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文化學腕

人文祉會學系答客間

﹒人社系系主任/蔣淑貞

「人社系為何不設在人社院裡?怎麼會設在客家學院? J

「你們的專業是什麼?與通識教育的區別在那裡? J

「貴系與清大的人社系有何不同? J

「客家研究有必要成立一個學院的規模嗎?設一個『客家文化學程』就好了

嘛! J

人文社會學問設甫一年，最常被問到的是以上四個問題，無論是高中生參
訪、大學博覽會、大學評鑑，甚至是客家學院以外的交大師生和校友，經常有以

上的提問。謹藉這次《交大友聲》專題介紹的機會，向讀者們提供解惑的資訊 O

舉凡一個新機構的設立，皆有其歷史契機與社會脈絡，交大人社系也不例

外。話說十多年前，交大亟思如何從專業性大學轉型為綜合性大學時，人文社會

學院立刻成為首要選擇，在電機資訊、工程、理科和管理等學院的殷切企盼下，

人社院誕生，初步規模為一系(外文)二所(應用藝術、傳播)和藝文中心，後

來逐漸發展為今天一系七所兩中心。然而回於國家財政以及高等教育政策所限，

始終只能維持「小而美」的規模，很難迅速拓展，也因此交大在社會上的形象仍

是非常理工導向。

兩年前當客家研究開始在學術界尋求建制化之際，交大繼中央大學之後爭取

到設立客家文化學院的機會，由璞玉小組和人社院著手規畫。'分別負責硬體和軟

體的建構。璞玉小組多年來致力於竹北校區的開發，為了客家學院的用地，遂積

極與新竹縣政府協商，在緊鄰竹北校區的民俗公園預定地找了一塊 2.5 公頃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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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來興建客家學院的館舍 O 這樣的規劃，明顯地是希望結合學術與地方社

群，我們從館舍的設計可見一一斑:客家學院把客家傳統閩樓的造型稍加變化，使

其具有現代感(圓一) ，與民俗公園的古老建築(如問禮堂、林家祠堂、大夫第

等)互相搭配(圓二) ，將成為新竹縣重要地標，展現地方文化資產，活絡客家

歷史文物。客家學院期待與鄰近社區積極開展互動關係，以客家研究作為切入

點，進而提供深度的人文知識並實踐廣泛的社會關懷。換言之，客家學院的設

(圖一)客家文化學院大樓模擬圖 (圖二)客家文化學院大樓全區圖

立，實有助於交大突破現有的理工專業形象，真正發揮綜合性大學的社會功能。

在教學與研究方面，人社院為客家學院的規劃也具有宏觀視野:基於族群文

化研究必須做到跨學科，因此決定設立人文社會學系(由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規劃)

和傳播與科技學系(由傳播所規劃)。另外還籌設了「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J '推

動「客家學」的建構，以嚴謹的跨學科區域研究方法，進行客家現象的描述與詮

釋。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人社系的課程規劃 O 本系學生，根據客家學院大--、大二

不分系的整合開課方針，與傳科系一起修習人文杜會共同基礎課程，包括文學、

歷史、社會學、文化人穎學等理論與思潮，培養掌握歷史發展與社會脈動的敏感

度。在此同時，也陸續研習兩系必修的「客家文化與社會學程 J '以具體田野考

察的方式，逐步瞭解客家族群在台灣以及世界各地的發展過程。到了大三、大

四，則可以在生涯規劃上選擇就業導向的「創意文化學程」或研究取向的「社會

與文化學程」作為專業養成教育，甚至也可以藉地利之便，選擇傳科系、外文

系、管科系等為雙主修，擴大未來就業或深造的潛力與彈性。

關於「創意文化學程 J '它提供的課程包含了「知識經濟與全球化」、「飲

食文化」、「博物館與文化展演」、「文化創意產業」、「網路創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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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景」、「數位創作」、「廣告產業研究」等，所吸引的多半是活潑外向、喜

歡創意活動的學生，將來就業選項包括文化產業的規劃、文化機構的管理、文化

慶典的策展、或是文化議題的評論。累積了實務經驗之後，若想再深造，國內外

皆有相關研究所可供選擇 O

照片 -新生報到日，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照片二 :if終歲末歡唱，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旬，開明-

至於「社會與文化學程」則是吸引個性沈潛、思路鎮密的同學，可以悠遊於

浩瀚的學海之中，把客家族群文化當作做學問的起點，深刻思考諸多當前重要的

學術議題，如共同體

( community) 、文化多元與國

族認同、象徵與界線、都市研

究、社會運動、現代性、生活

風格與消費社會、科技與風險

社會、文化史等 O

截至目前為止，似乎已經

回答了常問問題中的前兩題。

至於與清大人社系的差異，那

就是我們特別提供的客家文化

知識了。從這次專刊的其他文

章中，譯者可以明顯感受到學

生從大一開始，就有很深切的

客家體認，不論自己是否為客

家人，能夠有機會接觸客家族

群，進而由此認識台灣多元文

化的深層意涵，都是難得而寶

貴的經驗。校園裡(以及隔壁

的科學閻區)雖瀰漫著尖端科

技的冷調氣氛，但我們學生的

養成卻充滿了人文關懷和參與

社會的暖色光環 C 這是通識教

育的最高層級，即使才入學一

年，已使某位同學感嘆說:

「比較上學期剛進交大時的團體

照和現在拍的合照，同學們的

氣質都改變了 每個人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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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漂亮。」

針對客家研究在交大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個學院規模的問題，這其實牽涉到資

源爭取以及研究環境，也就是說，設立學院比設立單一學程更能取得學術資源，

但這也要交大本身有條件才做得到。

交大位居台灣客家族群最多的地區，而新竹縣政府又提供客家學院新建館舍

所需要的用地，使之結合縣府預定的民俗公園及古蹟建築，堪稱學術與社區互動

最良好的模式。教育部去年在實地評估中央、交通、聯合三校客家學院館舍的興

建計畫時，就明白表示交大最有興建客家學院的條件，因此給予二億建築經費的

全額補助。

此外，其他的經費來源還包括縣政府的民俗公園託管經費、省政府的周邊環

境整理經費、以及校方提供的三年各 300 萬的圖書費、三年各 500 萬的開辦費，再

加上行政院客委會的研究經費，客家學院堪稱為交大重點扶植院系 O 目前已提報

教育部增設「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和「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教師碩士專班 J '可

望於明年招生，與現有的兩系和「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加在一起，共有五個單

位，將更落實教學、研究、與社區服務的目標。

客家學院與人社院有擠帶相連的關係，前者脫胎於後者，在研究與教學上彼

此互通有無，特別是與社文所、傳播所及外文系的合作，實質上拓展交大的人文

社會領域之能見度;另外也與通識教育中心及電信系保持良性互動，如建立客語

詞庫及客語人機介面系統的研發。勻。

莊淑貞主任小檔案

學歷: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現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兼任客家文化學院人社系系主任

專長領域:文化政策研究

澳洲文化研究、東南亞英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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