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成為國際客家文化研究的重鎮

專訪家家文化學院莊吳章院長

彭i叔靜 J采訪撰文

海夏，鋒面滯留，雨點憲憲宰宰。雨中的科學二館，看似比它剛硬的原貌多添幾

分人文味道 O 館內三樓，最近剛搬來新的主人 交大客家文化學院 O

交大成立客家文化學院，許多交大人不免疑問:研究客家文化立意甚佳，但有必

要成立一個學院嗎?交大校地已不夠用，客家文化學院要放在哪裡?將來從客家

文化學院畢業的學生會有出路嗎?客家文化學院又將給交大帶來什麼新的人文面

貌?

這些疑問像屋外滯留的雲團，帶著這些疑問，進到屋內，造訪研究文化人類學暨

台灣史三十數年、現任中研院台史所所長，即將於本年九月一日擔任交大客家文

化學院院長的莊英章合聘講座教授 O 莊教授大才槃槃，他像說書般握握解說，

他、客家文化及交大客家文化學院之間的三角關係，於是，疑團漸解。而話題就

從莊教授是否為客家人開始...。

從漢人社會研究到客家文化

我一直到寸年前為止還認為自己是閩南人。一九七0年代初，我在中研院民族
學研究所服務時，曾到南投竹山的閩南中士區做研究，當地有一莊氏家廟所供奉的

唐山祖莊三郎，莊氏族人一直認為他們是閩南人 O 追一九九0年初，我到福建閩

南山區做研究時，發現當地一莊姓大宗祠也供奉莊三郎這位開基祖，這批在南靖

山區的莊氏族人卻是客家人。這種現象愈來愈普遍，我的祖先早年也來臼南靖山

區，因此，我也說不準自己到底是閩南人還是客家人。

話說研究客家文化的機緣，最早是七O年代中研院有個濁大流域的跨學科整

合型計畫，專門從事濁水溪、大肚溪流域的人文景觀調查，我是參與人類學這一

部分。當時看到竹山的地理環境很優美，又有一些祠堂和歷史文獻，所以就選定

它作為研究對象。當初並無考慮客家、閩南族群的問題，而是以漢人社區研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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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只是，這個區域的居民雖來自福建閩南地區，但三、四十年之後，發現當

中有一些居民的祖先卻原來是客家人。

八O年代，因緣際會開始研究客家社會，當時是想做漢人社區的比較研究，

恰好我有位學生認識頭份大成高中的陳運棟老師，陳先生保存很多材料，像是族

譜、契約、土地買賣等古文書以及陳家清代祖先經營糖廊的帳簿文書...等等。我去

找陳先生時，他很大方把這些材料通通借給我，因此我提議兩人合作共同發表論

文。所以說，八0年代我的一些研究是以中港溪流域客家社會為主，陳運棟老師

對苗栗客家社會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也出版過《台灣的客家人》等書，我們之間

的合作研究，開啟了我與客家社會文化研究的緣分 O

八0年代末期，我在中研院民族所召開一項〈中國家庭及其儀式行為〉國際

研討會，其中有一位美國史丹佛大學 Arthur Wolf (武雅士)教授來參加，武教授

曾經在台北盆地的三峽、板橋地區從事童養媳婚的研究，會後他邀我合作，用電

腦來處理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戶籍資料。同時我也選擇竹北六家一帶的客家村落，

並在那兒住好長-段時間，由於是做閩客兩方言族群的比較，我又選擇竹北貓而

旋(新竹南寮北邊，屬閩南社區) ，也在貓而旋住過O 至於選擇六家的原因也是

湊巧，那時林家有位林保仁先生是新竹縣長，他邀幾位學者到六家林姓村落參

觀，我也在邀請之列，就這樣與六家結緣，並在竹北六家、貓而旋做了一段時間

的田野調查，也寫了一本專書一 《家族與婚姻» '比較台灣北部間客社區文化的

不同。

九0年代末紐約魯斯基金會(Luce Foundation) 提供經費研究給美國幾所知名

大學申請，條件是要中美學者合作，以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當時恰好在史丹佛大

學訪問， Arthur Wolf教授就邀我一起提出一項閩台社區比較研究計畫。計畫通過

魯斯基金會的批准之後，我們就和廈門大學的學者合作，一起在福建的閩南、閩

西的閩南與客家社區從事三年的田野調查，總共調查了三十幾個村落，對閩客區

域文化的比較做更深入的探討。這就是我與客家文化一連串的因緣O

用多元族群觀點了解客家社會

新竹地區可以說是北台灣客家社會的大本營，交大又在新竹有近五十年的歷

史;在這裡從事客家社會文化的教學與研究，除了方便就地取材，也可深入客家

社區和當地客家人有所互動，讓各界對新竹地區客家人有更多了解，這對於學校

也有正面的意義。所以交大成立客家文化學院，算是合情合理。

客家研究並非單一學科，而是一種跨學科、跨領域的區域文化研究O 台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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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到九0年代外籍配

偶，這五大族群之間過去、甚至現在，都存在有許多誤解。因此，我認為客家學

院的成立，應該是要透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觀點，進一步了解客家社會文

化，理解客家社會與其它族群的互動。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對於各族群了解更

多，誤解就會減少，才可以達到真正的族群融合 O

同時，廿一世紀講求全球化，也鼓吹在地化，走在科技尖端的交大已經邁向

全球化的腳步，如今又能結合學校所在地的在地文化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更能符

合一流大學的期許了 O

理論兼真實用的客家學系

談到師資來源問題，就得先談談交大客家文化學院的科系 O 交大客家文化學

院日前有兩系:人文社會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以及國際客家研究中心;明

年，我們將成立族群與文化研究所，以及成立客家社會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給新

竹地區中小學老師或其他對客家社會與文化有興趣的社會人士進修。我們目前已

開設一個為期三個月的推廣課程「當地知識與學院理論的對話 J '全程以客語進

行，頗受好評。

人社系和傳科系的課程設計相當具有彈性，共設計五個學程，這兩個系各有

其學程，其中「客家文化與社會」學程為必修，學生至少必修 2 0 個學分。

學生大一、大二不分系共同上課，大三、大四的學程則有明顯的區隔，也就

是分為研究路線與實務應用學程 O 人社系的區隔為:社會文化、創意文化兩個學

程。社會文化比較偏向研究，主要是希望學生譚一些人文社會的基礎科日，將來

可進修各種相關的研究所;創意文化則走實用路線，畢業生將來可走博物館、社

區總體營建、廣告、行銷等等與創意、文化相關的產業。

傳科系也是如此，有傳播研究及數位媒體兩個學程 o 傳播研究是讓學生讀一

些傳播理論，將來可以繼續深造;而數位內容是產業發展趨勢，所以數位媒體的

學程是讓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科技，讓傳媒發揮它最大的效果。因此，和政大、輔

仁這些以傳播著名的院校相比，它們有的，我們都有;但我們的學生多了一項客

家文化的認識與了解，以及身處交大這樣優勢的學習環境，畢業學生出路諒是沒

有問題的。

由於交大設計出理論兼具實用的客家學系，師資的來源問題相對減少。中央

大學最早成立客家學院，它早在五、六年前成立客家研究中心，兩年前成立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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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客

家社會文

化、客家語

文、客家政

治經濟等三

個研究所。

坦白說，因

為早期政府

不重視地方

文化發展，

研究客家社

會與文化的

學者不多，

而中央這三

個研究所又

都冠上「客

家」二字，不 左六.林健正總務長，左七:莊英章院長，左八:林光華主席，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但專業師資

來源有困難，畢業生的出路也許會受限制。

交大客家文化學院目前有十位專任教授，其中有本地清大、政大的博士、也

有從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留學回來的博士，大部份老師是從他校轉過來、有

豐富教學與研究經驗 O 客家文化學院兩年內共有十六個員額，來申請的申請者很

多，不乏其他知名國立大學的教授，也因交大的課程設計有彈性，師資來源沒有

問題。但特別要強調的是，為符合客家文化學院成立的宗旨，我們要求客家學院

的老師承諾，未來的學術研究要與客家社會文化相關。

位於竹北六家 4 . 5 公頃的院址

透過劉增豐院長、林教務長的協助，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最近遷到科學二館三

樓，稍微籽解剛成立時捉襟見肘的窘況。此外，也要特別感謝劉增豐院長和林健

正總務長二人熱心協助，讓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有了新址，由於他們二人的奔走，

教育部已決定撥款兩億新建客家文化學院教學大樓，院址就在竹北六家一個四點

多公頃的緊落。

竹北六家是個人文菁萃的地方，在這個聚落裡，客家文化學院佔地 2.5 公頃，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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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學院的學生在竹北林家祠前，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縣政府以低價轉賣給學校;大樓建築師也找好了，是知名的建築師謝英俊先生，

他本身也是客家人，這一棟大樓將以客家傳統建築來呈現，非常典雅漂亮。

竹北六家聚落除了客家文化學院大樓外，還有林家的問禮堂，問禮堂已受指

定為三級古蹟，未來將成為客家文物館，將設計放映室以及客家文物的展示空

間;另外，問禮堂前面的庭院將設計成表演廣場，提供一些文藝表演場所 O 大夫

第原為林家開台先祖林先坤所創之祠堂，稱為「善慶堂 J (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年) ，做為祭把祖先之所，後因嘉慶二十三年(1 8 1 8 年) ，清廷頒賜林氏父子奉

直大夫，因而改為大夫第;林家祠為目前六家林姓聚落內保存最為完整的古厝建

築，新竹縣林氏宗親會之所在 O 關於這兩棟歷史建築，將規劃維持林氏宗親祭拜

祖先之用。 JS孝堂將設計成文史工作研究室，若有國外學者來訪，也可作為招待

之所。其餘還有另一幢問禮堂、義靈祠等歷史建築。事實上，這個緊落巳規劃為

民俗公闊，客委會也將陸續撥款，修復一些古蹟，活化使用這些老建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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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學院模型照，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總之，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即將座落在這個擁有美麗願景、完善空間規劃的民

俗公園裡，學生能夠在客家學園內上課，相信對於交大提倡的人文理念，也會相

得益彰。

讓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成為客家研究的重鎮

國內現在有幾所大學設立客家學院，如桃園的中央大學、苗栗的聯合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也設立了一個客家研究所，其他的若干學校只設客家研究中心，其

中辦得比較有特色的算是中央和交大兩校。

事實上，客委會補助客家研究的經費逐年減少，我認為它應該要調整策略多

重點輔導像中央和交大這樣辦得不錯的學院，而不是不斷鼓勵成立客家研究中心

或研究所，客委會若能重點支持我們，以發展出一定的研究水準，不但讓台灣的

客家研究具有突出的表現，屆時我們也能做出一定的品質，也才能夠自力更生 O

另外，我們也應該更加開放胸襟，走出國際，因為客家文化的「原鄉」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除去大陸原鄉、東南亞客家社會研究，若只做台灣地區的客家研

究，這樣是無法走出大格局與國際化的突出地位。今年暑假，本院的幾位老師與

學生將赴大陸梅縣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訪問交流，梅縣是客家原鄉，能夠去體會

一下原鄉的生活，更能了解客家文化的精髓與迷人之處。

總之，如果客委會支持、學校支持，加上透過與地方業餘的文史工作者之結

合，我們的願景是把交大客家文化學院變成國際客家文化的研究重鎮。現在大家

一提起漢學研究，想到的就是中央研究院;而未來，提起客家研究，期望想到的

就是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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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英章教授小檔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學土(1967.6)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1 97 1. 6)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1974-75 ; 1978-79)
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1987.9-1988.2)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合聘講座教授兼任院長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兼台史所所長

經歷: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處長(1999.12.1-2003.11.27 )
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1995.7-1997. 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1988.9~1994.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代理所長(1988.2-1988.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1982.8-2004.7.2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 977.8-1982. 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71.8 一 1977 國7)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合聘教授(1987.8-1998. 7)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合聘教授(1998.8-2004. 7)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1997.8-1998. 7)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1998.8-1999. 7)

中國民族學會理事長(1993.6-1995.6)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校外考試委員 (1 996.8-1999. 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 (1 997.9-2001.8)
研究與專長:文化人類學、親屬與婚姻、歷史人類學、漢人社會結構、客家研究

勛 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75 學年度、 81 學年度、 84 學年度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86 學年度(三年)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89 學年度(三年)

第 22 屆吳三連獎「人文社會科學獎人類學類J1999.11

著作目錄:

專書

2004 :田野與書齋之間:史學典人類學匯流的臺灣研究O 臺北﹒允晨文化公司O

2000 :新加坡華人的祖先崇拜與宗鄉社群整合.以戰後三十年廣惠肇碧山亭為例。清華人類學叢刊三
(與盟問合著) ，台北 唐山出版社。

1994 ‘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間客村落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O

1977 :林±8埔 一個台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八號。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二、編著

2001 :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與王秋桂、陳中民合編)。台北:漢學研究中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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