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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的名稱乃是全球客家計畫，在華人世界裡面，能夠以族群名義招集全

世界的鄉親一同進行世界性集會，且歷時超過四十年者，就只有世界客屬懇親大

會，因此緣故，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便可說是全球客家的具體浮現，對於世客會的

實質研究，就是進行全球客家的研究。由於該會議承辦國家頗多，在時間與經費

的限制之下，本計畫決定選擇較為鄰近且活躍的東南亞國家（印尼）作為訪問對

象，而印尼的客屬協會之所以與眾不同，乃因為透過此種國際性活動之辦理，可

以讓印尼政府看見華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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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世客會）是「全球客家」的具體呈現，印尼客屬總公會、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與印尼梅州會館曾舉辦第 15 屆世客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則

曾承辦第 26 屆世客會，為了瞭解印尼承辦世客會的經歷，並蒐集世客會的相關

檔案資料，本研究團隊計畫前往該國世客會承辦單位進行交流。 

 

二、 過程 

（一） 訪問過程簡述 

    抵達印尼的第二天早上前往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分別與雅加達客屬聯誼會

以及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的諸位幹部進行會談，了解這兩個社團的運作方式，並取

得兩會的多本重要刊物，中午接受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的午宴接待。 

    接著，第三天前往位於雅加達郊區的印尼縮影公園，園區十分廣大，共參觀

三個館，分別是：孔教館、介紹印尼特色的 IMAX 館，以及印尼客家博物館。 

    第四天早上參訪印尼梅州會館，了解該會館的歷史發展，並受贈梅州會館會

訊以及特刊數本，同時獲邀參與座談，與會人士除該會人士之外，還包括嘉應大

學的教授與香港客家文化協會的會長。晚間獲邀參與華人慈善晚宴，欣賞印尼梅

州會館竹筒樂團與印尼梅州合唱團的表演。 

     

（二） 具體行程內容 

星期二早上搭機前往印尼雅加達，由於印尼雅加達乃是世界上塞車狀況最嚴

重的城市，大眾運輸的設計也不夠完善（地鐵仍在興建中，完工時間不確定，但

塞車狀況因此顯得更為嚴重），因此依據網路資料所提供的資訊，在印尼市區的

交通往來，決定選擇當地最獲信賴的計程車（Blue Bird）作為交通工具，基本上，

除了由機場前往旅店的高速公路路段沒有塞車之外，其餘的交通路段都是塞車狀

況嚴重，且高速公路路段塞車狀況更為嚴重，儘管情況確實如此，卻沒有看到任

何車禍情形出現，因此可以說是雅加達居民應該都已經習慣此種「亂中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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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生活。此外，印尼居民的英語能力普遍不足，溝通方面不是很容易。 

第二天早上由旅店步行前往由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參訪，由於居住的旅店乃是

由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秘書長袁霓代訂，因此距離客屬聯誼總會不遠，不過由於不

甚熟悉且與當地人溝通不易的情況下，耗費了頗多時間才到達會址。到達會所之

後，會所的重要人員幾乎全數出席，可以了解該單位對於此次會談的重視程度。

經交談後可知，印尼客屬團體普遍有青黃不接的狀況出現，非常需要年輕一輩的

新手接棒，因此緣故，他們近來正忙碌於客家阿哥阿妹的選拔活動，期望可以藉

此發掘有意願承續客家文化的年輕人。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與雅加達客屬聯誼會分

屬同一棟大樓的不同樓層，人員雖有重疊的地方，不過卻是印尼推展客屬文化最

有力的群體。這個客家群體共有三大發展目標要達成，分別是印尼客家博物館、

印尼華人電視台，以及印尼客家大學。第一個目標已經達成，且讓印尼客屬團體

在東南亞地區取得特別的矚目，畢竟這是東南亞地區第一個客家博物館。第二個

目標目前已經接近完成的地步，而客家大學的想法，目前也在積極籌畫中。由於

這三個宏大目標都是由客屬單位自立完成，因此讓人十分佩服印尼客家人對於客

家文化的堅持與投入。目前該單位已經有國中小與高中的學校，若加上客家大學

的設立，就可以看出「耕讀傳家」客家精神在這個地方的體現。 

 

與印尼客聯的成員合影 印尼客聯與雅加達客聯會館影像 

第三天前往印尼縮影公園是由印尼前總統蘇哈托的夫人設立，縮影公園的想

法類似臺灣的小人國。不過，由於縮影公園非常巨大，通常出入都是由參觀者搭

乘轎車或騎乘摩托車出入於園區。由於縮影公園範圍廣闊，幾乎把印尼各州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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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築都規劃入一個參觀園區，且是用原吋大小的規格進行園區規劃，因此每個

園區都可以達到類似博物館的功能。由於園區廣大，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我先

選擇以紀念孔子的為主題的孔教園區參觀（儒家在印尼被視為第五大教，即孔

教），其次參觀 IMAX 館，該館播放介紹印尼文化歷史特色的影片，有助於了解

印尼文化的特殊性。最後，我到縮影公園中華文化園區的客家博物館進行參訪，

了解客家族群在印尼的發展經過。讓人佩服的是，客家博物館乃是由印尼客家族

群獨立募資完成興建工作，而園區三樓對於印尼客家名人的簡介大小，恰好也指

出個別印尼客屬人士對於客家博物館的挹注大小。 

印尼客家博物館影像 印尼縮影公園孔廟影像 

第四天早上獲邀參與雅加達客屬聯誼會的學術交流活動，參與成員有嘉應客

家學院的副院長與香港客家文化協會的會長，會中主要討論印尼客家族群與境外

大學的可能合作方式。實際上，中國嘉應大學兩年前就已經與該群體討論過合作

的可能性，卻沒有促成實質學生交流的案例出現。由於嘉應大學地屬梅州，而印

尼客家族群的先祖大多出自於梅州，因此該會認為嘉應大學乃是不錯的學習地

點，可以同時學會普通話與客家話。會後接著參訪印尼梅州會館，了解該會館的

實質運作方式(例如說樂團的練習方式)，並取得頗多的相關資料與文獻。晚間獲

邀參加印尼華人群體舉辦的慈善晚會，會中就有印尼梅州合唱團與竹筒樂團的演

出，親身體驗這兩個夙負盛名的客屬樂團的現場演出。實質上，這兩個群體經常

代表印尼客屬群體到海外交流，知名度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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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梅州合唱團慈善演出 印尼梅州竹筒樂團慈善演出 

雅加達雖然是印尼首善之都，卻是一個交通擁擠環境有點不夠整潔的都會，

下雨之後會有泥濘情況出現。這裡的客家族群十分好客，會一直邀請來訪者參加

各種活動，也讓印尼的客家族群在東南亞顯得獨樹一格。早餐之後，搭乘 blue bird

計程車前往機場，乘坐五個半小時之後回到臺北。 

 

三、心得及建議 

印尼的客屬團體，印尼客屬聯誼總會與雅加達客屬聯誼會乃是兩個最重要的

客屬團體，由於這兩個群體並沒大學教師與會，因此與學術界的交流就顯得頗為

重要，應該加強未來的交流活動。由於嘉應大學已經於兩年前來進行學術交流活

動，建議交大客院也可以進行交流，未來甚至可以進行遠距教學的互動教學方

式，也可以提前參與未來印尼客家大學的雙邊學術合作關係。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的社會科學研究能量頗高，若能強化客家學術的大學品牌，對東南亞的客家族群

應該會頗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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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相關報導與攜回資料清單 

（一）相關報導 

 

印尼客屬聯誼會、雅加達客屬聯誼會及印尼梅州會館代表于 12 月 11 日（週

五）在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秘書處熱烈歡迎梅州市嘉應學院客家調研團來訪印尼。

由於他們覺得印尼客家歷史非常豐富及感到興致，因此他們直接到印尼來繼承一

些關於印尼客家歷史的基本資料，以及要和印尼客家分會進行交流及建立合作關

係。 

本次座談會由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副主席丘昌仁、雅加達客屬聯誼會代表張和

然、楊健昌、印尼客家博物館代表李世鐮、印尼梅州會館副秘書長李南生、梅州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肖文評副院長及夥伴、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林文映會長、國立交

通大學代表黃信洋婦女及其他參加者蒞臨主席。 

印尼客屬聯誼會副主席丘昌仁在座談會上向來自梅州、香港、和臺灣研究員

表示謝意及歡迎來到雅加達說：“我們估計在印尼的客家人占 800 萬左右，也成

立了 50 多個客屬分會，我們也正在做客家網路，所以通過此管道我們能夠互相

交流和保持聯繫。” 

肖文評博士希望通過次座談會能夠更多的溝通，並可以更多的瞭解及繼承客

家華人華僑在印尼的歷史。因為他在 2012 年前去過棉蘭、泗水、坤甸等城市，

發現非常豐富的客家文化，這使他對印尼客家的華人華僑歷史感到興趣。 

林文映會長說：“我在香港也正在研究客家文化，香港有 720 多萬人口，客

家人占 200 多萬人香港本次就是客家人地方，現在大家都在研究客家文化，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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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不開香港。” 

若與其他印尼華人的歷史相比，印尼客家人的歷史才 1500 年以上。 

李世鐮先生稱，非去不可在印尼的三個城市是邦加、勿裡洞、亞齊和坤甸，

因為其他地方就比較多閩南人。 

蕭文評博士稱，希望可以通過印尼客屬聯誼總會開始、集成並傳承客家文化。 

 

（二）攜回資料清單 

書名 發行單位 

世界客屬第 26 屆懇親大會會刊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 

世界客屬第 26 屆懇親大會紀念特刊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 

世界客屬第 26 屆懇親大會國際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第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紀念特刊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 

雅加達客屬聯誼會成立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雅加達客屬聯誼會 

印尼梅州會館會訊第 33,35,36 期 印尼梅州會館 

印尼梅州合唱團十週年印尼梅州竹筒樂團五週年紀念特刊 印尼梅州會館 

印尼梅州會館成立十週年紀念暨第四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特刊 印尼梅州會館 

印華客家（雅加達客屬聯誼會暨青年團季刊第一期）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 

印華文友 印華作協 

共十二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