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 

「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15) 

講題: 台灣：當代客家文化發展的重心 

中國文化大學 110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15 回，邀請到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特聘教授，張翰璧教授以「台灣：當代客家文化發展的重心」

為題進行講課。張教授首先說明在台灣的「客家研究」之概念逐步建立於 2003 年中央

大學客家學院之成立。同年教授進入該單位服務，致力於客家的學術基礎與知識體系之

建構，以社會學的觀點從族群、移民理論著手客家研究。張教授原從東南亞的客家研究

涉入，並關注香港的客家研究。近年客家研究發展的重心因客家學院之成立，從台灣出

發與各地社團做連結，文化輸出等方面皆發展成熟，可說台灣為當代的客家文化發展的

重心。 

近代「客家」概念之建立：移民與西方傳教士 

張教授首先從歷史脈絡闡述近代客家概念的建立。「客家」概念的源頭始於 15-16

世紀從閩、粵、贛山上移動至山下，而被稱作「客」的一群人。從移民理論來看，在 1850

年前後當時客家仍為「移民」現象，並非族群的概念。以此時期為分水嶺，當時因中國

華南地區的動盪，影響了移民快速流動。客家人遷徙到山下、海外。在此移民的過程中

逐漸形成了人群的分類。從政治經濟學觀點上看，移民＝客人，當時又因其政經地位不

高也被稱為「客仔」。另一重要的歷史要因則為西方傳教士到客家地區傳教，德國傳教

士發現其中一群人的語言、文化習慣皆與廣東地區有差異，進而建立對客家地區人們的



研究。客家的英文「Hakka」即是西方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建立的知識基礎。故可說客

家最早的知識體系是由19世紀的傳教士建立，原被稱為客仔的一群人變成了「Hakka」。 

客家研究發軔之地➖香港 

張教授指出，在 1890 年代，殖民地香港是相當重要的傳教基地。因香港教會密集、

總督等皆與教會關係密切因而影響了客家的知識建立與網絡運動。1905 年出版之《鄉

土歷史》提到客家、福佬非漢種亦非越種，引起很大的爭議。1920 年出版之《世界地

理》亦提到廣東山地有許多野蠻部落，如客家等。而 1911 年客籍「學者移民」，賴際熙

與羅香林先後入港。也奠定了香港在客家研究的重要地位。1930-50 年代，客家運動由

大陸轉移至香港，包含羅香林等人之「客為漢人」的論述獲得香港商人的支持。在其中

香港崇正總會拓展了相當大的網絡。例如：日本崇正總會與香港崇正總會關係密切；而

東南亞、美國的崇正總會都是老華客社團的核心。直至 1970 年代香港都為客家研究的

基地。 

客家研究重心的轉移：從種族論到族群理論，台灣主體性的建構為背景 

1980 年代開始，因台灣的多元文化、戒嚴、社會運動發展、主體性的建立，台灣

逐漸接續了香港客家研究的能量。台灣與香港的客家研究有所不同。第一，香港接續了

中國大陸的「非漢」論述，但台灣除此論述外因社會主體性、多元族群之影響，有不同

層次的觀點。第二，社會網絡發展的不同：相較於香港以商人為核心的社團網絡，台灣

以文化為基礎，文化交流社團、學術文化團體為多。第三，從社會科學層面來看，1960

年代以前的香港客家研究多為相對於「蠻族」說而進行的研究。是從歷史學與種族論的



角度切入的客家研究，希望證明客家具有中原漢族的血統。但台灣客家研究興盛於 1970

年代，是以「族群」為基礎進行論證。張教授進一步說明台灣主體性建構的過程。台灣

主體性的建構始於 1949 年，1970-80 年代的第二波經濟發展促成了工人階級的出現，

而後有工運、農運、還我母語等社會運動，逐步建立多元文化社會之基礎。起初台灣的

「客家研究」開始建構之時，研究仍多數集中在歷史學、中國大陸與台灣客家人的研究。

但 90 年代之後，台灣的客家研究逐漸將「台灣客家」作為論述主體。2000 年以後，以

社會科學的觀點帶入客家研究逐漸往制度化發展。客家研究軸心的變化與台灣主體性之

建構實為平行進行。是具有台灣社會主體性，台灣觀點的客家研究。此為與既往的客家

研究不同之處。 

從台灣到全球：以主體性與多元性發展跨領域的客家研究 

張教授指出，在台灣社會的主體性、多元性是客家研究發展的基礎，由於具有反省

性並強調多元文化，不會陷入「客家本位」的知識假設。在台灣的客家研究是多元，跨

域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行政、媒體等各領域皆能涉足。故可以從更廣域

的視野觀察到既往客家研究尚未開發的觀點。另外，又因客委會與客家研究機構的合作，

在師資培育與整體制度上都對客家研究的推動具有制度上的意義。在此基礎之上，台灣

客家研究因具主體性，可作為認識東南亞、全球華人社群的方法。又因客家具有獨有特

殊的方言群、族群，亦可從族群互動取向觀察其社會過程，看到客家以及華人社群的同

質性與差異性、在地化。展望未來，張教授指出可從台灣客家研究出發，進行東南亞與

全球客家、華人的在地化研究；東南亞與全球的族群、移民研究、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



社會等研究。演講最後，張教授亦提到 2023 年即將在台灣舉辦的「世界客家博覽會」，

透過此博覽會更能看到客家作為一個族群在台灣與世界呈現的不同樣貌。 

 

 

（網站連結: https://eurasia.pccu.edu.tw/index.php） 

（撰稿: 黃馨儀・日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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