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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簡介

羅肇錦 *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一、理想與目標

臺灣的客家人緣於自原鄉遷徙來臺的歷史情愫，普遍來說，要比其

他地區的客家人更具有客家意識與族群情感。近十幾年來，在政府本土

化的政策推動下，臺灣客家在這塊尊重多元文化社會的土壤裡滋長，相

關行政單位與民間團體努力於客家語言文化的保存和推廣；另一方面，

在多族群的文化接觸下，也孕育出臺灣新的客家風貌。在傳統客家元素

與新客家社會發展俱足的臺灣，有其條件也有其時代責任，建構「客家

學」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成立於 2003 年 8 月，為全球首創

之客家學院，向來秉持「客家本質」的研究為目標，提供完整的客家元

素以利客家文化的保存、推廣及永續發展。本學院強調以人文社會科學

方法論進行客家研究，並以和諧多元為論述主軸，期盼帶動國內外客家

學術研究風氣，建構科際整合的「客家學」。當代「客家學」應建立在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基礎上，並展現在客家社會文化、語言文學、政治經

濟、法律政策等學術領域，我們希望能立足臺灣、深耕臺灣，進而放眼

國際走向世界。基於上述理想，本院之教育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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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臺灣本土客家研究的專才，以豐富臺灣客家研究內涵。

（二）透過科際整合研究訓練，培養具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的客家研究    

            人才。

（三）以多元文化的教研方針，培養具公共視野，又理解客家事務的專

            業人才。

（四）積極與國際學術社群對話，以培養具國際觀的客家菁英。

二、組織架構

本學院現有「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與研究中心。

圖 1 客家學院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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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本系於 2013 年 8 月成立，結合了「客家社會文化碩士班」（2003

年成立）、「客家語文碩士班」（2004 年成立）、「客家政治經濟碩

士班」（2004 年成立）、「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2006 年成立）、

「客家研究博士班」（2011 年成立），從學士班、碩士班到博士班，

一貫延伸都以「客家」為核心，從基礎的客家語言文化和社會科學能力

的訓練，到培養具備客家研究的專業能力，完整建立高等教育機構客家

人才培育的一貫體系。學士班的課程著重客家通才的教育，課程涵蓋客

家語言、社會、文化、文學與政經等領域，重視客家菁英的培養，碩、

博士班則重在客家研究人才的培養。客家語言暨社會科學學系以「客家

心 ‧ 新客家」為發展目標，強調「用心」關懷客家事務，並運用創新

視野呈現客家文化新面貌，用「客家心」一同創造「新客家」，以厚植

客家文化永續發展的能量。

圖 2 學系架構

1. 大學部

2013 年 8 月成立，以培養學生具備客家語言文化與社會科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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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培植具備多元文化、公共視野與國際觀之客家人才。大學部

的課程規劃在提供學生跨學科的基礎訓練，教學方式強調創新、多元、

實用，為投入就業市場做準備，並重視學科理論的奠基，為從事客家研

究做鋪路。

2. 客家社會文化碩士班

2003 年 8 月成立，培養客家學術研究與教學的人才，和深化客家

社會文化研究為目標。發展方向並重本土與國際，以國內及東南亞客家

社會文化相關議題為研究重點，並致力於推動平等和諧的族群關係，具

備多元社會文化議題的論述能力。

3. 客家語文碩士班  
2004 年 8 月成立，為全國首間標榜以客家語文為主要研究範疇的

學術單位，訓練學生熟悉客家語文研究相關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掌握國

內外客家研究的脈動，了解國內外客家話的發展與特色。培養學生具有

客家文化素養，具有規劃傳承與推廣客家語言文化的能力，以勝任客家

文化基礎建設與教學的工作，散播客家文化的種籽，成為延續客家命脈

的菁英。本班分為客家語言與客家文學研究兩個面向，客家語言研究鑽

研客家話之語音、詞彙與語法；客家文學研究則探索客家之傳統文書、

現代文學與民間文學。

4. 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

2004 年 8 月成立，強調從政治經濟角度來推動客家議題之研究。

以族群政經關係、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與客家文化產業為三大重點

發展方向，期盼為臺灣社會培養優質的客家事務管理人才、創造多元和

諧的族群政治環境與引領客家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 

5. 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2006 年 8 月成立，提供對客家事務與客家研究有高度熱忱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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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進修管道，多數的研究生都是懷抱著對客家的熱情與使命感來就

讀。本班課程設計多元，由本院四個研究所的師資聯合授課與論文指

導，針對客家語言、社會、文化、文學、政治與經濟等領域，進行深度

與廣度的研究，強調跨學科領域的客家專業知識與實務行動之交流，培

養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客家研究與行動實踐人才。本班學生來源多元，有

中小學教師、公務員、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及公司行號人士，畢業後能

在各場域為客家貢獻一己之力，推動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6.客家研究博士班

2011 年 8 月成立，為全國第一個以「客家研究」為名的博士班，

針對客家語文、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法律與政府等領域，進行深度與

廣度的科際整合研究，建構「客家學」以客家為主體性的研究論述，進

而強化本學系及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能見度。

（二）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2006 年 8 月成立，為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之後，第一個專業的

法政研究所，也是北臺灣唯一強調「法律」與「政府」兩個領域結合的

研究所。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不是走傳統的法律路徑，亦不是無所不包

的政治議題，而是面對全球化的時代，公共事務必須要有全盤的思維與

全盤的配套措施，始能提昇政府的施政品質與效能，並落實法治國家理

念。本所強調陶冶專業倫理、重視研究方法，強化實務訓練，以科際整

合、跨界對話培育當代優異之法政人才。

(三 )研究中心
本院設有三個研究中心，分別是「海外客家研究中心」、「公法與

治理研究中心」、「社會暨政策科學研究中心」，以求更深化本院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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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並將客家研究的場域從臺灣擴大到海外。

「海外客家研究中心」，客家族群一直與移民遷徙的意象相連，

早期客家人迫於經濟的壓力不斷由中國大陸往外遷移。在中國大陸、

臺灣與東南亞各地的客家人，擁有「客家」的共同稱號，但各地的

客家文化是否都呈現一致的樣貌？還是有因地制宜的「客家性」出

現呢？本研究中心的設立，目的就是希望進行東南亞各國間、東南

亞和臺灣、中國大陸的族群經濟、文化和移民史的比較研究，累積

有關海外「客家」社會文化的個案，描述或建構客家文化的內涵。

不但能夠有助於對客家人的文化傳統有進一步的釐清，更有助於建

立未來相關研究與跨族群比較的基礎，也希望透過本中心之海外客

家比較研究與當前遷移到歐美社會為主的族群理論進行對話與補充。

「公法與治理研究中心」以公法與治理理論為基礎，針對當代國

家面臨的公法與治理之問題，研究相關的法律與政策做為本中心所發展

的主軸，研究工作與目標著重於公法與治理理論的深化、憲法審判權之

研究與實務、人權保障之理論與實務、執行法律學與政府學之科際整合

相關計畫以及辦理各項學術活動進行學術交流。

「社會暨政策科學研究中心」以社會科學與政策科學理論知識為基

礎，以現代臺灣與全球社會所凸顯的議題為重心，針對當代社會科學理

論與實踐、社會制度與政策分析、全球化等相關領域做為本中心所發展

的主軸。本中心的研究工作重點在於融合社會學基礎知識與公共政策的

發展，以進行傑出之政策規劃，並透過各種學習活動和社區服務，加強

與非營利組織與社群的對話，推廣與政府機關的合作研究，分析前瞻性

社會趨勢與公共議題，扮演政府的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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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特色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自 2003 年 8 月成立以來，陸續成立了五個

研究所、一個博士班、一個學系，「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自大學

部到博士班，從組織結構來看，在國內各客家學院中本系的學制最完

整；從教學研究內容來看，除了相關的社會學、語言學、政治學與經濟

學的專業理論之外，本系的教研皆以「客家本質」為主軸，在國內各客

家學院中最具客家元素與客家特色，尤其是「客家語文碩士班」，是全

國甚至可說是全球唯一以客家語言文學研究為主的碩士班，語言是每個

族群鮮明重要的標誌，承載著每個族群的歷史文化，客家話的研究是建

構「客家學」不可或缺的角色。本院積極進行跨領域研究的結合，針對

客家語言、社會、文化、歷史、文學、政治、經濟、法律、政策等議題，

進行深度與廣度的研究，培養具全球視野的專才，以建構兼具傳統與現

代、本土與國際的「客家學」論述，俾使本學院成為國際客家研究的重

鎮，期能成為臺灣最具特色的本土高等學術研究機構。

四、位置與建築

本院客家大樓座落於風景優美的中大湖畔，深紅磚色牆面、深色斜

瓦屋頂及卵石基座，表現客家的傳統人文建築意象，一樓的國際會議廳

也採客家圓樓的建築形式。走進客家大樓，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排發人

思古的長廊，以及豎立在長廊口的「以客為尊」石碑，它象徵本院教研

皆以「客家元素」為主軸，學生畢業後也以「傳承客家、發展客家」為

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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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客家大樓

                               資料來源 : 作者提供

圖 4 以客為尊

                               資料來源 :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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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建築的另一個特色是一樓採開放式的空間，不設任何一道門來

做內外之隔，隨時歡迎外人進到客家大樓的一樓「坐尞」（拜訪、閒坐

聊天），表現出客家人廣納四方的好客胸懷。中庭有一個露天的演藝廣

場，是本院舉辦「客家週」系列活動主要的藝文空間，也經常有校內其

他團體在這裡舉辦活動。客家大樓為七樓的建築，一樓是國際會議廳、

推廣教室與客家文物館，推廣教室專為本院各種客家語言文化的推廣課

程而設，例如客語薪傳師的培訓班、客家語用字研習班、臺灣客家語拼

音方案與記音研習班、客家禮俗研習班等等。二樓是實習法庭、客家特

色典藏的圖書室、古籍資料室、客語認證中心、語言教室和各碩士班的

研究室，古籍資料室收藏了許多客家古文書，語言教室除供基礎、進階

客語上課之用，也可做為客語認證之口試試場。三樓是教室與研討室，

四、五樓是行政辦公室與研究中心，六、七樓為教師研究室。

圖 5 客家大樓湖邊

                             資料來源 :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