兩岸發展的重要性等等，各方行禮如儀（圖 3）。而主旨演講則由 6 位

兩岸學者、社團幹部、商界代表、大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進行簡短演講，內容包

含臺灣的天地會與義民信仰、客家人口遷徙歷程、客家主題博物館的文化經營與產業

化、寧化石壁鎮的文化觀光產業的發展與營造客家主題魅力、從全球人口遷徙史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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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遷徙的特殊性等等，課題雖以客家為主題，但內容十分多元。 

（五）石壁祖地祭祖 

第三日（15 日）之石壁祖地祭祖活動則為客家宗親活動，在石壁鎮客家祖地大陸本地、

臺灣、東南亞各國客家華僑等四千餘人共同與會（圖 4）。除主要的客家祭祖典禮以外，

進場時安排當地民俗表演活動，典禮後參觀各項客家與石壁文化展覽。祭祖與各項參

觀活動歷時二個小時結束。 

（六）聚落田野調查 

第三日下午主辦單位安排參觀當地景點天鵝洞，本人則對寧化縣傳統聚落與建築較感

興趣，因此獨自赴寧化縣城西南邊約 15 公里左右的方田鄉社背村進行田野調查。社背

村是明清時期建立的聚落（圖 5），目前該村尚餘 70 餘座大小民居、祠堂、寺廟，以及

寧化縣較為罕見的土堡。社背土堡（圖 6）又稱萬松青土樓，為方形土樓，規模較一般

熟知的南靖縣或永定土樓較小，僅兩層樓高，但一樓土牆卻超過一公尺，土牆僅一層

樓，故在土牆頂部即二樓高度做成「跑馬廊」，是二樓外圈用以防禦外敵攻擊的設施。

除了社背土堡以外，其餘傳統民居較為小型，均為二層樓高之單體建築物，平面格局

為矩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是純粹木造建築，其側面山牆可以清楚看出二

層穿斗式構造特徵；另一類為磚木混和式，此類民居背面與兩側大多為磚砌外牆，但

正立面可以分為磚砌或木構造板牆兩類。若為磚砌正立面，開口較有限制，若為木構

造板牆，開口較為靈活。但因社背村原有百餘戶人家居住，但因大環境社會經濟結構

改變，年輕人口外移至城市謀生，學齡兒童大多隨同父母移居城市，因此村內僅餘 15

戶，每戶大多為 1-2 名老人，即使是列為縣級保護文物的社背土堡都僅有一名老人居

住。在大部分住屋無人居住的情形下，社背村的傳統民居建築毀壞甚為嚴重。作為寧

化縣周邊代表性的傳統聚落而言，社背民居的毀損甚為可惜。 

三、心得 

此次參加客家論壇，主要心得有以下二點： 

1. 客家論壇正式活動為期二天，其中進行論文發表的時間僅有 2.5 小時，且缺乏學者

交流與討論時間，也未開放供學生、客家研究者參與。雖然主辦單位宣稱投稿本屆

論壇的論文達 200 篇左右，最後篩選出 69 篇論文，通過率僅 1/3。但從最後收錄於

論文集的論文內容與作者來看，大多是選取客家研究相關單位（包含學術與非學術

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的論文，論文水準並非其考量標準。故整個客家論壇的學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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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高，學術交流的成分亦低。故此次論壇可以說客家宗親、社團交流的意義大於

學術研討之意義。 

2. 在二天正式的活動中，論壇開幕式、論壇主旨演講、祖地祭祖大典等活動均有大陸

方面數名「領導」開場講話，內容十分冗長，除了陳述客家拓墾精神、客家血脈相

連之外，亦藉機宣揚中國與臺灣的不可分割的關係，使得客家論壇摻雜了不少的政

治性意圖。 

四、建議 

臺灣大力推動客家研究已經累積二十餘年經驗，尤其是近年在多所大學成立的客家學

院、客家相關系所、研究中心等，均以客家學術研究為主要目標，加上客家委員會透

入許多經費支持客家學術研究，臺灣的客家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均具有領先地位。這

些豐富的研究成果應該可以藉由國際性場合與世界各地客家研究者進行分享、交流。

此次參與客家論壇，深覺其學術成分不高，因此臺灣的研究成果並無法藉由客家論壇

呈現。因此建議客家委員會可以自行主辦或委託學術單位辦理國際性客家研究研討會，

打造純學術性的交流平台，並降低其民間交誼與政治意味，將可使臺灣取得國際客家

研究的帶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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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圖 1 論壇邀請函 圖 2 論壇分組研討（第三組） 

  
圖 3 論壇開幕式 圖 4 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圖 5 寧化縣方田鄉社背村 圖 6 寧化縣方田鄉社背村社背土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