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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臺灣客家四百年」到「承蒙客家」

      常設展

展示是博物館與觀眾接觸最直接的地方，透

過博物館的展示可以窺見一個群體的文化內涵，

表達博物館的意識形態。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臺灣

客家文化館（原名為苗栗客家文化園區，2017年

更名為臺灣客家文化館）2012年5月12日正式開

園，同時也是第一檔常設展「臺灣客家四百年」

開展的時間，之後於2019年11月1日全面更新為

「承蒙客家」常設展，為臺灣客家文化館首次重

新規劃的常設展。

常設展與特展的區別，在於常設展所展出的

內容主題較特展豐富、展示物件多元，且是能夠

反映博物館的特性、精神與宗旨等核心概念的持

續性展覽（王嵩山 2003），並且能藉由博物館

的展示，使觀眾可以從中獲得知識，認識到某種

文化內涵，甚至被喚起屬於某個團體的集體記憶

（吳詩怡等 2018）。博物館中所設置的常設展

肩負著傳達中心理念的重要工作。臺灣客家文化

館被賦予作為「全球客家博物館及圖資研究中

心」之功能，以接軌世界客家及族群博物館研究

與創新發展，意味著其著重不只臺灣客家，更包

含到全球以及族群關係。從開館時的「臺灣客家

四百年」常設展，到重新規劃的「承蒙客家」常

設展，期間歷經了八年時空背景的轉變，以常設

展來說，八年的時間不算長但也不短，1然其新

規劃之常設展整體展示內涵已有相當大的轉變，

並更能符合當代博物館精神與客家研究的進程。

二、「臺灣客家四百年」常設展的展示內涵

（一）展示架構與內容

「臺灣客家四百年」常設展於2012年5月開

展，展覽內容以臺灣客家四百年之文化與常民生

活體驗為主軸，包含「A區—展覽總說」、「B

從客家研究到展示內涵—
以臺灣客家文化館常設展為例

1  常設展的展示時間超過10年者，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命科學廳–我們的身體-生、老、病、死〉自2006年5月起至今；〈臺灣南島語族〉自
    2008年10月起至今。國立臺灣立歷史博物館〈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2011年10月至2019年11月，2021年1月8日重新開展。國立臺灣博物館
  〈臺灣的生物〉常設展；〈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常設展自2017年11月21日至2026年11月30日。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臺灣南島民族廳〉2001年7月起至2012年12月新增「分合與連結」主題；〈臺灣自然史廳〉2001年7月起至2011年12月更新「海漂植物」展示
   區。

文 / 朱玲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發展組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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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艱辛，改以竹燈營造出銀河意象，其意味客

家族群帶著希望渡海來臺，開拓新天地，藉此

反轉傳統艱辛與悲情意象；其二為更新客家委

員會的成果內容。

（二）傳統客家論述課題

自客家委員會成立後，有越來越多論文研究

分析客家文化館舍的發展脈絡及其與國家政策、

社會發展的文章，其中有少數篇章分析臺灣客家

文化館及評論展覽內容。例如吳詩怡（2008）的碩

士論文從集體記憶的角度論述博物館如何透過展

區—八方來客、落地生根」、「C區—客家好生

活」、「D區—產業與文化」、「E區—從鄉村到

城市」、「F區—繽紛的客家文化」六項主題。

展示主要描述客家傳統的生活型態、晴耕雨

讀的生活哲學、吃苦耐勞等客家內涵與精神。在

產業與工藝方面，透過焗樟腦、林業、木雕、陶

藝等說明客家的傳統產業與文化，以及客家語言

的分布、傳統建築、客家二次移民、客家八音、

戲曲等內容，最後則是回溯客家委員會成立的歷

史脈絡，及其在語言、產業、文化各面向的施政

成果。展覽曾於2016年局部更新兩處，其一為展

覽總說意象，原以海浪意象製造出橫渡黑水溝

圖1    「臺灣客家四百年」常設展入口意象，以竹燈營造出客家族群帶著希望渡海來臺。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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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設計建構客家記憶，並於2018年吳詩怡與張翰

璧及蔡芬芳兩位老師合作研究包含臺灣客家文化

館在內的20個客家館舍。作者（吳詩怡 2008：

80）提及這些客家館舍的展示論述，是在泛客家

的視野下論述客家，「呈現羅香林的客家五次遷

移說，客家名詞的概念，以及利用肖像標示出從

唐宋元明清歷代的客家名人。若放在臺灣的脈絡

則是呈現原鄉客家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原鄉客家

何時進入臺灣，臺灣客家的拓墾情況，臺灣客家

族群的分佈，臺灣客家腔調的分佈，臺灣客家的

名人，或從食衣住行、語言、宗教、音樂等來詮

釋臺灣的客家人。」接著，羅郁瑛（2014）的論

文以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即目前的臺灣客家文化

館）為例，討論文化展示與客家論述兩者的關

係。他認為從展覽中看見「『更去中心化』、『

更主動』、『更異質性』的客家」但其中仍陳列

過去中原客家常見的「客家」、「源流」、「特

性」等課題，「東渡臺灣」到「落地生根」的歷

史脈絡。

以上文章說明2008年至2018年這十年間臺灣

客家館舍中文化展示之主軸方向。整體而言，「

臺灣客家四百年」常設展的展示內容主軸仍在羅

香林的中原論述觀點的脈絡之下，但在以臺灣為

主的視野下，展示內容也強調更多臺灣客家經

驗，呈現新的客家記憶，以及深入臺灣地方客家

縣市的發展（羅郁瑛  2014：91）。

三、「承蒙客家」常設展的展示內涵

（一）展覽的籌備—展前研究

展前研究是推動整體展覽成形的重要核心論

述，為能與現今客家研究內容接軌。「承蒙客

家」常設展自2017年開始推動展前研究，於2018

年開始執行常設展展覽規劃設計，於2019年進行

展覽施工，11月正式開展，從研究、施工到布展

完成期間歷經兩年的時間。展前研究由國立交通

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張維安教授擔任研究計畫主持

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擔任共同

主持人，兩位學者長期關注臺灣客家族群的文化

現象，以及具有豐富的臺灣與海外客家社群研究

經驗的劉瑞超博士擔任本案研究員。

展前研究計劃的進行主要有展示前置研究及

展覽腳本規劃兩部分。前者內容分別從族群、文

化、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來談客家文化的發

展，訂定歷史、全球、文化、常民、公民客家等

五個子題作為研究議題，並於2019年9月出版《

承蒙—客家臺灣．臺灣客家》專書；後者作為後

續展示設計文案的基礎內容，最後再轉譯為簡潔

易讀的展覽文案，並與展場中的文物、史料文獻

等實體物件，以及透過情境塑造、光雕投影、多

媒體互動設計等動靜態的展示手法互相搭配。

（二）展覽論述與意涵

臺灣客家文化館作為一個國家級的客家博物

館，定位為「族群博物館」應該考慮臺灣客家族

群的主體性，應讓參觀者認識與理解客家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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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飲食等內容，而是追溯客家形成的過程，

關切客家往哪裡去，並聚焦於移民者在新居地

的在地化定居生活。

展覽的核心即是展出「這些年來客家對臺灣

社會的貢獻，客家文化對臺灣文化的貢獻、客家

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張維安、謝世忠、劉瑞

超 2019：24-25）。故展覽以「承蒙客家」作為

展覽名稱，其含義即客家族群與臺灣社會之間相

互致敬與感謝，這也是後現代的展示主題，而這

樣的展覽命題，背後隱含著客家研究知識運作的

歷程。

四、臺灣客家文化館對當代思潮的回應

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展開了客家運動，帶起

了往後客家意識的發展及客家認同與想像，2001

年客家委員會的成立，進一步朝向體制化的方向

發展，2010年公佈客家基本法，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等政策，族群身分已逐步被建構出來（劉

堉姍 2018）。臺灣客家文化館即是在這一波的

運動與政策下發展出來的，從2012年「臺灣客家

四百年」常設展到2019年「承蒙客家」常設展，

期間歷經了博物館定義的變動、博物館法的制定

、客家研究的進展，甚至政權的轉換等內外部因

素的影響，因此，博物館透過展示向觀眾傳達特

定的知識與訊息時，展示內涵應與當代社會思潮

有所回應。

化的特質，及釐清社會對客家文化的疑慮，凸顯

客家文化的社會性與時代性，並放在臺灣文化展

示的位置上來看客家（張維安、謝世忠、劉瑞超 

2019：24-25）。因此，「承蒙客家」常設展是

從「歷史客家」、「全球客家」、「常民客家」、

「文化客家」及「公民客家」五大主題，來認識

臺灣客家的主體性與豐富樣貌。

「歷史客家」展區審思19世紀以來不同領域

的知識菁英所締造的客家歷史；「全球客家」展

出海外客家在宗教、語言、飲食、建築的多樣

性；「常民客家」展區以嘗會組織、聚落建築、

日常生活與信仰習俗等傳統文化，體現臺灣客家

自古以來尊重自然，並與自然合一的宇宙觀；「

文化客家」展區陳述客家文化透過文學、音樂、

戲劇的參與，建構了整體臺灣文化的發展；最後

「公民客家」展區說明從日本時代到1980年代，

透過各種行動與組織，串起客家為臺灣社會的努

力與成果，推進臺灣公民社會之發展。

依據展前研究專書（張維安、謝世忠、劉瑞

超 2019：18）中提到「就此次常設展的角度來

說，即是正在重繪臺灣客家的容顏。重繪客家圖

像，就是重建對客家的認識。」本次展覽的主旨

與第一檔常設展的主軸完全不同，展覽內容不再

去描述客家有什麼，而是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

度，來審視客家是如何被建構成我們今日所熟

知的客家，超越了傳統客家文物館的策展思維。

換句話說，這次的展覽不是要強調客家的來源與

過去，也不是介紹客家族群渡海來臺打拼的過

程，更不是陳腔濫調的說明客家的傳統信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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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知識體系觀點的轉變

開館後的第一檔常設展，「臺灣客家四百

年」如同展現一座客家歷史舞臺，意圖透過普遍

認同的客家知識典範，架構起大眾對於客家歷史

的認識以及族群辨識與認同。隨著客家研究不斷

的進展，臺灣客家學界興起了反思的風潮，客家

中原論的見解也遭遇挑戰。為了讓客家歷史源流

更為清楚浮現，在承蒙客家常設展的「歷史客

家」展區，除了呈現羅香林的中原華夏貴冑論以

外，還有南方起源論、南北混和論、畬客同源等

相異的論說或主張，以及西方傳教士在客家地區

傳教的影響及其理論都呈現於展示之中。不同的

學理對應出客家研究的蓬勃發展，當然循著不斷

精進的學說，未來或許有更新的論述或證明可再

擴增本區內容。

博物館展示往往握有一種「特權勢力」，而

成為創造與編造歷史的幕後黑手，博物館展示的

呈現是形塑一個隱藏的價值、意識形態與結構（

張蕙敏 2011）。國家的因素也是重要的影響之

一，清代、日本政府、國民政府對於人群皆有不

同的分類。「歷史客家」展區試圖呈現各階段的

人群分類名稱，從而釐清從「客人」到目前所被

認同的「客家」族群浮現的歷程。展覽透過朱一

貴事件、林爽文事件、乙未戰役等歷史事件說明

「義」內涵的轉變，也透過六堆「忠義亭碑」與

「褒忠碑」、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賜匾示

諭」，以及臺南佳里金唐殿的「旌義碑」等文

物，佐證「義」並非獨指客家，對於是叛亂或是

起義，則取決於當權者的意志。當博物館把不

可見的論述，透過物件、題材化為可見的展示

之後，這些歷史上的事件就會更加清楚。

圖2    承蒙客家常設展「歷史客家」展區，呈現不同時期對「義」的解釋。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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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馬來或印尼語、法語及英文等各地特色，同

樣的在建築、飲食等常民生活亦可發現客家與在

地文化融合的情形。也就是說，這些就是客家的

多樣性，不同的在地經驗，創造了不同的客家文

化，但是都認同客家身分。

離開中國原鄉的華人，以社團組織來做為當

地社會的支持系統，透過血緣或地緣關係將人群

互相連結在一起。二十世紀初鄉團組織發展成為

跨國的網絡型態，第一個跨祖籍地的客家社團聯

合組織是1921年成立的香港崇正總會，接著有

1929年成立的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此時已導入

客家的觀念，到了1970年代世界客屬總會成立，

定期辦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臺灣也於1997年在

美國成立世界臺灣客家聯合會，2020年在臺灣立

案。透過這些組織的連結，將分散的客家社群相

互聯結，逐步擴大為全球客家，這是一種既親切

卻又陌生的族群感受。

（二）把臺灣客家放入全球網絡

明朝末年（大約17世紀中），當時中國由於

正處於戰亂與饑荒，許多客家人大舉渡海來到臺

灣。同時期，更有大批的勞動力因西方殖民的需

求被引進東南亞各地，華人出洋的紀錄就在西方

殖民與開發的背景下展開，到如今五大洲皆有客

家族群，可惜的是，第一檔常設展中缺乏這部分

的陳述。因此，在本次承蒙客家常設展「全球客

家」展區即將臺灣客家置入全球網絡中來思

考，討論位於全球客家族群的異同與連結。

全球客家是呈現世界移民與其在地化的故

事，展區的大地圖說明了全球客家人口的分布狀

況。兩百多年來，華南移民不斷地前往世界五大

洲，目前以東南亞居多，並有完整的海外華人發

展體系，有不同的在地經驗，同時又保留了客家

傳統。例如，在移居地有來自原鄉的譚公、三山

國王等華人傳統信仰，也因地制宜新創了義民、

仙師爺、大伯公、拿督公等在地信仰；再者，語

言的使用雖以各地原鄉客語為基礎，但混入日

圖3    承蒙客家常設展「全球客家」展區，以全球地圖呈現各地客家人的分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