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臺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預定議程） 

第一天： 2016年 9月 10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貴賓致詞 (國際會議廳) 

09:30-10:30 

專題演講：(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徐正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主講人：孔邁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 

10:30-11:00 茶敘、大合照 

地點 (國際會議廳) (HK115) (HK207) 

11:00-12:20 

A1 教會與客家 B1生命敘說/書寫與在地實踐 C1 客家飲食文化的發展與建構 

從客家研究鼻祖到客家教會領袖：二十世紀下

半葉羅香林在香港的信仰轉變  

陳麗華等 

童年記憶與在地創化：一位客家文化行動者

的生命敘說探究  

李文玫  

客家飲食文化建構與客家元素組合策

略  

黃世明  

粵東客家基督教區域的形成：1850年代至 1940

年代巴色會擴散的機制與影響  

陳麗華等 

客庄「宣教師」的生命敘說與在地實踐 

彭振雄  

客家飲食文化中茶文化發揚方向之研

究：以台三線為例 

劉煥雲 

The Hakka Christians Abroad: Life as Hakka and 

Christians in Borneo  

黃子堅等 
人與土地的依戀：邱一帆詩作中的在地書寫  

羅秀玲  

客家飲食文化深耕與推廣策略研究：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産個案的啟迪  

馮祥勇  三巴會的分與合：以《德華朔望報》為例 

張翰璧等 

12:20-13:30 午餐 

13:30-14:50 

A2 想像臺灣與東南亞客家的族群認同 B2馬來西亞檳城客家的歷史與當代反思 1 C2客家文學與台灣文學 

文化延續、斷裂與創新：台灣與馬來西亞客家

社團和家庭之比較  

林開忠、利亮時  

客家或福佬的地盤?檳城美湖水長義山的墓

碑研究 

陳愛梅 

客家作家在台灣文學史的位置：以葉

石濤、彭瑞金、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

書寫為探討對象  

邱雅芳  

同源異境客家話語言接觸下的發展與挑戰：台

灣與馬來西亞的比較  

陳秀琪、黃菊芳  

福州妙蓮法師與槟城極樂廟的客家領袖 

宋燕鵬 

台灣印尼客家婚姻移民的認同流動與重構  

王俐容、蔡芬芳 The Contribution of Hakka entreprene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Malaya: Revisiting Chang Pi Shi 

篠崎香織 

當代客家小說書寫主題探究  

邱湘雲 
神格的新生和轉換：以臺灣的義民爺和馬來西

亞檳榔嶼大伯公信仰為例  

林本炫  

14:50-15:05 茶敘 

15:05-16:25 

A3 客家族群的歷史論述與文化資產 B3馬來西亞檳城客家的歷史與當代反思 2 C3選舉與政治 

近代日本華僑史中客家商人與客家精英的定

位  

陳來幸 

城客家宮廟的空間與形式 

陳耀威  
2012 年總統選舉中性別與族群的糾

葛:桃竹苗地區民眾對蔡英文客家身

分的解讀 

孫榮光 

晚清客家中心區的「客家中原論」：以嘉應菁

英的族群論述為中心  

李玲 

檳城浮羅山背與客家——原生態與旅遊元

素之間  

杜忠全 

屏東佳冬楊氏宗祠保存運動之策略研究  

楊景謀 

馬來西亞砂拉越吻龍福德公廟初探 

潘碧絲、英馬 臺灣客家族群政黨傾向之分析 

周錦宏、王毓君 溪南楊梅伯公岡集義祠輪庄祭祀之研究  

游素美 

邊境、邊緣、與網絡:拿篤客家的在地策略 

劉瑞超  

16:25-16:40 茶敘 

16:40-18:00 

A4 東南亞客家：社群、變遷與重構 B4性別、敘事與生命史研究 C4社會企業 

生榮死哀：東南亞客家豪門的跨域人際網絡  

黃賢強 

Leisure, Work, and Constituted Everydayness 

Mountain Songs of Hakka Women in 

Colonized Northern Taiwan (1930-1955) 

簡美玲 

客庄保衛運動「從街頭回到社區」的

知識體系系譜：一個透過小旅行再現

的實踐研究  

洪馨蘭  

當代馬來西亞華人中的「客家」：消失、延續

或重組？  

柯朝欽  

「全球客家生命史研究室」成立芻議：邁向

建構「全球客家知識體系」的一塊磚石  

許維德 

臺三線客家地區社會企業初探  

官武德、陳定銘 

馬來西亞沙巴州丹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社群

界線與跨國連結 

徐雨村  

Narratives of Dulang Washers: An Oral 

Historical Study of Hakka Women Miners in 
Kampar, Perak, Malaysia  

Ying Ying Tang, Jin Kuan Kok, Kar Yen 

Leong, Boon Teck The, Huey Pyng Tan, 

Sew Kuen Mok 

社會創業與凋敝社區再生:探究美濃

客家青年的社會創業歷程  

林慧音、高明瑞 
新村河婆客家認同之重構：馬來西亞霹靂州雙

溪古月之華人方言群與信仰  

羅烈師、徐靜蘭 

鄉情與移民社會：以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嘉

應客錫礦家李桂和為例 

黃文斌 

接待晚宴 

  



第二天： 2016年 9月 11日（星期日） 

08:30-09:00 報到 

地點 (國際會議廳) (HK115) (HK207) 

9:00-10:20 

A5 客家的環宇連結 B5客家影像 C5客家與科技 

Hakka Identity and Cyberspace Construction: 
Taiwan,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邱淑如、張維安 

Hakka Culture and Images in Cinema and 
Performances  

段馨君 

從桃園陂塘變遷探究客家族群之水資源

運用  

劉說安、王泰盛、何淑霓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Between 

Indonesian Hakka Women and Other Area's 
Chinese Men 

Yokota Sachiko 

光明面的寫實：鄧南光之攝影旨趣與六-年代

的台灣視覺文化 

陳德馨 

客家聚落「農民」的浮現：以風城科學

園區週圍的二重埔與三重埔地區為例 

蔡侑霖 

Hakka (Kejia) Cultural Mainte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Lee Jonathan H.X   

後山左岸，作客成家--客台電視劇〈新丁花開〉

與〈在河左岸〉的女性、移動與地方 

許劍橋 

Improve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Hakka 
Communities through Green 

Technologies  

Junghsen Lieh 
臺灣客家族群認同與性格之研究 

劉奕蘭等 

從美塔學理論觀點論客家族群傳播與新媒體  

李偉俊 

10:20-10:35 茶敘 

10:35-11:55 

A6 宗親會、同鄉會與社區研究 B6客家閱聽人 C6客家政策與文化治理 

誰在統制社區？：從客家村社區營造、農村空間

以及地方治理變化看美濃國家自然公園問題 

星純子 

客家電視台新聞節目之接收分析—以台灣客

家閱聽人為分析對象  

李美華 

客家藝文補助政策的文化治理 

俞龍通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Worlds: Hakka 

Association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Chew Daniel, J. Sonia Huang  

「月光山雜誌」意謂著什麼：一群長期訂戶

意義詮釋的觀察  

吳翠松  

桃園客家政策與客家意象 

王保鍵 

全球客家想像之推手—香港崇正總會考察  

張容嘉 

客家網絡口碑分析：情感分析取徑 

陶振超 

文化治理：以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為

例(2011-2016)  

劉兆書 

客家宗親會之文化網絡與資源依賴  

姜貞吟 

從視覺符號初探文化認同:以客家身分大學生

為例  

林婕雅、曾士杰 

從贛南八景看客家文人的權力與身份認

同  

魏志龍 

11:55-13:30 午餐 

13:30-14:50 

A7 空間與文化 B7語言、客家族群與文化 1 C7文化展演與再現 

客家“聖地”景觀的建構與在地宗教實踐——以

客家原鄉梅城為例  

河合洋尚 

閩西原鄉和飛地客家話的保留與創新：以上

杭縣闕氏為例 

吳中杰 

從客家傳統陶窯工藝到文創產業轉型之

研究－以「苗栗柴燒陶藝」為例  

王遠嘉、徐暄景 

墓葬、風水與遷葬：南臺灣內埔客庄清墓若干問

題分析  

曾純純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A Study of 

Chinese Hakka Family in East Malaysia  

Ding Seong Lin, Kim Leng Goh 

文化展示的族群性與地方性：博物館場

域中客家文化知識的形成與再現  

劉堉珊 

阻葬與號墳：初探六堆客家墓葬文化的變例  

張永明、曾純純 

語言論述與族群想像：以台灣客家話為例 

廖經庭 

客家民俗的文化展演與族群認同—

以贛南尋烏縣南橋村客家迎故事民

俗儀式為例   

鄭紫苑  

苗栗地區客籍受刑人黑話使用之研究  

李俊華 

14:50-15:05 茶敘 

15:05-16:25 

A8 族群動員與國族認同 B8語言、客家族群與文化 2 

海報發表於 HK206展示 

展示時間為 15:05-16:25 

從文化親近到政治疏離：客家「宗教謁祖」進香

與兩岸文化交流現象的初步觀察  

李翹宏 

從 Swadesh 個 200 核心詞探析客話同瑤族勉

語個對應關係  

賴維凱 

誰的想像共同體？─從「藏胞」到「本省客家人」

的中華民國族群政治 

潘美玲 

客語習得與語言態度及能力之連續性：一份

美濃五年級兒童之追蹤研究  

鍾鎮城 、許秀娟 

政治先行抑或文化先行：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全

球客家網絡建構方式之探討 

黃信洋 

台灣客家族群的溝通風格研究 

李宇昇、徐智俊  

台三線創業青年的國家與地方 

林秀幸 

客家話的文白異讀與原始客家話的構擬  

劉鎮發 

16:25-16:40 茶敘 

16:40-17:30 

A9圓桌論壇： 

族群、地方與區域：全球客家知識體系的建構與

實踐 

  

主持人：張維安 

研討會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