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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繼 106年 12月 16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與日本國立民

族學博物館、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共同簽定合作交流協定暨合

辦國際研討會後，更進一步擴大臺日雙方客家學術交流層面及深度，

爰辦理因公派員出國計畫—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際交流

及合作辦理「2018年客家國際研討會-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考察計

畫，於 107年 12月 14日下午於日本民博舉辦「2018臺灣客家與日

本客家講座」，廣邀旅日客家鄉親及日本友人共襄盛舉。接連 15、16

二日舉辦「2018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臺灣、

日本、英國、香港、大陸、馬來西亞、加拿大等地區學者，進行實質

的客家學術交流與對話。 

本次出國計畫除了參與研討會豐富的客家學術研究與展示運用

的對談外，更與日本民博洽談二年後雙方合作之國際巡迴展細節，客

發中心將以臺灣客家為內涵持續與日本民博、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合

作，拓展海外客家研究交流及館際合作，策劃主題研討會或巡迴策

展，使館際交流成果更豐碩。 

另外，本次考察計畫除辦理國際研討會事宜外，以期透過參觀民

博常設展、企劃展、特別展覽、圖書中心及典藏庫房；拜會民博福岡

正太研究員請益有關日本時期錄音曲盤等研究；並洽談借展民博典藏

日本時代有關客藉樂師錄音音檔等事宜，藉由與民博交流，向該館學

習，汲取寶貴的研究、典藏、展示經驗，強化及深化客家文化及博物

館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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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依據： 

本次出國報告係依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

發中心）107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日本（大阪）國立民族

學博物館館際交流及合作辦理「2018年客家國際研討會-客家

族群和全球現象」考察計畫。 

二、 目的： 

(一) 為強化客發中心所屬「臺灣客家文化館」(位處苗栗縣)逐步

達到「全球客家博物館及圖資研究中心」的目標，持續拓展

海外客家研究交流與館際合作，客發中心於 106年 12月 16

日與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日本民博）、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以下簡稱交大客院)三方共同

簽署六年的「學術研究交流合作協定書」，以平等互惠與相

互尊重為原則，進行以下之相關學術研究與博物館實務方面

的交流與合作：「(一)三方機關之研究者、教職員與職員之

交流；(二)舉辦共同研究計畫及研究會議；(三) 博物館收

藏品的展示與教育活動之相關交流、合作…等」。 

(二) 為促成客發中心、日本民博和交大客院三方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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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於 106年 12月 15-17日合辦「2017博物館與客家

研究國際研討會」，邀請臺灣、日本、美國、馬來西亞、泰

國及香港等專家學者共同交流對話，並彙集研討會發表論文

於 107年 12月出版《博物館與客家研究》專書。 

(三) 107年持續推辦三方合作交流計畫，於日本(大阪)國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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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博物館辦理「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暨客家族

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透過客家文學大師齊聚與座

談，將臺灣客家經典文學，譯介給非華文地區的讀者，更邀

請來自臺灣、日本、英國、香港、大陸、馬來西亞、加拿大

等地區學者，進行實質的客家學術交流與對話。 

(四) 另外，日本民博為文化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為主的研究機

構，並規劃有研究、展覽、收藏和教育功能的相關設施，收

集保存民族學資料，及以研究與展覽博物館為常民文化研究

機構所構成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同時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

的研究機構，集研究所、博物館兩種功能於一體，本次考察

計畫除辦理國際研討會事宜外，以期透過參觀民博常設展、

企劃展、特別展覽、圖書中心及典藏庫房；拜會民博福岡正

太研究員請益有關日本時期錄音曲盤等研究；並洽談借展民

博典藏日本時代有關客藉樂師錄音音檔等事宜，藉由與民博

交流，向該館學習，汲取寶貴的研究、典藏、展示經驗，強

化及深化客家文化及博物館的內涵。 

貳、出國人員及行程安排 

本次出國由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率中心 4位同仁前往日本國立

民族學博物館，合辦「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暨客家族群

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暨進行館際交流。 

三、 出國行程：107年 12 月 13日至 107年 12月 17日，為期 5日。 

四、 考察人員：共計 5人。 

（一）領隊：何金樑主任（擔任演講會及國際研討會主持人及致詞

人；並帶隊參訪及洽談研究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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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員：賴郁晴組長（演講會與國際研討會籌備及工作人員；

擔任議題主持人）、洪登欽研究員、徐芳智研究員、

徐國峰研究員（以上均為演講會與國際研討會籌備及

工作人員；擔任議題發表人）。 

五、 考察重點： 

（一）籌備及辦理「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暨客家族群

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事宜。 

（二）參與研討會及發表論文等事項。 

（三）參觀民博常設展及特展，洽談客發中心與民博合作展示事宜。 

六、 相關行程摘要如下： 

  日期  停留地點           主 要 行 程 

第一天 

12月13日

(星期四) 

桃園→大阪 

日本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 

下午：臺灣桃園→日本大阪 

   進行演講會暨國際研討會籌備 

晚上：演講會暨國際研討會貴賓及學者交流晚宴 

第二天 

12月14日

(星期五) 

日本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 

上午：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進行演講會會場佈置 

下午：辦理「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並

協助新聞媒體報告會議成果。 

晚上：演講會暨國際研討會貴賓及學者交流晚宴 

第三天 

12月15日

(星期六) 

日本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 

上午：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進行國際研討會場佈

暨辦理第一天「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

會」專題演講。 

下午：辦理第一天「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

第一、二場次發表，暨拜會民博福岡正太研究

員請益日本時期錄音曲盤研究。 

晚上：國際研討會貴賓及學者交流晚宴 

第四天 

12月16日

(星期日) 

日本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 

上午：辦理第二天「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

第三場次發表。 

下午：辦理第二天「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

專題報告一、二發表及總結報告。 

晚上：國際研討會貴賓及學者交流晚宴 

第五天 

12月17日

(星期一) 

日本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 

大阪→桃園 

上午：參訪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常設展、企劃展、

特別展覽、圖書中心及典藏庫房等。 

下午：三方召開工作會議洽談 108年合作國際研討會

主題及籌備事宜。 

晚上：日本大阪→臺灣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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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紀要 

一、 「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座談會與演講會 

（一）講座意旨 

客家人是漢民族的一支，依照學界初步的估計，全世界超過

5000萬的客家人口 ，包括華南等地區。據估計，客家人在日本

居住的人數約為 5,000至 10,000人。其中大多數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前從臺灣移民及其後代。 

客家委員會為推動臺灣客家文學走向國際，特別在 107年翻

譯 5部客家文學大師作品，包括鍾肇政《歌德激情書》、李喬《藍

彩霞的春天》、曾貴海《曾貴海詩選》、利玉芳《利玉芳詩選》、甘

耀明《冬將軍來的夏天》，於 107年 6月陸續於日本各通路上架出

版，也在日本民博書店販售。 

為促進臺灣與日本客家之文化交流，推廣經典臺灣客家文學

作品，由客發中心與日本民博合作，於 107年 12月 14日下午邀

請原著作品中的 2位作家利玉芳、甘耀明及日譯作家池貞子，以

「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為主題，分享其文學創作觀，透過

這場客家文學大師齊聚的盛會，將臺灣客家經典文學，譯介給非

華文地區的讀者。 

當日也邀請到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勳

（安田伊佐男）先生，以「客家與我」進行專題演講，張會長的

父親是臺灣客家人，他本人擔任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主席

長達 18年，也多次訪問臺灣，多年致力於日本和臺灣之間的國際

交流，2014年受頒臺灣「華光三等獎章」的榮譽，他的演講能加

深日本大眾對臺灣客家的理解，以及更加瞭解臺灣客家人在日本

社會的多元面向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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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座議程 

1、時間：107年 12月 14日（星期五） 

2、地點：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第四會議廳(80人) 

3、語言：華語和日語（同步翻譯）、部分客語 

時    間 會議議程 

12:30-13:00 報到 

13:00-13:15 貴賓致詞(主持人引言及貴賓每位致詞各 3-5分鐘) 

綜合主持人：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貴賓致詞(主持人引言及貴賓每位致詞各 3-5分鐘) 

綜合主持人：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貴賓致詞：范佐銘（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關雄二（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館長） 

劉宏成（日本關西崇正會幹事長） 

與會貴賓：駐大阪辦事處李世丙處長、中華民國留日京

都華僑總會張茂勳名譽會長、全日本崇正總會

陳荊芳會長、中華民國李辛祥僑務諮問委員、

日本關西崇正會城年德會長、日本關東崇正會

周子秋會長、利玉芳女士及千金（顏稜芝小

姐）、甘耀明先生及夫人（林美蘭女士）、李喬

老師兩位千金（李舒琴女士、李舒亭女士）等。 

13:15-15:00 第一場：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 

主持人：何金樑（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 

參與座談者：臺灣客籍文學作家利玉芳女士、甘耀明先

生、日譯作家池上貞子教授（跡見學園女

子大學名譽教授） 

15:00-15:20 茶敘  

15:20-16:50 第二場：旅日經驗專題演講 

主持人：張玉佩（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代理院長） 

主題演講者：張茂勳顧問 

（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及全日本崇正總

會最高顧問） 

演講題目：「客家與我」 

與談人：周子秋（日本關東崇正會現任會長） 

    陳來幸（兵庫縣立大學教授） 

16:50- 結束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jposa/post/11693.html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jposa/post/11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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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紀要 

為推廣經典臺灣客家文學作品，本次出國計畫搭配客委會傳

播行銷處「客家文學日譯作品海外宣傳推廣計畫」，由客發中心

與民博合作辦理「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座談會與演講會」。

客家委員會范佐銘副主委於107年12月14日偕同臺灣客籍文學作

家、客家研究學者及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同仁等人至日本國立民族

學博物館參加「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會」，進行臺日客

家文學交流。 

由於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吉田憲司因公不克參與第一天座

談會，爰由民博副館長關雄二代表參加並致詞。范副主委於演講

會開始前，在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世丙、中華民國

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勳與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陪同

下，一同拜訪關雄二副館長。 

 
范佐銘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關副雄二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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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副主委（左二）、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勳（左一）、臺 

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世丙（左三）與本會所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 

任何金樑（前）等人一同拜訪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館長關雄二（右二） 

 

「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座談會與演講會」由日本民博河

合洋尚副教授擔任綜合主持人，14日下午邀請原著作品作家利玉

芳、甘耀明及日譯作家池上貞子（翻譯利玉芳老師的詩集作品），

以「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為主題，分享其文學創作觀。當

日同場也邀請到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勳（安

田伊佐男）先生，以「客家與我」進行專題演講，由周子秋（日

本關東崇正會現任會長）、陳來幸（兵庫縣立大學教授）與談。 

范佐銘副主委於致詞時，首先感謝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臺北

駐大阪辦事處、全日本崇正總會、日本關西崇正會、日本關東崇

正會、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等社團，讓本次演講會及國際

研討會能順利展開。這次座談會及研討會，是繼106年12月日本民

博與客發中心簽定學術交流合作協定後，第二年的合作。臺灣客

籍作家對整體臺灣文學的貢獻非常多，不少臺灣典範作家是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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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吳濁流、鍾理和、賴和、鍾肇政、李喬，到當代的曾貴海、

利玉芳、甘耀明等作家，在臺灣文學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客委會為推動臺灣客家文學走向國際，陸續將經典客家文學作品

譯介給非華文地區的讀者，讓世界看見臺灣文學、看見臺灣客家。

107年除了翻譯出版的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西文版外，也特別將

鍾肇政《歌德激情書》、李喬《藍彩霞的春天》、曾貴海《曾貴

海詩選》、利玉芳《利玉芳詩選》、甘耀明《冬將軍來的夏天》

等5部客家文學大師作品翻譯成日文版。本次座談很榮幸能邀請到

原著臺灣客籍作家利玉芳女士、甘耀明先生及日譯作家池貞子教

授，以「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為主題，分享其文學創作觀、

源自客庄生活的創作背景及對客家族群文化的見解。另外，本次

演講會也特別邀請到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勳

（安田伊佐男）先生，以「客家與我」進行專題演講，他的專題

演講能帶來他生命中精采、感人的小故事，讓日本大眾加深對臺

灣客家的理解，以及更加瞭解臺灣客家人在日本社會的多元面向。 

而日本民博關雄二副館長致詞時表示，106年4月客委員李永

得主委曾偕同張維安教授、何金樑主任等人至民博交流，展開了

民博與客家研究進行交流的可能性，也促成106年12月16日民博與

客發中心、交大客院簽署六年的學術研究交流合作協定，同時客

發中心也盛情邀請吉田憲司館長、關副館長及河合洋尚副教授到

訪臺灣客家文化館並參與三方合辦的國際研討會。他表示在參加

106年簽署儀式及國際研討會之前，對客家人或客家文化是不瞭解

的，但經過為期二天的研討會，開始瞭解到＂客家人＂是屬漢民

族，但有自己的獨特身份，足跡遍佈世界各地；106年研討會期間

的客家聚落考察，看到獨特客家文化景觀及享受到的獨特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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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也留下深刻印象，對此議題也開始感到興趣。關副館長也表

示因為之前的交流，才瞭解到在他研究四十年的秘魯（如：首都

利馬Lima）原來也有許多客家人，這是他之前從未注意過的，對

關副館長而言，與客發中心進行的學術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

本次與客發中心合辦的「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座談會及演講會，

是從文學方面進行比較與交流，而一個族群或民族的存在，其語

言的存在，尤其是使用其語言的文學，更是不可或缺。從這個意

義來說，作為一個關心世界民族文化的民博，舉辦這樣的主題講

座，是非常新穎而有意義的。 

  

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 

客委會范佐銘副主委致詞 

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 

日本民族博物館關雄二副館長致詞 

 

在「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中，兩位客籍作家，利

玉芳女士及甘耀明先生，於座談會上向與會的學者專家闡述文學

創作概念。利玉芳女士於現場朗讀了數則本次的翻譯詩作，並提

到與池上老師之間溝通經驗，讓人感受到作家、譯者對於作品理

解及譯者翻譯細膩度，影響譯本是否合宜地傳達作者的創作概

念。利老師也分享了寫作的靈感，有次與先生至日本度假，雖適

逢當地盛開櫻花，但因旅程安排差錯，無法確定居住地方，心裡

卻高興不起來，而寫下一首惆悵的詩句。 

甘耀明先生，則提到自己生長的背景，是在獅潭客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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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是運用他的生活經驗，也提到他在書中事物和角色的安排，

其實都各自代表著不同意義，如書中出現的無軌火車，象徵著日

本統治的臺灣期間，同時為臺灣帶來進步與傷害。除此之外，甘

耀明先生亦分享上午參觀川端康成文學館的心得。  

池上貞子教授與談時提到，身為一個翻譯作者，如何去瞭解

原著作者當時寫作的動機及背景環境是很重要的，這決定如何去

選擇詞彙表達，她曾經為了一個用詞的表達，反覆透過信件向利

玉芳女士詢問，也特別感謝利女士不吝回饋意見。 

  
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現場 

第一場次-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 

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現場 

第一、二場次講者合影 

 
日本民族博物館關雄二副館長（中），客委會范佐銘副主委（關雄二右側） 

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關雄二的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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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同場更邀請到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

勳（安田伊佐男）先生，以「客家與我」進行專題演講，從小談

起，與父親的相處、對客家的印象、曾經擔任教育機構主管及目

前推動的事業，讓日本大眾加深對臺灣客家社會的理解以及客家

人在日本社會的多元面向。 

「客家與我」專題演講評論人兩位，周子秋會長（日本關東

崇正會現任會長）從自身旅日發展經驗談起，提到客家族群在日

本發展的案例。另外陳來幸教授（公立大學法人兵庫縣立大學經

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授）是從學術研討上討論客家人的遷徙史。 

  
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現場 

第二場次-旅日經驗演講 

張茂勳會長（左四），張玉佩院長（左三），周

子秋會長（右五），陳來幸教授（左二） 

 
 

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討會及研討會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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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現場 

 

（四）演講會講者及日譯文學作品介紹 

1、利玉芳女士 

1952年出生於臺灣屏東內埔，曾獲吳濁流文學獎、陳秀喜

詩獎，是客家文壇上大放異彩的女性詩人，她的詩形象大膽、

造句清新、能打破一些古陋格調，並有不少青澀人生觸探及智

慧。求學時代以筆名綠莎發表文章，1978年加入笠詩社後，以

客家女性的角度創作母語詩詞，呈現臺灣社會、生態、政治等

多元樣貌，知名的著作包含《活的滋味》、《貓》、《嫁》《向

日葵》、《淡飲洛神花的早晨》、《夢會轉彎》、《燈籠花》、

《台灣詩人選集─利玉芳集》等詩集，另有兒童文學作品。 

2、甘耀明先生 

1972年出生於苗栗獅潭，榮獲多項文學獎肯定的小說家，

過往作品《鬼殺し》、《神秘列車》已由長期專注於翻譯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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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水社」發行，加上吳明益《歩道橋の魔術師》一書的熱

潮，相信能讓對熟悉白水社的讀者建立起信賴感；《冬將軍來的

夏天》是2017年最新的長篇小說，對於熟悉甘耀明的日本讀者，

新作想必能再次打動他們。 

3、池上貞子教授 

1947年出生於日本琦玉縣，現為跡見學園女子大學名譽教

授，主攻中國現代文學方向。譯作包括張愛玲《傾城之戀》、《行

道天涯》、《何日君再來》、《荒人手記》、《欲望廚房》、《契丹的

玫瑰》、《吉陵春秋》，以及2017年利玉芳女士歷年詩作選集日譯

作品等。 

4、張茂勳（安田伊佐男）先生 

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1947年生於京都，

在日臺灣人（第二代，父親臺灣高雄客家人，母親日本人），曾

擔任京都兩洋高等學校理事長，從事教育工作。自1997年至2014

年，擔任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主席長達18年，多次訪問

臺灣，與臺灣關鍵人士的會談和交流，並受邀擔任京都國際觀

光大使，推廣京都的魅力。此外，多年致力於日本和臺灣之間

的國際交流，2014年11月受頒臺灣「華光三等獎章」的榮譽。 

5、周子秋先生 

日本關東崇正會現任會長。客家委員會海外諮詢委員，熱

心於客家事務推廣。 

6、陳來幸 

現任公立大學法人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

授。在日臺灣人，神戶大學文化研究院完成博士課程。專門從

事中國近代史、亞洲經濟史、海外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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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學日譯作品一覽表 

作家 作品 譯者 出版社 ISBN 

鍾肇政 《歌德激情書》 
永井 

江理子 

未知谷

出版社 

ゲーテ激情の書  

客家文学的珠玉１

978-4-89642-561-1 

李喬 《藍彩霞的春天》 
明田川 

聰士 

未知谷

出版社 

藍彩霞の春  

客家文学的珠玉２ 

978-4-89642-562-8 

曾貴海 歷年詩作選集 
橫路啟

子 

未知谷

出版社 

曾貴海詩選  

客家文学的珠玉３ 

978-4-89642-563-5 

利玉芳 歷年詩作選集 
池上貞

子 

未知谷

出版社 

利玉芳詩選  

客家文学的珠玉４ 

978-4-89642-564-2 

甘耀明 
《冬將軍來的夏

天》 

白水紀

子 
白水社 

冬将軍が来た夏 

978-4-560-09635-2 

 

 

5 部翻譯客家文學作品於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展示與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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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官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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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 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 

（一）研討會意旨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位於大阪府吹田市日本國際博覽會紀念公園內，1974年籌建，1977

年11月17日開放，占地面積40,821平方公尺，建築面積10,216平

方公尺，並規畫有研究、展覽、收藏和教育功能的相關設施，用

於收集保存民族學資料以及開展研究與展覽。日本民博為人間文

化研究機構所構成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是一所以文化人類學和

民族學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屬文部省大學學術局管轄，編制與

國立大學相同，同時也是大學共同利用研究單位，為「總和研究

大學院大學」所轄單位，等於一所國內的研究所，專收大學畢業

的研究生，民博目前約有60名研究人員，也擔任培養人類學和民

族學博士班研究生，是日本首創僅有博士課程的國立研究院大

學，同時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研究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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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提供資料，集研

究所、博物館兩種功能於一體，博物館館內設施也能讓訪客直接

共用研究成果，在日本國立研究機構中是獨一無二的。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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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客發中心所屬「臺灣客家文化館」逐步達到「全球客

家博物館及圖資研究中心」的目標，持續拓展海外客家研究交流

與館際合作，客發中心於106年12月16日與日本民博、交大客院三

方共同簽署六年的「學術研究交流合作協定書」後，已於106年12

月15-17日於臺灣客家文化館辦理「2017博物館及客家研究國際研

討會」。為更進一步擴大臺日雙方客家學術交流，客發中心與日

本民博及交大客院再度合作，於107年12月15、16日舉辦「2018

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臺灣、日本、英國、

香港、大陸、馬來西亞、加拿大等地區學者，進行實質的客家學

術交流與對話。 

客家人是漢民族的一支，依學界初估，全世界超過 5000萬的

客家人口 ，其中大半的客家人居住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東

南亞諸國。因此，迄今為止客家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集中在這些

國家或者地區。然而，不能忽視客家人和廣府人在中南美、環印

度洋、大洋洲的華僑華人社會往往形成兩大華人族群這個事實。

本次 2018國際研討會主要針對美洲、環印度洋、大洋洲的客家族

群，報告其在全球各地的開展以及經驗。從而，重新探討客家和

非客家之間的族群邊界，進而重新檢討華僑華人研究本身的框架。 

本次行程由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率領中心賴郁晴組長、洪登

欽研究員、徐芳智研究員、徐國峰研究員，偕同臺灣學者張玉珮

代理院長（交通大學）、張維安教授（交通大學）、潘美玲教授

（交通大學）、羅烈師副教授（交通大學）、童元昭副教授（臺

灣大學）、姜貞吟教授（中央大學）、洪馨蘭副教授（高雄師範

大學）、張容嘉博士後研究員（中央大學）等 8 位學者共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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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發中心同仁及參與學者於民博前合影 

（二）講座議程 

1、時間：107年 12月 15、16日（星期六、日） 

2、地點：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第四會議廳(80人) 

3、語言：華語和日語（同步翻譯）、部分客語、英語 

4、主辦單位：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5、合辦單位：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6、支持單位：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全球現象研究部和特別研究《少

數族群與共生》  

   

2018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要旨集封面及會議實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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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月 15日(六) 

時    間 會議日程 

9:40-10:00 報到 

10:00-10:15 

開幕式 

綜合主持：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開幕致辭：吉田憲司（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 
     何  金樑（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 

10:15-12:00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者每位 45 分鐘) 

主持人：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專題演講者一：渡邊欣雄（日本東京都立大學名譽教授） 

演講題目：客家與中華 
專題演講者二：張維安（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 

演講題目：全球客家語言文化發展趨勢之探討 

12:00-13:30 午餐休息 

時    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13:30-15:00 

第一場次：中南美洲客家研究 

園田節
子/ 兵
庫縣立
大學教
授 

Mark Y. Wong（黄韌）
／廣西師範大學講
師 

加拿大西海岸華人移民組織與身份
認同：以溫哥華客屬崇正會為例  

柴田佳子／日本神
戶大学教授 

牙買加華人的語言与掛山儀式中的

客家意識──跨越、（非）継承、
学習、創造 

張翰璧／國立中央
大學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教授、 
張容嘉／國立中央

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巴拿馬客家移民與文化發展 

河合洋尚／國立民
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秘魯客家的初歩考察（報告） 

15:00-15:30 茶敘 

15:30-16:40 

第二場次：環印度洋客家研究 

橫田祥
子 

／滋賀
縣立大
學助理
教授 

潘美玲／國立交通
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教授 

印度加爾各答華人與客家研究議題
辨析(發表) 

夏遠鳴／廣東嘉應
學院客家研究院助
理研究員 

毛里求斯客家社會(發表) 

林文映／香港客家
文化研究會會長 

留尼旺客家的社會和文化(報告) 

16:45-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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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月 16日(日) 
時   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9:40-10:00 報到 

10:00-12:00 

第三場次：大洋洲客家研究 

Anna. 
K. 
Kelly 
and 
Mark Y. 
Wong 

羅可群／廣東外語外
貿大學客家文化研究
所教授 

澳洲的客家移民 

芹澤知広／日本奈良
大學教授 

従儂族華人的宗教設施看越南：澳洲
之間関係 

童元昭／國立臺灣大
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在華人與客家之間 

姜貞吟／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
學學系副教授  

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
同在地化 

張維安／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 

大洋洲新喀里多尼亞客家觀察（報
告）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15 

專題報告一：客家族群的重新建構：歷史人類學視角 
主持人兼全體解說：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報告人： 
小林宏至／日本山口大学副教授-作為客家文化的福建土樓和作為閩

南文化的保生大帝 
稻澤 努／日本尚絅学院大學副教授-廣東汕尾的「客家」與「福佬」 
飯島典子／日本廣島市立大學副教授-江西南部的鉱山開発与雲南：

隠形的『客家』鉱山開発者 
横田浩一／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外來研究員-客家族群的邊界：以

潮汕地區與台灣南部的事例為中心 
洪馨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認同的流動與型塑：臺灣「新个

客家人」運動下的「新」客家人 
吳雲霞／英國 Lancaster 大學博士-「『艾人』还是『客家』？：胡

志明市欽廉客家的打齋超度儀式與族群認同」 
與談人： 
羅烈師／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副教授 
蔡靜芬／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副教授 

15:15-15:30 茶敘 

15:30-16:40 

專題報告二：從海外客家研究談博物館展示運用 
（主持人引言 10分鐘、發表人 10分鐘(4位)、與談各 5分鐘）  
主持人：賴郁晴（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長） 

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報告人： 
② 邱秀英／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副研究員、徐國峰／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研究員：《從海外客家研究談博物館展示運用》 
③ 洪登欽／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員、徐芳智／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

究員：《日本與臺灣客家國際巡迴展構思》 
與談人：飯島典子（日本廣島市立大學副教授）＊針對第①報告與談 

小林宏至（日本山口大學副教授）＊針對第②報告與談 
羅烈師(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副教授) 

16:40-17:00 
總結報告（每位總結各 10分鐘） 
渡邊欣雄／日本東京都立大學名譽教授 
張維安／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 

17:0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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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紀要（以下發表摘述內容尚未正式出版，請勿引用） 

1、開幕致詞 

首日研討會開幕式由日本民博吉田憲司館長致詞，提到106

年參與「2017博物館與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後，開始瞭解臺

灣客家族群的發展情形，為了更瞭解客家，前陣子與民博河合

洋尚副教授至中國大陸進行客家考察。而此次民博與客發中心

再次合辦的「2018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這是日

本第一次有如此規模的客家國際研討會，希冀透過此次研討會

能夠對客家，乃至於日本客家有更深入的研究及認識。 

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致詞，談到客家（族群）博物館的發

展，不能缺少的就是客家研究的基礎，106年與民博合辦的國際

研討會，也在107年12月出版《博物館與客家研究》專書，是少

數以「客家族群博物館」為學術對話的專書，並與研討會現場

學者分享。而本次兩天的國際研討會，聚焦客家族群與全球現

象，發表討論議題除了之前較少研究的中南美洲、環印度洋、

大洋洲的客家族群提出探討外，也將就客家和非客家之間的族

群邊界的議題進行對話，這也是臺灣客家文化館三大展示主軸

「海外客家、多元族群文化（族群邊界）、臺灣客家」努力的

目標，希望從兩天的發表與討論，汲取更豐碩的研究觀察與成

果，作為後續調查研究與展示運用的重要基礎。 

  

民博吉田憲司館長致詞   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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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第一場由渡邊欣雄教授（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榮譽

教授），以「客家與中華」為題進行演講，渡邊教授以自身研

究經歷，提到在 1978 年，為了理解漢族而走訪臺灣，第一次

知道「客家人」的存在。自從渡邊教授得知漢族有作為 

sub-ethnic group（次族群集團）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

以來，首先從研究理解「客家」有獨特的歷史與文化，以臺灣

南部的「六堆」客家地區為研究對象，從事了 10 年多（1978-88）

的田野考察。渡邊老師從當地人的口述中得到強調客家文化獨

特性的訊息，與後來在東亞全面性考察進行比較研究之後闡

明，其實與客家文化特色共同的文化因素也在其他民族集團以

及國家存在著。例如，常被視為客家人獨特的民俗宗教（三山

國王信仰等）在其他民族集團也有，風水思想的特徵在東亞、

東南亞也有廣泛的分佈。就這樣，渡邊老師通過客家研究，認

知到客家研究需要放在「中華文明」這個更廣泛的框架中去理

解，進而關注全球的漢文化研究。 

第二場次的專題演講，由交大客院張維安教授，以「全球

客家語言文化發展趨勢之探討」為題，談到語言文化對客家族

群的重要性，語言雖不能定義客家族群，卻是客家之所以可能

的基礎，客家跨地域的存在，最後以語言文化的因素而被定位

／自我定位為客家。其次論及客家社會實體的複雜性，分析客

家族群內部的語言文化異質性，及其所帶來客家巴別塔效應，

這個效應使得客家之內的對話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性。長期來看

客家語言的發展趨勢是走向一個無法捥回的式微，這個部分將

分兩大部份：客家散居區和客家聚集區的語言文化趨勢，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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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從週邊華人和其他腔調客家人的影響、家庭語言維持不易以

及族群通婚和語言的使用來分析：後者則選擇三個客家人客聚

集的地區，一個原鄉（梅縣），兩個移民社會（沙巴和台灣）

加以分析。就全球客家語言文化發展趨勢來來看，在接棒中遺

失了客家語言文化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當客家語言不再明顯的

作為客家族群、客家社團的特質的此刻與未來，客家研究勢必

面對客家社會實體的重新定義，客家族群語言發展的集體趨勢

將產生新式的客家族群：無客家話的客家族群。雖然也發現最

後一代（使用客語的）客家人的認同還是很強，但是如果語言

是族群重要的識別因素，客家話的式微令人憂心海外客家族群

的命運，以及海外華人文化的豐富性。無客家話的客家認同要

靠什麼來維持？歷史想象與英雄故事，也許還可扮演一些角

色，不過這些還要進一步分析。 

  

渡邊欣雄榮譽教授專題演講 張維安教授專題演講 

3、第一場次發表：中南美洲客家研究 

第一場次議題為「中南美洲客家研究」，由園田節子（兵

庫縣立大學教授）擔任主持人，第一位發表人為黃韌（廣西師

範大學講師）以「加拿大西海岸華人移民組織與身份認同：以

溫哥華客屬崇正會和江夏黃氏宗親會為例」，通過梳理加拿大

的唐人街和相關街區內的客家團體發展歷史與變遷，發現在 



20190312 版 

24 

 

1924 年以前，加拿大西海岸地區的唐人街因為政策制定、勞工

短缺、市場需求、資源配置與社會組織的原因，形成了城市、

礦山與農業三種互補相生的唐人街；具有顯著的生態性族群經

濟特色。1924年到 1947 年的《排華法案》實施期間，華人的

族群經濟和就業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華人勞動力只能被迫流向

以餐飲為代表的有限幾種行業；這造成了中國文化開始其當地

語系化和加拿大的其它文化接受華人文化元素的雙向互溶過

程。北美的各個唐人街就是見證這一變化過程的物質載體。通

過探討以溫哥華客屬崇正會為代表的客家僑團在維護僑民利

益、保存客家文化及族群認同發揮的功能；以及當下所面臨的

各種問題。 

第二位發表人為柴田佳子（日本神戶大學教授），以「牙

買加華人的語言與掛山儀式中的客家意識—跨越、(非)繼承、

學習、創造」為題目，談到雖然牙買加華人華僑的大多數是客

家人，但他們幾乎沒有繼承作為「活傳統」的客家文化。被標

準化的客家移居史和刻板意象的文化特徴，往往在紀念活動和

節慶活動的場合中通過媒體出現，但另一方面包括混血的大半

華人擁有曖昧、可變、多樣、不同的客家意識以及「他者」觀

念。客家話也只有部分中年、老年人保留而已。在這樣的情況

下，民族目的和「掛山」意識（清明節）跟關帝廟同樣成為了

當地化和傳統創造的磁場。通過墓地的大規模裝修和個別或共

同的意識，一方面他們活用了自己的跨越網絡，一時明確地表

現出客家意識，但另一方面全體來說客家意識開始衰落了。 

第三位發表人為張翰璧（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

學學系教授）、張容嘉（國立中央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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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馬客家移民與文化發展」為題目，談到據有關方面統計，目

前分佈在海外的客家人(不包括臺灣、中國、香港、澳門)有五

百多萬人。在世界五大洲中，亞洲最多，總數超過了三百五十

多萬人，涉及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亞洲以外，客家人聚集的

第二個主要地區是南北美洲，總共有四十多萬人，可惜的是對

於中美客家的研究較少著墨。希望以巴拿馬客家為研究範圍，

分析 19 世紀移入大陸客家的祖籍分布及其客家文化的傳承。 

  

黃韌老師發表論文 張容嘉博士後研究員發表論文 

第四位發表人為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

授），以「秘魯客家的初歩考察」為題目，談到19 世紀後期以

來，許多廣東人作為苦力移居到秘魯，定居後組織了中華通惠

總局傘下的地緣、血緣團體。1970 年代之前移居到秘魯的華人

及其後裔是以珠三角一帶的廣府人與客家人為主。在進行混血

化的現在秘魯，已經無法知道正確的華人以及客家人口，但秘

魯確實有不少被視為「客家」的華人。秘魯「客家人」大多數

來自珠三角西部的中山、台山、鶴山等，他們一起組織同陞會

館，拜關帝和北帝。然而，隨著進行田野考察發現，在秘魯被

視為「客家」的人們有可能與在廣東和臺灣等想象的客家人不

同。通過介紹秘魯「客家」的初步訊息，試圖重新描繪全球客

家族群區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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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場次發表：環印度洋客家研究 

第二場次議題為「環印度洋客家研究」，由橫田祥子（滋

賀縣立大學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第一位發表人為潘美玲（國

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以「印度加爾各答華人與客

家研究議題辨析」為題目，提到從 17 世紀以來就有華人移民

印度，主要集中在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加爾各答(Kolkata)

的塔壩(Dhapa)地區，客家人是當中重要的人口組成，並曾以皮

革的生產製造為當地主要的族群產業特色。已經 200 多年歷史

的移民社群，歷經英國殖民統治的時期以及印度獨立為民主國

家的歷史，隨著印度的政權改變，以及社會經濟發展，該移民

社區與印度在地社會的關係展現不同的型態。尤其 1962 年的

中印戰爭，更觸發加爾各答華人移民前往歐美等其他國家再移

民趨勢。針對從 1960 年代以來，有關該地社群中、英文出版

的研究文獻進行評論分析，包括移民特性、文化特質、族群經

濟、以及與印度社會的關係等內容，檢視印度華人／客家人的

在印度社會移民特質，以及此社群研究所呈現出的海外華人／

客家人研究共同議題。最後，印度華人／客家人的移民社群發

展無法脫離移民母國與移民社會的政經歷史脈絡，同樣地，有

關印度華人／客家人的學術研究與出版，也必須放置在國際關

係的體系發展，方能辨析議題的意義。 

第二位發表人為夏遠鳴（廣東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

究員），以「模里西斯客家社會」為題目，因故不克前來，由

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代為宣讀，談到在

歷史上，模裡西斯曾有福建人、南順人（南海和順德）、客家

人三個主要的群體，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漸漸形成一個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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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為主體的華人社會。雖是一個很小的華人社會（常住人口

不到兩萬人），但也有自己的社團、學校、報刊、墓地等，其

中社團數量之多，讓人印象深刻。模裡西斯的客家社會的形成

與變遷，有歷史族群衝突的因素，也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因

素，還與近代以來中國國內的政治變化有密切關係。現在，模

裡西斯的新一代客家人又不斷向歐美等國遷移定居，模裡西斯

成為客家人新的故鄉。 

第三位發表人為林文映（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以

「留尼旺客家人與模里西斯的比較觀察」為題目，提及遠離東

亞的西印度洋島嶼，有許多中國人世代察衍生息，其中逾八成

是廣東客家人。本文以毛里求斯、留尼旺的田野調查為例，追

溯客家人社團的歷史淵源，將循如下六個途徑探討客家社團的

歷史成因、組織功能，以及未來在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戰略

的作用和意義。 

一、客家人從香港、馬來半島到西印度洋歷史源流 

二、結社特點：地域、姓氏、宗親祠堂除了以地域結社，也用

姓氏組織會館。 

三、毛里求斯的客家公墓：尋根問祖、血濃於水的紐帶。 

四、留尼旺帝廟的功能：求神祈福與社交團聚。 

五、多元文化環境下的客家「雞尾酒血統」和客家話的流失。 

六、客家人是最早踐行海上絲綢之路的漢族民系，中國政府勢

將強化海外客家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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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參與人員大合照 

  

至館長室討論合作事宜 

4、第三場次發表：大洋洲客家研究 

 研討會第二天早上辦理第三場次議題為「大洋洲客家研

究」，由Anna. K. Kelly and Mark Y. Wong擔任主持人，第一

位發表人為羅可群（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以「澳洲的客家移民」為題目，羅老師與澳洲客家移民密切接

觸，通過調查訪問，撰寫了《澳大利亞客家》一書，2008 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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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對來自中國大陸、越南、柬埔寨、

東帝汶以及其它地區的澳大利亞客家移民，進行考察，根據羅

老師掌握的材料，對客家族群的遷移歷史、生存狀態和文化傳

承的狀況，作一些較為具體的介紹。 

第二位發表人為芹澤知広（日本奈良大學教授），以「從

儂族華人的宗教設施看越南：澳洲之間關係」為題目，提到「儂

族華人」指 1954 年從越南北部的廣寧省（舊稱：海寧省）到

越南南部移居的華人集團。這個集團的共同語言是曾經在中國

廣西（包含之前的廣西省和廣東省沿海地區的一部分）的市場

作為共同語言使用的「白話」（粵語），但多數是從 18 世紀

到 19 世紀到越南移居的客家人。19 世紀後期客家移民在越南

北部建設了供奉儂族華人特有神明的廟宇，其代表廟宇是「護

國觀音廟」，供奉他們從中國帶過來的觀音。1954 年後他們移

居到越南南部之後陸續建設這些廟宇，1975 年以後有些人從越

南移居澳大利亞等國家，也建設了同樣的廟宇。本人所發表的

內容，將探討近年來越南南部的儂族華人對華人宗教設施的捐

款、儂族華人的社交網絡、以及越南和澳大利亞之間的關係。 

第三位發表人為童元昭（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以「在華人與客家之間」為題目，大溪地華人中高比例是客家

人，少數是說粵語的七邑移民的後代。這一祖籍的區分，是因

招募地不同所造成。粵語移民與客家移民的發展方式不同，最

終形成目前大溪地華人以客家後裔居多的情形。將回顧近五十

年在大溪地華人的生活中客家意識浮現的脈絡，如語言，兼及

客語教學與華語教學的爭議等，分析早期華人的文集，社團周

年紀念集，田野筆記以及網路文獻等。大溪地華人由於在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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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佔有多數的優勢，社團之間長者以客語交談，但過去世代強

烈的國族觀念，以及社團與母國的連結等，使得華人社團的華

人意識強烈，社團維持的語言教學也以華語為主。但 1990 年

代出現的客語教學，激發討論客語華語兩者的關係。 

第四位發表人為姜貞吟（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

學學系副教授），以「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同在

地化」為題目，自 19 世紀中期起，客家人因不同因素移往法

屬玻里尼西亞，在長達 3-6 代移居史裡，歷經當地多次族群政

策重要變遷以及與當地人群、文化長期互動來往影響下，客家

族群邊界與認同已漸朝向在地化表現。大溪地客家族群邊界與

族群認同有著內部變化與外部威脅兩種發展歷程，前者主要為

「從華人到客家人」、「從苦力到從商」與「從客人到主人」

的三種內部變化；後者則是「客家宗姓的法文化」、「華人離

散的召喚」與「疆界消失的全球化」的外部威脅。本研究主要

收集大溪地客家族群遷移過程、族群認同變化情形，研究發現

與先前研究結果已略有不同，因國際政經與當地社會變遷等因

素，新世代展現不同的族群與國族認同，並在文化上表現出多

元揉雜性。 

  

芹澤知広教授發表論文 童元昭教授發表論文 

第五位發表人為張維安（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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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以「大洋洲新喀裡多尼亞客家觀察」為題目，介紹新喀

里多尼亞基礎簡介，分析華人及其和大溪地的關係，尋找客家

華人的蹤影(如：1.客家移民來源；2.客家移入時間；3.客家華

人從事的行業；4.客家語言的使用；5.當地客家文化與信仰；

6.第一代客家移民的現況；7.新一代客家人的身影。)，以及個

案分享。 

5、專題報告一：客家族群的重新建構-歷史人類學視角 

研討會第二天下午為專題報告第一場，議題為「客家族群

的重新建構：歷史人類學視角」，由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

學博物館副教授）擔任主持人，由羅烈師（交通大學客家文化

學院副教授）及蔡靜芬（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副教授）擔任與

談人。 

第一位發表人為小林宏至（日本山口大學副教授），以「作

為客家文化的福建土樓和作為閩南文化的保生大帝」為題目，

近年來，土樓被認為是客家文化的象徵，土樓的形象被用於博

物館，餐館，酒店等各種場所。除了中國大陸，臺灣，印尼等

外，在許多客家地區，土樓的建築被用作代表客家的地標。然

而，土樓只存在於客家地區的一小部分。在江西省和廣東省有

方形的四角樓與圍龍屋，土樓建築則較罕見。此外，土樓還存

在于閩南的華安地區。換句話說，將土樓視為地區性建築系統，

而非客家文化更為妥當。但現在，客家文化與土樓建築緊密相

連，並被融入了客家的歷史裡。另一方面，有客家地區以外的

文化深入客家地區。例如，保生大帝雖然被稱為閩南地區的民

間信仰，但在一部分客家地區也存在很深的信仰。在一些有許

多土樓的客家地區，由於有保生大帝信仰，幾乎所有的村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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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次會前往閩南地區朝聖。然而，這個活動不僅沒有被編

入客家的歷史中，也沒有文字史料，只是通過口頭傳承來進行

傳播。那麼在像客家文化與閩南文化相交的區域，什麼是被定

位在歷史的領域，什麼又是被定位在記憶的領域呢？ 

第二位發表人為稻澤努（日本尚絅學院大學副教授），以

『廣東汕尾的「客家」與「福佬」』為題目，以廣東汕尾沿海

區為個案探討客家族群的建構。汕尾客家大部分居住在包括陸

河縣的北部山區。可是，很少人知道南部的沿海區也有「客家」

或者「過去是客家人」的人口。現在「過去的客家人」已經成

為當地人他們的主流語言是——汕尾話。在他們與香港的關係

中，還把自己稱之為“福佬人＂。首先報告他們語言使用狀況

的變化，以及在該地區舉行的民俗文化復興過程，再通過分析

當地「客家人」的口述，而探討他們的族群性和族群認同感。 

第三位發表人為飯島典子（日本廣島市立大學副教授），

以「赴雲南的贛洲客家-不被稱為客家的客語圈人」為題目，關

於客家與礦山開發的關係，總是著眼於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鍚礦

山，而對贛南客語圈的鎢礦山開發的歷史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關

注。其實，江西南部的鎢礦山早已馳名中外，19世紀末期鎢礦

床在江西南部被發現後中日兩國已有不少先行研究積累，但大

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地質上的礦床分佈調查等方面，而就礦

山開發與贛南客家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研究卻少之又少。19 世

紀末期鎢礦床在江西南部被發現後，日本就開始關注並進行了

礦山分佈的細緻調查。日軍也為準確掌握礦山開採及運輸手段

的具體情況，曾於 1941 年秘密航拍了贛南的礦山。但這些調

查研究並不是與外務省的客家研究相互結合而進行的。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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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要注意到至今雲南仍擁有世界屈指可數的鍚礦山，而且

我們也不能忽視鎢與鍚礦脈同時被發現的這一地質學上的事

實。據統計在民國時期雲南的江西會館中，鍚礦山集中的地區

最多。這一統計數字並非偶然，佐證了雲南礦山開發與贛南客

家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至今關於自江西南部至雲南

的礦夫移動途徑這一史實不被注視，也沒有開展有關的調查研

究，但從客語圈礦夫的國內移動路線上也已顯示出客語圈人和

礦山開發的相互聯繫。 

第四位發表人為橫田浩一（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外來研

究員），以「客家族群的邊界：以潮汕地區與台灣南部的事例

為中心」為題目，從潮汕地區來看臺灣客家文化，橫田老師發

現兩者之間有許多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大多數在臺灣被認為

是客家文化的要素也存在於潮汕地區。比如說，三山國王廟、

韓愈廟與豬腳飯這些都被認為是潮汕地區的特色文化。由此可

見，臺灣的客家文化要素在大陸的潮汕地區也同時存在著，而

且這些要素還被認定為是具有代表性的潮汕文化，因此本文將

指出客家文化與潮汕文化之間的邊界是相當模糊的，也會提到

「客家到潮汕（或福佬）」與「潮汕到客家」的雙向族群的邊

界轉變，同時對邊界轉變的原因進行探討。 

第五位發表人為洪馨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以

『認同的流動與型塑：臺灣「新個客家人」運動下的「新」客

家人』為題目，1988 年 12 月臺北市「還我母語大遊行」舉行

後不久，客家菁英於 1990 年組成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倡

議「新个客家人」，主張客家人應有別於過往自我陶醉或畏縮

自卑，努力聲稱自我認同並推動母語傳承。此精神延續下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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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1 世紀客家委員會成立之政治資本。「新个客家人」做為

一種運動口號，不僅用意在提升客家自我文化意識，同時企圖

「找出」臺灣的「隱形客家人口」，後者則為本文廣義之「新

个客家人」。本文提出這些隱而不顯卻陸續浮顯的「新个」客

家人，包括幾種類型：（1）重新找回認同的福佬客（2）潛藏

在南島語族部落裡的客家人（3）經島內遷徙後對於新居與原籍

多重認同的客家人（4）擁有客家祖源因婚配來臺的新移民（5）

無客家血緣卻在行動上高度認同客家的新客庄住民。經由舉例

討論身份認同是臺灣客家族群建構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配

合政策、研究與活動補助，提升客家身份的資源可達性，使得

客家身份的被接受性增高。而這些被找出的「新个」客家人，

一部分因此內發了尋根熱潮，可看到身份建構仍需要本質（血

緣）歷史上的加分與確認想望。一部分則可能發現這個「識別」

仍有誤判。當代臺灣經過世代通婚與流動，多元認同實際上更

貼近普世價值，因此不論是從本質識別或認同建構所找到的「新

个」客家人，我們都可以看到當代的「客家認同」，因客語流

失嚴重，因此以在多元認同中的部分認同為策略，接納認同的

流動與形塑，藉以打造想像的社群，目的在達到容涵量最大的

「新个」客家人之定義。 

第六位發表人為吳雲霞（英國Lancaster大學博士），以『「艾

人」還是「客家」？-胡志明市欽廉客家的打齋超度儀式與族群

認同』為題目，探討曾經居住在越南東北部海寧省的艾人在 20 

世紀經歷了多次遷移,目前分散在越南南部、歐洲、美洲、澳洲。

以語言為鈕帶，他們作為客家的一支加入了越南的客家組織:

崇正會。大約每五年一次,艾人在胡志明市舉辦傳統的“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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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儀式，超度祖先的亡魂。這個儀式集合了來自歐美的出資

者，來自胡志明市的組織者，來自同奈省的道公。2018 年 1 月

經胡志明市護國觀音廟理事會介紹，吳老師參加了艾人的“打

冷齋“超度儀式。在這個追憶家族祖先，溫習族群歷史的文化

語境中，艾人忽略了自己的客家身份。 

  

研討會全貌 交大簡美玲教授於旅日研究時參與本次研

討會提問 

5、專題報告二：從海外客家研究談博物館展示運用 

專題報告第二場，議題為「從海外客家研究談博物館展示

運用」，由賴郁晴（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長）及河

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擔任主持人，由飯島

典子（日本廣島市立大學副教授／針對第①報告與談）、小林

宏至（日本山口大學副教授／針對第②報告與談）及羅烈師（交

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副教授）擔任與談人。 

第一篇報告發表人為徐國峰（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員）

及邱秀英（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副研究員），以「從海外客家研

究談博物館展示運用」為題目，探討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轄下的臺灣客家文化館，初始規劃有「海外館」特展室，

過去展示過東南亞的相關展示，如星馬客家、印泰客家等特展，

2014 年開始透過科技部科技計畫，推動海外客家研究，作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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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客家文化館海外客家的展示研究，該計畫係透過國內外學術

資料及文獻爬梳，試圖找出客家認同及遷徙史，但執行團隊必

須面對的是，海外的客家到底是指哪裡的客家？被蒐整作為展

示的物件是否作為某一地區客家的代表？…種種的疑問及困難

隨即出現，這確實是需要深思及探究的問題。本文將從臺灣客

家文化館過去各個不同的海外客家展示目的出發並進行分析，

期能先就當時思索海外客家展示的著力及說明，並以2014-2017 

年進行的中南美洲、北美洲及模里西斯等海外研究作為個案探

討，嘗試思考一種不同陳述方式的海外展示，而展示主題的呈

現將思考以「亻厓」作為出發點，朝向「自己的故事自己說、

自己的流動自己談、自己的物件自己分享」之方式，打造一個

不同於過去固定空間的形式且流動於華人生活的展示樣貌。 

第二篇報告發表人為洪登欽（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員）、

徐芳智（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員），以「日本與臺灣客家國

際巡迴展構思」為題目，主要是架構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與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合作之國際巡迴特展，初步以日本與臺灣客家有關的歷史發展

脈胳下，交織出的多元文化發展觀點，探究未來巡迴展的展示

主軸及展示目的。1895 年開啟了臺灣約 50 年的日本時期，自

此臺灣客家的文化、生活、產業等發展深受日本的影響，臺日

之間的交流也更為緊密，如臺灣本土第一張蟲膠唱片，即為 

1914 年客籍樂師林石生、范連生、何阿文等 15人，赴日本東

京錄製出版，也促進了臺灣客家音樂的發展與傳承。本文嘗試

自日本時代迄今，臺日之間的互動與交流，探究日本對臺灣客

家族群文化的影響，以及生活在日本的臺灣客家人，其生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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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又如何融入日本社會及影響臺灣文化的發展，以日本對臺灣

客家的調查研究、音樂、戲劇、工藝、文學、島內客家二次移

民與產業開發等，以及臺灣客家移民日本之概況、客家社團運

作情形、客籍後代與旅日客家人的生活等多元面向，作為合作

展示主軸的可能性與意義。 

整場國際研討會總結由渡邊欣雄（日本東京都立大學名譽

教授）及張維安（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報告，提

到客家是一個正在變動的族群，需要更多學者及研究者持續建

構及討論研究，才能慢慢的探討出其全貌。 

  

萬博公園一隅 晚宴交流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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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訪民博福岡正太教授洽談客家音樂交流 

於107年12月15日在辦理國際研討會期間，約訪日本民博研究民

族音樂的研究學者福岡正太副教授，由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率領洪

登欽研究員拜訪討論客家音樂交流事宜。 

客發中心所屬臺灣客家文化館定位為「全球客家研究及圖資中

心」，藉由文物典藏與研究、客家文化知識管理、展示溝通與詮釋

以及客家文化發展服務，支援研究與展示教育，以完整保存客家文

化資產，成為臺灣多元文化交流與對話的窗口。客發中心於106年12

月16日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簽訂

六年「學術研究交流合作協定」，其中一項具體合作計畫為「國際

巡迴展（暫以臺灣與日本客家為主軸）」（展期暫定臺灣首展檔期

為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日本民博第二年巡迴展檔期為2021年4

月至2021年7月），預定雙方合作之巡迴展示內容，將納入客家音樂

作品、唱片(光盤)或相關錄音歷史檔案(例如金屬母盤)等內容及物

件，透過雙方合作計畫，共同推動客家音樂研究館展示之交流合作。 

何阿文先生等人係為臺灣第一批前往日本錄製蟲膠唱片的藝

師，錄製包含客家三腳採茶戲、八音等，當時日蓄公司（1907年日

本與美國成立了「日米蓄音器製造株式會社」，此會社於1910年改

名為「日本蓄音器商會」，簡稱「日蓄」）網羅前往日本錄音的有

何阿文、梁阿才等客家人，根據早期臺灣三腳採茶藝人師承關係的

文獻回溯，何阿文先生甚被譽為臺灣三腳採茶戲第一人。這些客家

藝師，可說是臺灣客家傳統音樂(採茶、八音)的先驅代表，其作品

更橫跨臺灣<閩>、<客>族群，對於保存活化客家音樂及台灣的跨族

群文化研究極為重要。 

因此，在客發中心與民博合作國際巡迴展之前，先規劃108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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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文化館辦理「看見客家收藏展系列-如膠似漆･留聲客音」

展覽中，增加蟲膠唱片時代的客家音樂內容，除展出客發中心典藏

之實體蟲膠、黑膠唱片及數位音檔外，亦向日本民博申請借展林石

生、范連生、何阿文、何阿添、黃芳榮、巫石安、彭阿增、蘇萬松

等客家樂師錄音音檔展出，希冀透過蟲膠唱片原音播放、留聲機等

臺灣音樂物件之展示與解說、體驗，讓當時的音樂作品、發行的唱

片，以原音、原曲盤來表現，也讓民眾可近距離的觀賞及聆聽，感

受傳統音樂的文化意涵與歷史意義，體驗客家文化的豐富面貌。 

為了解臺灣在20世紀初的音樂發展背景與歷史，客發中心也針

對當時客家音樂的發行或錄製情形，進行了許多研究資料的蒐集及

探討。知悉臺灣大學音樂所王櫻芬教授曾就日本蓄音器商會於臺灣

發行唱片之情形，於2013年發表有「作出台灣味:日本蓄音器商會台

灣唱片產製策略初探」一文，談及整理過日蓄公司的原盤清單、錄

音日誌、新譜發賣決定書等，並與日本民博福岡副教授合作研究日

蓄公司捐贈的音檔及物件，例如金屬母盤。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藉

本次研討會期間特別偕同中心同仁拜會日本民博福岡正太副教授進

行交流，並由馬來西亞的蔡靜芬副教授協助陪同協助翻譯，希望後

續能就此批台灣音樂檔案資料裡的「客家音樂」進行深入探究，以

強化2020至2021年兩館的國際巡迴展合作計畫。 

  

馬來西亞蔡靜芬老師協助日語翻譯 何金樑主任與民博福岡正太、蔡靜芬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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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民博展覽廳、特別展覽室及商討合作展示事宜 

107年12月17日上午由日本民博河合洋尚副教授為客發本中

心及臺灣學者導覽民博常設展覽廳、特別企劃廳及典藏庫房等，

民博常設展覽分有大洋洲、美洲、歐洲、非洲、亞洲等9個地區

展，還有音樂等交叉文化性質的展覽，河合洋尚副教授介紹全球

各洲的展覽內容，其中亞洲展廳由河合副教授負責部分規劃，未

來將強化對亞洲多元族群面貌詳加介紹。 

接下來參訪特別企劃展覽室空間，是未來客發中心與日本民

博合辦「國際巡迴展（暫以臺灣與日本客家為主軸）」的展廳空

間（展期暫定臺灣首展檔期為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日本民博

第二年巡迴展檔期為2021年4月至2021年7月），客發中心將密切

與民博討論展示內容。 

另107年12月17日下午由民博河合洋尚副教授、交大張維安

教授及羅烈師副教授，以及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徐國峰研究

員、洪登欽研究員及徐芳智研究員等進行108年三方合作之國際

研討會及其他合作計畫之籌備工作會議，三方繼續推展合作交流

計畫。 

  

民博企畫展示覽室-正在展覽織品展 

    (未來 2021年客發中心與民博合作展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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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河合洋尚副教授導覽民博視聽影音展示 民博河合洋尚副教授導覽民博常設展示 

  

民博河合洋尚副教授導覽民博研究員及研究

領域展示版 

民博典藏庫房入口 

 

民博河合洋尚副教授、交大張維安教授、羅烈師副教授及客發中心何金樑主任等洽談三

方合作計畫 

  

日本民博以「豬年」為主題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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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與建議 

透過本次考察及會議活動，綜整客發中心推辦業務建議概述如下： 

一、 連結海外客家團體，建立合作模式，共同傳承客家文化 

本次「2018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演講會」，日本參與的在地社團

組織有全日本崇正總會、日本關西崇正會、日本關東崇正會、中華民

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等社團伙伴的鼎力相助，經由本次研討會的參與

可發現他們對於客家事務的用心與熱情。不過，海外客家社團面臨的

問題與國內客家社團相同，許多客家鄉親的子弟已不會說客語，如同

臺灣客語傳承迫切，海外客語流失嚴重及客家文化斷層的危機，除主

動提供客家各類教材資料外，建議可採取年輕人有興趣的議題，如客

家流行影音、舞蹈、服飾、美食等方式推廣或結合產業，讓海外客家

除了體驗臺灣客家外，更可促進海內外客家文化交流。 

海外客家族群因處不同語言及文化的國家中，面對當地主流社會

的強勢語言、文化及政策影響，要維持客家認同實屬不易，且年輕族

群的流失，致使客家人在海外逐漸產生萎縮及隱形的現象，比臺灣客

家面臨的問題更加嚴峻，不過目前會內已建置相關數位學習平台，透

過網路無遠弗屆，讓全球客家看見臺灣客家。海外客家會館有豐富的

客家遷移歷史及扮演客裔情感凝聚中心，形成不同於臺灣客家的文化

意涵，這次參與的社團負責人及成員，經觀察均相當積極，且凝聚力

強，建議未來至海外辦理各項活動，可邀請各界僑社共襄盛舉。 

二、 提升客發中心博物館能量，逐步強化「全球客家博物館

與研究資料中心」 

客發中心已推動國際合作交流成果，包含與民博簽訂三方合作協

定書、與印尼客家博物館簽訂合作協定以及與馬來西亞近打錫礦博物

館、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共同合作策劃「錫金歲月-客家馬來西亞錫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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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臺灣客家文化館展出等，並籌辦了「2017博物館與客家研究國

際研討會」及「2018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客發中心本

次會議主題除了之前較少研究的中南美洲、環印度洋、大洋洲的客家

族群提出探討外，也將就客家和非客家之間的族群邊界的議題進行對

話，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逐步建構本中心所轄臺灣客家文化館三

大展示主軸「海外客家、多元族群文化（族群邊界）、臺灣客家」。 

未來將更積極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三方的合作，希望能就三方的人員交流、共同研究計畫、博物館展示

合作、學術研究及出版品交換與利用等進行定期與不定期的合作計

畫，持續每年於不同地點辦理相關的主題研討會或合作巡迴策展。 

客發中心致力推展「臺灣客家文化館」能成為「全球客家博物館

與研究資料中心」，這次研討會又讓客發中心朝這個目標邁進了一大

步。客發中心除了與民博、交大客家學院持續每年於不同地點辦理相

關的主題研討會或合作巡迴策展外，也會持續與其他客家博物館及學

術單位進行交流合作，汲取寶貴的研究、典藏、展示等經驗，強化及

深化客家文化及博物館的內涵，讓客家文化被世界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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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新聞報導 

一、客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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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僑務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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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立晚報電子報 

https://tw.news.yahoo.com/%E8%87%BA%E6%97%A5%E5%AE%A2%E5%AE%B6%E5%9C%8B%E9%9A%9B%E7

%A0%94%E8%A8%8E%E6%9C%83-%E6%B4%8B%E6%B4%8B%E7%81%91%E7%81%91-145630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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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社電子報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6488.aspx#.XIfWrygzY2w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6488.aspx#.XIfWrygzY2w


20190312 版 

48 

 

 



20190312 版 

49 

 

五、大華網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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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壹凸新聞 

http://news.e2.com.tw/utf-8/2018-12/11354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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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灣民眾電子報 

http://www.allnews.tw/?p=4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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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蕃薯藤新聞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21478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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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屏東時報電子報 

http://pingtungtimes.com.tw/?p=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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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Pchome新聞 

http://news.pchome.com.tw/living/idn/20181215/index-54481100538153224009.html 

 

 

 

http://news.pchome.com.tw/living/idn/20181215/index-54481100538153224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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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https://www.ner.gov.tw/program/5a83f4eac5fd8a01e2df0169/5c163df0f051c800063ad0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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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本媒體網路新聞 

１、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8121700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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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https://www.zaikei.co.jp/releases/731816/ 

 

 

https://www.zaikei.co.jp/releases/73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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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81217005901/ja/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81217005901/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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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ttp://home.kingsoft.jp/news/pr/businesswire/20181217005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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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官網會議訊息 

一、107年12月14日「2018臺灣與日本客家演講會」 

網址：http://www.minpaku.ac.jp/research/activity/news/rm/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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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年12月15、6日「2018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 

網址：http://www.minpaku.ac.jp/research/activity/news/rm/20181215-1216 

 

http://www.minpaku.ac.jp/research/activity/news/rm/201812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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