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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介紹

張維安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教授

一、理想與目標

台灣作為肯認多元文化的社會，促進多元族群文化的發展是重要的

課題之一。多元族群文化的發展也是檢視民主與開放社會的重要指標，

多元文化主義更是世界先進國家及地區近年來熱烈討論、積極追求的理

想。教育與學術資源的投入對於多元族群的瞭解與發展有紮根的作用，

更是多元族群傳承的希望工程。

國立交通大學位於桃竹苗台灣客家人聚集之中心地，西元 1958 年

於新竹復校後即與桃竹苗客家地區緊密結合，值中央政府有籌設客家大

學院校的政策目標，具有台灣最高客家族群比例的新竹縣亦有所期盼。

交通大學基於中央政府、新竹縣政府及以學術發展的考量，於民國 91

年底向教育部提出「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之籌設，期望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成為國際級之客家學術研究重鎮及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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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院的特色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經教育部核准於 2004 年 3 月 5 日成立，

至今除了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及科技與社會中心外，設有人文社會學系、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傳

播與科技學系及其碩士班與博士班。積極在人文與社會、傳播與科技的

基礎上，建立客家知識體系，並以國際客家研究中心整合學院與社區，

聯繫客家社群的資源，走入客家族群的生活世界。

    

圖 1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本院對於大學部的教學思考重點，在結合客家文化與社會的專業課

程與基礎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同時亦著重文化產業、傳播科技相關的

實務訓練。課程的特點在於著重培養學生具有跨學科的人文社會科學基

礎訓練，並透過客家族群社會文化專題的理解，以訓練學生兼具學術與

實務對話的能力。人文社會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在相關領域中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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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的競爭優勢。研究所方面，共有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與傳播所合辦），

博士班（與設計學系合辦），以培養對客家社會文化有興趣的跨領域研

究人才。兩系所提供之課程，甚受校內非客家學院之師生歡迎。

三、位置與建築

       本院座落於離新竹高鐵站附近的客家民俗公園，是一個走進社會、

結合社區的研究機構，學院成立於台灣積極建立多元族群文化社會理念

的年代。2010 年客家文化學院主體建築落成啟用，由著名建築師謝英

俊先生設計，結合中國閩西客家圓樓建築與粵東圍龍屋建築意象，外表

先看到的是圓樓的意象，在圓樓北面兩側另有半圓則代表著圍龍屋的意

象。主體建築內設有先進的虛擬攝影棚、網路電台、民意調查實驗室、

多媒體教室、文化產業專業教室及國際會議廳。三樓設有客家特色典藏

的圖書室，所有研究生包括在職進修的研究生都有足夠的研究空間。

主體建築之外，本院另有兩棟歷史建築，小問禮堂為國際客家研究中

心，提供短期研究人員研究空間與住宿設備。修復中的忠孝堂，將提供

本院師生關於客家文化產業與創意展示的實驗空間，並規劃咖啡與輕食

區，作為文化創意激盪的空間。學院周邊的傳統客家社區，擁有宗祠、

廟宇與客家歷史建築，融合了傳統與現代，使本院具有豐富的生命力與

實踐性格，成為全球最為獨特之客家教學與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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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中心與推廣教育

      本院設有兩個研究中心與一個客家文化專班，執行研究與教育推廣

事務。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為本院最具客家味的研究所。其

學術目標與出身頗具特色，客家文化學院就其名稱係以客家文化為主要

的研究與經營對象，承載著國家社會的期待。學院為此而爭取教育部提

供人事編制，設立專班，招收有志於從事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之學生。

專班由本院人文與社會學系及傳播科技系師資，開設多元課程與論文指

導研究，起初學生以中小學教育人員為主，近來已擴大招收公務人員、

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及公司行號人士，前來進修。截至 102 年度，

已完成地方社會、產業、信仰、社區史、性別、文學與傳播等視角之客

家研究碩士論文 110 餘篇，對於客家文化之研究、推廣發揮相當大的作

用，是一個與本院設立主旨最為密切的研究所。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以成為華文文化圈之客家研究重鎮為願景，

藉由植根台灣本土，推展與東南亞及中國大陸之學術交流與研究整合等

策略，從而成為跨越人文與社會學科之研究典範。本中心是客家學院設

立時的基本成員，理想上研究中心是客家學院和社會各公私部門、社

區、產業、國際接軌的重要平台，其主要任務為同時達成在地化與國際

化的整合研究工作。關於前者之具體工作方針為在新竹地區建立田野工

作室，作為本中心與地方文史工作者、教師及社區研究者的交流合作平

台；後者則尋求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合作，展開跨國或跨學科的研究計畫；

將研究計畫所建立之人脈、資訊與社區關係轉化為作業、實習與參訪等

教學活動資源；藉由歷來各項跨學科集體性的研究計畫之展開，訂定短

中長期發展計畫。近程以竹苗地區作為田野調查的對象；中程的研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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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是台灣其它地區，例如中、南、東部地區，以及中國大陸的客家社群；

長期的發展則延伸到東南亞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客家社群研究。

「科技與社會 (STS) 中心」是客家文化學院與電機學院兩院共同設

立的研究中心，本中心的研究團隊除了包括交通大學校內之人文社會學

院、客家文化學院、資訊學院以及電機學院優秀師資，同時也跨校邀請

了清華大學、陽明大學、中央大學等相關領域之師資一同參與。本中心

因此也扮演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下，執行科技與社會相關活動以及整合

的平台。中心設立的主要宗旨：1. 促進跨領域人才合作與研究交流。2. 

探索科技與社會人文之交互影響。3. 培育具宏觀與多元思考能力之「科

技社會人」。4. 開創符合社會需求之科技研發與建設模式。具體的研究

與教學活動包括進行相關 STS 研究、開設跨領域 STS 課程，並配合台

灣聯大規劃跨校學程、執行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群組計畫，

並出版 STS 相關研究成果與教材。也成立了包含資通訊與法制、生醫

與法制、人文社會的交通大學 STS 智庫，針對科技發展進行社會評估

作成政策建議，以學術貢獻社會。此外，本中心也推動 TEDxNCTU，

以及科普教育，承接國科會科普計畫，除了每年例行舉辦高中生的「電

機、科技、社會」的一日營之外，同時成立科學志工團，從在地做起，

到新竹縣偏遠地區的中學進行科技與社會向下紮根的教育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