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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參觀訪問行程前後共五日（2017/4/7-4/11）。在過去所進行的日本客家研

究基礎上，本次參觀訪問最重要的目標共有三個：首先是，拜訪日本大阪的國立

民族學博物館，討論合作與交流事項。其次是，訪問兩個日本客家社團，補充過

去日本客家研究之不足，這兩個客家社團是關西崇正會和東京崇正公會，此行參

加了兩個社團的年度懇親大會。第三是，參訪日本新潟地區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

祭展區，並訪問相關人員，作為思索客家浪漫臺三線計畫的參考。時間非常短，

但是分別都有一些心得與成績。請參考正文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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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如前述摘要所列，本參觀訪問最重要的對象共有三個：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關西崇正會和東京崇正公會，以及新潟地區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展區。 

（一）參訪大阪民族學博物館，協同客家委員會主委及客發中心主任了解該館的

蒐藏、展示及運作，特別是和大學合作的模式，研究與展示的關係等等。

最重要的是三方共同討論今年開始舉行的博物館與客家工作坊。 

（二）第二個主要目的是參加日本大阪關西崇正會和日東京崇正公會的年度懇

親大會，由於日本客家人並沒有像臺灣或東南亞那樣的客家人口集中居住

的客家村落，平常不容易看到日本的客家人及其活動，一般說來舉辦懇親

大會之時，能夠看到許多重要的日本客家領袖。參加這次活動，預期在現

場接觸到兩地客家社群的關鍵人物，以及瞭解兩個客家社團的社會網絡關

係，此行我們發現有許多臺灣的客家團體前來參加，例如客家委員會、新

北市、桃園市以及新竹縣的客家事務單位，都有派人參加，此外我們也發

現一些東南亞客家團體也相當踴躍出席這個活動。現場的觀察、資訊的交

換、相關材料的蒐集，有助於思考日本客家研究的發展。 

（三）此行還有一個目的是通過對日本大地藝術祭區域的現場觀察，以及相關人

員的訪問，希望有助於思考浪漫臺三線相關研究的深化。兩國都有因為人

口外移而留下來的「里山」，活化這些地區的社會文化經濟，留下當地人

口或者促進青年返鄉，共創優質生活的條件，該地社區發展工作者已經累

積了一些成果，不論是美術館的成立與經營、NGO 團體的運作與募款，

或者是老屋生活方式的展示與說明、地區生態特色的研究與展示和解說

（教育），都是經營浪漫臺三線可以參考的一種做法。其中最有趣的一部

分是關於被放棄的小學的空間之活化與再利用，有一個個案是改造成為青

年旅館，在臺灣的臺三線上，這些被放棄的小學的空間，似乎也可以朝著

相似的方向來經營，或者是發展成創意中心、民間的森林小學等學習資源

中心，是活化這個地區的重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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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行程軌跡紀錄 

本次交流與參訪行程主要停留三個地方，大阪（4/7）、東京（4/8）和新潟（4/10），

三段主要路線的行程軌跡記錄如下（圖一、圖二、圖三）。 

  

圖一：4 月 7 日 下圖為大阪關西國

際機場至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之

路線軌跡圖。 

圖三：4 月 10 日東京至新潟越後妻

有大地藝術祭展區 

 

圖二：4 月 8 日新大阪車站到東京之路線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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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考察行程表 

4 月 7-11 之交流、考察行程表請見表一（日本參觀訪問行程表）。 

表一：日本參觀訪問行程表 

日期 行程/地點 內容說明 備註 

4月7日（五）    桃園－大阪 

參訪「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

館」。 

 

討論客家文化學院博士班共同

培育計畫，以及交通大學、客家

委員會、大阪民族學博物館合作

交流計劃。 

夜宿大阪北濱布萊頓都市飯店。

（伏見町 1-1, 大阪市中央區, 大

阪） 

TEL: +81-6-6223-7771 

Fax: +81-6-6223-7666） 

 

拜會人員：河合洋尚（研究部助

教授）及副館長。 

4月8日（六） 
大阪－東京 

 

參觀考察「關西崇正會第 50 屆

懇親大會暨世界客屬總會日本

支部年會」。 

 

會場：大東洋酒店（大阪市北區

中崎西 2-1-9） 

夜宿東京國町村會館（東京千代

田区永田町 1-11-35   

TEL03-3581-6767  

FAX.03-3581-0220） 

拜會人員：關西崇正會 陳荊芳會

長、關西崇正會 劉宏成幹事長、

大阪中華總會 洪勝信會長、關西

崇正會桐島（陳）邦暉 

4月9日（日） 東京 

參觀考察「東京崇正公會第 50

屆會員懇親大會」。 

 

會場：東京帝國大飯店，本館 3F 

住宿：同前一日 

拜會人員：東京崇正公會：劉德

寬會長、總幹事林鍾貞蓮、副會

長 劉南強、副會長 古美珠 

4 月 10 日

（一） 
東京－新潟 

參訪越後妻有里山現代美術

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展區松

代農舞台、鄉土資料館及森之學

校。 

夜宿新潟松之山温泉 ひなの宿

ちとせ（〒942-1432 新潟県十日

町市松之山湯本 49-1） 

TEL:025-596-2525 

FAX025-596-2117 

拜會人員：越後妻有里山現代美

術館館長原先生（創館人-原廣司

先生之子，同時兼大地藝術祭策

展人）。 

4 月 11 日

（二） 

新潟－東京

－桃園 

返程，順道參觀光之屋、小學改

造青年旅館。 
東京成田（第二航站）－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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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活動照片記錄 

 

圖四：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留言 

 
圖五：大阪的關西崇正會等懇親大會現場 

 
圖六：東京的東京崇正公會等懇親大會現場 

 

圖七：在越後妻有里山現代美術館訪問館長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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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1.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交流 

拜會民族學博物館副館長關雄二教授、河合洋尚教授等，並參訪民族學

博物館的展覽。 

A. 與臺灣客家園區的關係：本館曾經是用來思考客家委員會苗栗園區的

對照組，雖然在規模上或組織的規劃上並不相同。該館為 1974 年國

立學校設置法（法律）、國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組織營運規則（命令），

屬文部省大學學術局管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Minpaku）為文化人

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其研究成果透過陳列供參觀外，

還向大學教師和從事民族學研究的人員提供資料，集研究所、博物館

兩種功能於一體。共同使用機構的關係，人事編制方面擁六十多位研

究人員，並收博士研究生。如果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也能扮演

相似的角色，將能深化客家文化展示的功能，成為大學共用的機構，

例如成為客家相關學院的實習單位，或者共同培育博士機構等。 

B. 與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的關係：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今年正式成

立並籌備客家研究博士班，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博士養成階段中，與國

內外學術單位合作培訓的計畫。本次訪問中已與相關研究人員達成共

識，制度化的方面能需要進一步簽訂備忘錄。 

C.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客家委員會與大阪民族學博物館：以客家委員會

為平台，達成合作交流的共識，將擴大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過

去所推動的「臺灣文化光點計畫」，於 2017 年年底開始，三個單位共

同舉辦博物館、客家研究工作坊。之後在臺灣與日本之間輪流舉辦，

並將會議成果在日本和臺灣以兩種語言出版。這方面客委會已經邀請

民博吉田憲司館長、野林厚志主任（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河合洋尚…

等館內研究人員或在日本進行客家研究之學者來臺灣訪問交流，並規

劃在 2017 年年底舉辦工作坊，主題為客家與博物館相關議題、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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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客家研究議題。此外，客家委員會苗栗客家文化中心擬與國立民族

學博物館和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合作進行富有前瞻性的客家研究

計畫，三方交流為主，並邀集國內重要博物館學相關研究人員及學者，

和其他博物館專職人員進行相關主題之交流為輔。透由三方單位集結

多視野多觀點之跨領域經驗之交流方式，將相關客家研究及博物館議

題，賦予當代客家發展的新興目標及方向。 

 

圖八：日本大阪民博之臺灣文光點計畫 

 

2. 參加日本兩個客家社團的年會 

A. 2017 年度日本關西崇正會懇親大會：這是日本關西崇正會、世界客屬總

會日本支部、第九屆東盟客家總會聯合舉辦的懇親大會。（圖五：大阪

的關西崇正會等懇親大會現場） 

本次懇親大會，有來自臺灣的客家委員會、新竹縣政府與世界客屬總會，

印尼客屬總會、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亞洲臺灣聯合總會代表出席參加，

並有許多臺灣文化團體前往表演客家文化。也有日本國會議員出席。 

B. 東京崇正崇公會第五十一屆懇親大會：本次懇親大會有來自臺北駐日經

濟代表處謝長廷代表、本次懇親大會有臺北駐日經濟代表處、客家委員

會、世界客屬總會總會、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桃園市政府、當地的

國會議員和日本友人參加，現在帝國飯店舉行場面盛大。相同的也有許

多臺灣團體來做客家文化的表演。 

C. 日本客家團體的成員特色：日本客家以社團組織及辦理懇親大會等活動

為其特色，基本上並無法找到像臺灣這樣的客家聚落，日本客家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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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也和在東南亞等地所看到的客家人群特色有所差異，特別是在職業

方面，日本的客家人在醫師、律師、學術、商業等方面有非常明顯而傑

出的成就。 

3. 參訪越後妻有里山大地藝術祭 

這部分參訪規劃的目的在於了解日本里山概念下，如何通過大地藝術季

的方式，活化地方社會。以作為思考浪漫臺三線客家文藝復興運動推動

的參考。「以生活博物館概念營造浪漫臺三線計畫」在客家文化學院的社

會實踐計畫中，已經成為重要的提案核心。 

A. 越後妻有里山現代美術館，了解大地藝術祭的規劃理念、執行細節、

預算以及目前的效果和評估。臺灣已經有一些藝術工作者進行相似的

努力。據悉越後妻有里山現代美術館這座建築本身也是大地藝術祭的

成果之一，設計簡樸，中庭開放性的設計看起來正合乎市集活動所需。

美術館設計師的公子在接待我們的時候詳細解釋了源起、理念、募款、

政府及民間的角色，如何挑選申請的藝術家，對於「里山」的意義。

地方政府、民間力量、志願工作者的互動，對地方社會資源的瞭解、

記錄、展示也有一些交談。最重要的是，整個規劃與執行雖然已經有

很大的名氣，不過根據訪問所得到的理解，仍然有許多等待解決的問

題，可貴的是思考的核心團隊已經著手在討論各種可能的問題和解決

的出路。核心的發想團隊相當的關鍵，說明白一點就是並非 準備執

行政府發包的計畫。NGO 團體的功能要能夠發揮，需要有一定程度的

社會空間及理念。臺灣 NGO 團體的發展相當蓬勃，應該可以幫助公部

門推展有理想的浪漫的里山臺三線計畫。 

B. 雪國農耕文化村，農舞台（圖九：農舞台之大地藝術祭裝置藝術準備

一角）、鄉土資料館：古民家的記憶（十日町市有形文化材），了解現

場的藝術裝置細節。在農舞台這個地方我們發現有很好的展覽，表面

上看起來訪客不多，不過裡面的文創以及各種，表面上看起來訪客不

多，不過裡面的文創以及各種布展仍然相當的正式，在這裡看到了一

些返鄉的年輕人在這裡工作，我們也看到準備大地藝術季上展示的各

種裝備，由於大地能覆蓋著厚厚的白雪，未能看到裝置的藝術，只能

夠從過去幾屆的畫冊中了解一二，訪談之中我們無意間發現有不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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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來協助大地藝術季的義工團隊，如果臺灣有相近的理念和規劃，

相信也能夠受到一些義工團隊的協助。 

 

圖九：農舞台之大地藝術祭裝置藝術準備一角 

C. 森之學校（不是一般的學校），有許多生態展覽（圖十：森之學校關

於生態系統的展覽）。特別一個相當比重的展區是關於稻米的展覽。

多樣生物性、昆蟲、生態的展示相當深入。「地域自慢」的解說。從

大地藝術季創設了這個中心可以知道生態資源和地方特色在整個計

畫中之重要性。 

 

圖十：森之學校關於生態系統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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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加強和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交流：積極規劃客家委員會的三方

合作計畫，從今年的年底開始在客家委員會為軸心的合作工坊。以客家

與博物館及海外客家等主題為關心，推動實際的學術交流。從客家學院

方面，另外是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和交通大學客院學院兩單位嘗試推動年

輕博士生的養成計畫！交通大學今年正式得到教育部同意辦理博士班，

將加強兩個單位之的合作。 

2. 越後妻有里山概念值得借鏡：被放棄的小學打造成青年旅館的案例，以

及光的館等現場施作、農舞台和現代美術館等許多作法，值得被討論以

啟發本地相關可能性的思考（借鏡），建議在臺三線上多推一些理念溝通、

分享、交流、刺激的平台，從這裡來思考合適自己所需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