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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客家研究中的非客家⼈　盧嵐蘭 
2020-09-06  記者 李沛榆 報導 

⼀頭俐落短髮配著細框眼鏡，隱約透露著溫和的光芒，她是國立聯合⼤學客家與語⾔傳播所副教

授盧嵐蘭。回顧她的過往研究，⼀路上似乎充滿著變化：從社會學轉變到傳播，⼜在⼆○○八年

起投⾝客家研究，⽽不同的階段的研究主題也令她的研究之路更顯豐富。

▲ 從社會學跨域⾄傳播，再到現今的客家研究，交織成為了盧嵐蘭不同階段的研究主題。（圖／
李沛榆攝）

 

求學階段的跨域之路

在求學重⼤的轉換期，盧蘭嵐選擇了「跨領域」這條道路：在碩⼠時主修社會學，博⼠班卻轉修

⾄傳播領域，⽽令她做出這個決定的起⼼動念皆是源⾃碩⼠論文。

在寫碩⼠論文時，她碰觸了當時較為冷⾨的學說「現象社會學」，該學說著重探討了⼀般⼈對於

週遭⽣活的感知。在學說出現時，傳播媒介並非像如今這般發達，但隨著社會發展，情況似乎也

變得和以往不同，她也體悟了「傳播」的奧秘：⼈們雖親⾝感知有限，但腦海中卻仍擁有了全世

界的概念與圖像，⽽媒介正是在過程中起了⾄關重要的作⽤，幫助建構著這個世界。

盧蘭嵐深刻的感受到「傳播」於當今社會發展脈絡中更顯重要，因此不斷思考著⾃⼰未來的發展

⽅向：「如果我未來還想繼續了解⼈們對於周遭⽣活的感知，⾛傳播這條路或許是合適的。」傳

播於她⽽⾔成為了下⼀個求學階段的良好切入點，除了結合過去所學，更能進⾏新的衍⽣。

從政⼤博⼠班到往後的傳播研究，過去在社會學領域的所知所學成了盧蘭嵐的重要奠基，更給予

了不同的思考。她說：「其實可以發現早期很多的傳播理論參考借助了其他學⾨的資源與⼒量，

⽽社會學在其中就是扮演著這類⾓⾊。」因此，當傳播研究涉及到相關社會⾯向，過去的理論基

礎不僅寬廣了想像能⼒，更幫助其更為透徹地釐清傳播社會發展。

 

開展客家研究　不同觸⾓的延伸

⽽開啟盧蘭嵐客家研究的契機則是⼆○○八年來到聯合⼤學客傳所任教。從博⼠班開始便專注於

新聞傳播研究，對於非客家⼈的她⽽⾔，著⼿客家相關研究似乎是個新的開始。「但其實我蠻有

彈性的，也願意將觸⾓延伸⾄不同領域。對我⽽⾔，來客傳所是個刺激⾃⼰的機會。」盧蘭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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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若沒有來到客傳所，⾃⼰可能仍沈浸在過去所理解的新聞傳播，來到新環境後，不僅在學

術上給予了她許多新靈感，更打破了過去較為制式的思維。

不可否認，過去的既有印象將客家抑或是客家傳播研究視為較另類或是⼩眾的類⽬，但當跳脫較

為傳統的傳播觀念，盧蘭嵐發現當傳播應⽤於客家未來的發展有眾多「⽤武之地」，更可給予了

⺠眾廣闊的思考空間。因此，無論是客家的產業研究或是博物館都成了她的研究主題，並將其納

入課程，「像是產業研究就會涉及產業發展與⾏銷推廣，其中就蘊含著訊息觀念的傳遞與擴散；

⽽博物館更是文化傳播之處，這些都是廣義的傳播」。

▲ 來到聯合⼤學客家與語⾔傳播所任職，開啟了盧蘭嵐的客家研究之路。（圖／李沛榆攝）

近年來盧蘭嵐的研究主題圍繞客家多元的樣貌：從地⽅⾏銷、文化觀光再到媒介中客家論述的探

討。她不諱⾔，雖然部份研究⽅向的選擇是配合整合型計畫的主題，但她也在研究的過程中獲得

了意想不到的收穫。

▲ 在進入聯合⼤學客傳所前，盧蘭嵐的著作多為閱聽⼈相關研究或是相關編譯社會學著作為主。
（圖／李沛榆製）

當初為了配合⼤學部文化觀光系的開課，盧蘭嵐便開始思索如何將傳播的思維進⾏延伸：「其實

⾝處於苗栗，在地觀光本就是非常重視的產業，理所當然在宣傳過程中挹注了傳播相關的資源，

像是觀光、節慶，這些都是傳播過程，傳播是有更開闊空間的。」 ⽽相關文化產業的積極推動，
使得客家文化成為媒體報導的「常客」。當以文字敘述結合新聞照片呈現內容，新聞中的「圖文

互動」成了值得探討的⾯向，「這兩者其實是相互影響的」，因此在過去的研究中，盧蘭嵐曾以

客家節慶新聞出發，進⾏圖文互動及文化傳播的研究，除了可從中⼀探當前傳播媒體所呈現的客

家文化，更可從未來發展的⾓度提供不同想法。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當系統性地進⾏資料搜集後，她也發現了客家節慶主動轉型的必要性：「（客家）在舉辦節慶

活動的時候要慎重，深化本⾝的品質，進⽽與媒體溝通，讓媒體理解⽅向與⽬標，才更有內容的

發揮空間。」

在著⼿研究時，難免會有毫無頭緒的「陣痛期」，「那時後就想破頭啊！有了眉⽬就會比較順利

了。」比起思考著每個研究的學術貢獻，盧蘭嵐將⾃⼰的每個研究視作⼀片拼圖，盡⾃⼰的綿薄

之⼒將知識拼湊出更為完整的樣貌。

 

指導學⽣　不同思維的激盪

韓愈在《師說》中寫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近年來，盧蘭

嵐的重⼼逐漸轉移⾄指導學⽣，⽤過去的研究經驗感染學⽣，豐富他們對客家傳播研究的想像。

「我的⼯作就是刺激和引導學⽣，告訴他們客家相關研究的很多選擇，並讓他們在裡⾯找到⾃⼰

感興趣，當他們興趣盎然時，⾃然有了持續研究的動⼒。」

▲ 臨近退休的盧蘭嵐近期重⼼逐漸轉⾄指導研究⽣。（圖／李沛榆攝）

在客傳所的學⽣中，在職⽣佔據著⼀定比例，他們擁有豐富的社會歷練，因此盧蘭嵐在指導學⽣

時秉持著「因材施教」的理念，⼗分⿎勵學⽣們將研究題⽬從過去經驗出發，希望能啟發他們求

知動⼒，對研究題⽬保持著熱情。⽽以⾃⾝經驗出發的題⽬結合了研究理論後，也呈現著活潑有

趣的⾯貌：有客家八⾳樂團出⾝的研究⽣以樂團內成員互動出發，探討團體的互動與溝通過程及

傳統文化的存續，如何在較為不利發展的當下凝聚⼒量；也有研究⽣以客家在地廣播電台的兒童

主持培訓「⼩DJ」為研究對象，⼀窺孩童認知與態度情感的變化。盧蘭嵐說，「這些研究無論是
出發點或是研究對象都是⼗分稀少的，但正因如此反⽽有更多的創造實驗空間。」

盧蘭嵐笑稱學⽣是客傳所最⼤的資源，⽽與學⽣⼀起討論題⽬的過程於她⽽⾔更有著教學相⻑的

效果：過去的她⼀直在學術圈摸索，收集資料再進⾏分析；⽽從學⽣的回饋中，不僅深化了對許

多客家族群的了解，更跳脫了過去既有的認知。「我⼀直覺得指導學⽣是個合作的過程，很多題

⽬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們豐富的社會經驗結合指導老師的理論，豐富了客家研究題材與研究⽅

向，更盡⼰所能為客家研究貢獻著⼀份⼼⼒。」

「求學嚴謹」是許多學⽣對盧蘭嵐的印象，翻開每本她指導的論文，致謝詞中都有著滿滿的感

謝，感謝她陪伴研究⽣們⼀起發現問題，度過學習中⾯臨的挫折與挑戰。

盧嵐蘭過去的學習歷程中充滿著轉變，從社會學到傳播領域，再到近期的客家研究與教學，她宛

如⼀股明亮圓潤卻不刺眼的光輝，默默地在客家傳播研究貢獻著⾃⾝的⼒量，更帶領著學⽣徜徉

於知識的⼤海，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激盪出不⼀樣的火花，也令我們得以從不同的傳播⾯向⼀窺

客家的別樣風貌。

 

【⼩檔案】盧嵐蘭

學歷：國立政治⼤學新聞研究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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