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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葉菊蘭主委   張維安教授

2002年6⽉21⽇（星期五）

09:00 研討會開幕 

09:00-09:40 致詞

 ⾏政院客家委員會 葉菊蘭主委

 國⽴清華⼤學校⻑ 徐遐⽣博⼠ 

09:40-10:30 專題演講  李喬 先⽣

 台灣客家的情結與公共政策

10:30-10:50 茶 敘 

10:50-12:40 第⼀場研討會： 語⾔政策

主持⼈：彭欽清 教授（政治⼤學英語系）

論⽂發表與評論 (1)曹逢甫 院⻑（清⼤⼈社院）

 客語危機以及客家⼈對客語和政

府語⾔政策的態度

評論⼈：

 何德華 主任（靜宜⼤學英語系）

(2)鍾榮富 主任（⾼師⼤英語系）

 台灣語⾔政策與實際語⽤的現況

評論⼈：

 羅肇錦 教授（新⽵師院）

12:40-13:30 午餐（便當）

13:30-15:30 第⼆場研討會：客家社區營造策略

主持⼈：孫⼤川 主任（東華⼤學⺠族語⾔與傳播學系）

論⽂發表與評論 (3)曾漢珍  教授（台北⼤學⺠俗藝術

所）

 客家社區營造課題與策略之研究

評論⼈：

 彭光輝 副教授

（國⽴台北科技⼤學建築與都市設

計研究所）

(4)劉毓秀 教授（台⼤外語系）

 客家婦⼥與社區扥育：以彭婉如

⽂教基⾦會東勢鎮國⼩學童課後照

顧之推動為例

評論⼈：

 徐登志 ⼥⼠（東勢寮下⽂化學會

總幹事）



15:30-16:00 茶 敘

16:00-18:00 第三場研討會：客家⾏政體系與政策機制

主持⼈：江明修 教授（國⽴政治⼤學公共⾏政系）

論⽂發表與評論 (5)范振乾副教授 （國⽴台北商業技

術學院）

 客家事務⾏政體系之建構

評論⼈：

 丘昌泰 教授（台北⼤學公共⾏政

系）

(6)施正鋒 教授（淡江⼤學公共⾏政

系）

 客家族群與國家—多元⽂化主義

的觀點

評論⼈：

 陳⾦貴 教授 （台北⼤學公共⾏政

系）

18:00 晚餐便當

2002年6⽉22⽇（星期六）

09:00-10:40 第四場研討會： ⽂化產業政策

主持⼈：吳泉源 副教授 （清華⼤學社會所）

論⽂發表與評論 (7)陳板先⽣（第三⼯作室）

 化邊緣為資源--台灣客家⽂化產

業化的策略

評論⼈：

 吳介⺠ 教授（清華⼤學社會所）

(8)洪馨蘭⼩姐（⾼雄縣社區⼤學）

 ⽂化展現再現過程的拉扯焦慮

評論⼈：

 謝世忠 主任（台⼤⼈類系）

10:40-11:00 茶 敘

11:00-12:40 第五場研討會：傳播政策

主持⼈：洪瓊娟 ⼥⼠（新聞局廣電處處⻑）

論⽂發表與評論 (9)關尚仁教授（國⽴政治⼤學廣電

系所，兼政⼤主任秘書）

 多元⽂化環境下的客家廣電傳播

政策

評論⼈：

 翁秀琪 院⻑（政治⼤學傳播學

院）

(10)李永得先⽣（公視總經理）

 從電視劇看客家語⽂傳播：以公

視⼋點檔客語連續劇「寒夜」節目

為例

評論⼈：

 皇甫河旺 教務⻑（世新⼤學）

12:40-13:30 午餐（便當）

13:30-15:30 第⼀場政策論壇：義⺠⼤學

 主持⼈：⾦重勳 校⻑ （國⽴聯合技術學院）

Lee
Highlight



1. 論⽂宣讀時間每篇15分鐘

▲鈴聲：時間結束前兩分鐘按⼀聲，時間到按兩聲。

2. 評論時間主持兼評論⼈整體講評20分鐘

▲鈴聲：時間結束前兩分鐘按⼀聲，時間到按兩聲。

3. ⾃由討論發⾔每次3分鐘

▲鈴聲：時間結束前半分鐘按⼀聲，時間到按兩聲。

4. 答辯每篇5分鐘

▲鈴聲：時間結束前半分鐘按⼀聲，時間到按兩聲。

引⾔與討論 (A1)賴澤涵院⻑（國⽴中央⼤學⽂學院）

 義⺠⼤學（客家⼤學）設⽴之我⾒

(A2)⿈碧端校⻑（台南藝術學院）

 族群⼤學是加分還是減分

(A3)梁榮茂教授（國⽴台灣⼤學中⽂系）

 ⼤學與客家⽂化

15:30-16:00 茶 敘

16:00-18:00 第⼆場政策論壇：客家⽂化園區

 主持⼈：范光棣 主任（明新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系）

引⾔與討論 (B1)王嵩⼭教授 (國⽴⾃然科學博物館)

 「客⼈之家」:⽂化園區的流離視野

(B2)曾彩⾦總幹事（屏東縣六堆⽂化研究學會）

 我看「六堆客家⽂化園區」--請朝園區分散設置的理念重新規劃

(B3)邱榮舉教授（國⽴台灣⼤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台灣客家政策與客家⽂化園區

18:00 晚餐便當

研討會花絮 

 「客家⽂化⽣活園區」發展架構

 營造國家級客家⽂化⽣活園區

 會議相關資料

議事規則

⼀、發⾔時間分配



1. 會場請勿吸煙。

2. 請勿將茶⽔、點⼼、飲料等⾷物攜⼊會場。

3. 離開會場前請將名牌夾放回「回收箱」。

4. 請關閉⼿機。

⼆、⾃由討論時，發⾔⼈請先報服務單位及姓名。

三、會場使⽤注意事項：

本會議所發表之論⽂與引⾔稿，發⾔記錄，將由本研討會之主辦單位，

與委託單位擁有各種平⾯出版、電⼦出版之使⽤權，唯之著作權仍歸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