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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　發掘客家新藍海丘昌泰　發掘客家新藍海

2014-10-24  記者 吳雨潔 報導

　　「你們其他族群到客家學院只有給客家學院加分，沒有減分，因為你客家人說自己的文化好

，老實講，這個沒有什麼，自吹自擂，當別人都說你的文化好的時候，你當然就可以發展出來。

」融合自身對於公共行政與管理的專長，曾經擔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所長的丘昌泰，對於客家文化的延續總是有著創新的見解。

　　丘昌泰目前任教於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研究範圍涵蓋了公共政策與管理、災難與

危機管理、環保政策、地方政府管理及客家族群研究。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之路上共著有十三本

專書，六十餘篇期刊論文，研究計畫則至少主持二十項左右，尤其是對客家研究著墨甚深。

善思考迎挑戰善思考迎挑戰  放棄鐵飯碗放棄鐵飯碗

　　丘昌泰大學時原本是就讀統計系，由於比起單調呆板的數字分析，他更喜歡的是抽絲剝繭的

思考，因此在思考人生規劃時，才下定決心轉向一個更適合他的專長領域，考進了台北大學公共

政策研究所。碩士畢業後，他跟隨著當時就業的潮流，考上了公職，進入到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擔任秘書一職。然而，服務半年後，他又重新為自己的人生地圖，畫上新的旅程。

　　回憶起當初在兒子出生後，毅然決然放棄人人欽羨的鐵飯碗，去考台灣大學的政治學博士班

，丘昌泰說：「我很了解我自己，我善於思考，有些創意，綜合能力很強，我沒辦法做一個工作

是完全沒有挑戰性的，死死板板寫個公文，連釘書機要訂幾格，都要照著弄。」於是，儘管年紀

已不輕，他仍舊選擇走他喜歡的路。

　　他坦白說：「這是很大的賭注，如果沒考上，你可能什麼都沒有，還要重新回去投入到職場

裡面。」雖然不被別人看好，認為他可能會白費工夫，丘昌泰仍以榜首之姿考取博士班，在台大

研究環境的薰陶下，奠定他日後進入公共政策領域的基礎，以及日後前往美國進修的機會。

丘昌泰自述對於自己和客家文化的淵源，強調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司領域合作對於客家文化的重要性。（吳雨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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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學術研究  數十寒暑孤獨過數十寒暑孤獨過

　　在學術研究這條路上，丘昌泰表示，如同「不堪回首來時路，數十寒暑孤獨過」，其實背後

有許多辛酸。他認為做學問必須事必躬親地到當地實地探查，才能深切了解問題背景。為了寫論

文，他實際在台灣各地進行田野調查，結果寫了文章投了稿，審查委員用幾句話便打發掉他，曾

令他心灰意冷。

　　然而支持丘昌泰一路走來的就是「務實」和「長期規劃」兩大人生理念，這從他的研究方向

便可窺知一二。就讀碩士期間，當時台灣各鄉鎮對於興建垃圾焚化爐所產生的鄰避效應，偷偷地

將垃圾丟往其他縣市，演變成「垃圾大戰」，他便開始研究環保議題與政府政策，直到現在。

他強調人要務實，不要「務虛」只做表面功夫，在台灣的學術界，如果想要做出成果，就要像種

樹一樣，要慢慢用心地去翻土、灌溉和施肥；另一方面，看事情要往長遠的方向想，不要短視近

利，而是要規劃長遠計畫，發掘其中更多的可能性，並在過程中找尋下一個研究目標。

　　雖然經歷過研究成果不被別人認同或是研究經費短缺的困境，但是他仍舊堅持下去，丘昌泰

說：「經過那麼多年的跌跌撞撞，學習之路真的是很漫長，你一定會遇到挫折，因為有人不欣賞

你，但有更多人會認同你，只要你認認真真走下去。」近年來，他的學術研究成果開始受到重視

，常被引用，甚至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常被邀請到當地進行學術及文化交流。

書架上皆是丘昌泰的研究成果，對於做學問他從不隨便敷衍，而是一步步從翻譯參考資料開始，事必躬親。（吳雨潔／攝）

從管理角度從管理角度  推動文創產業推動文創產業

　　　　祖籍廣東梅縣，但是從小生長在新竹的丘昌泰，因童年住的地方鄰近軍營，阿兵哥很多，所

以跟外省族群來往密切。然而，外省族群不喜歡客家口音，甚至會加以恥笑，因此他隱藏起他的

客家身分。丘昌泰坦言，直到二OO四年進入到中央大學任職，他才開始大量地投入客家研究，

與客家重新產生連結。

　　到中央大學擔任客家研究所所長後，丘昌泰直接從管理的角度，推動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要

求師生一定要研究客家文創，沒想到這個方向跟中央政府的政策、社會民間的期望，以及學生的

需求相互切合，一直到現在都是客家文化發展的重點。

　　「我們研究客家不能夠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去鑽研它的歷史、文化、語言，我不

是說這些不重要，而是說過去四、五十年研究的都是這些，沒有什麼新的方法。」丘昌泰強調研

究客家文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精神。

　　為了讓學生對於客家文化有更多了解，在課堂上他提出問題，讓同學分組進行討論，像是有

一次，他讓同學去思考，如何解決新竹縣關西鎮稻米賣不出去的問題。他指出現在的學生擅於結

合進步的傳播科技，寫出具備可行性的企劃書。同時，他也帶領學生到新竹關西、高雄美濃實地

田野調查，甚至是與中國廈門大學合作，走訪福建、廣東，進行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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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講求踏實，因此時常帶著學生或研究團隊上山下海進行田野調查。

圖為他帶著同學到美濃進行調查時，親自為同學攝影留念的照片。（丘昌泰／提供）

美好客家美好客家  讓全民共同欣賞讓全民共同欣賞

　　　　丘昌泰認為，在其他外來文化強勢影響現在年輕人的情況下，將客家文化朝向「全民客家」

的方向努力，會是客家文化所保有的優勢。客家文化產業規模小、產值少，唯有結合公私領域的

力量，才可以建立客家文化的市場。他舉例每年四月舉行的客家桐花季，不只吸引客家人前往，

而是讓大家共同欣賞客家象徵的美好，透過這樣的方式，會使客家文化更容易推廣出去。

　　目前，丘昌泰與其團隊正在研究文化產業中的「數位匯流」，他指出現在看電影並不像以前

一定要去電影院看，而是在每個人的手機、筆記型電腦或是平板便可獲得，如何結合各種科技載

體發展文化產業，是他們現在所研究的趨勢。

　　對於丘昌泰而言，現在最重要的自我期許是培養更多的後進教授及學生。他說：「我已經告

訴我自己會盡我所能，將我所知道的，用最大的耐心去帶這些同學。」他希望能幫助學生確定他

們未來的人生志向，以及帶領更多的後輩進入他的研究行列，將其理念繼續傳承下去。

丘昌泰認為將客家地區的觀光產業加值化、創意化使其活躍起來，利用說故事導覽的方式會讓更多人認識，

為了更加了解當地狀況，圖為他到龍潭斷橋進行田野調查的照片。（丘昌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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