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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112 年專題徵稿     

《客･觀》是一個關注族群文化與博物館研究，兼具科普與學術專業之期刊。

《客･觀》期待從多種視角思索族群關係，同時提供和客家、族群及博物館相關

議題，包含實務分享、學術研究、田野觀察、跨界對話及新觀點之發表平台，歡

迎相關議題文章投稿，隨到隨審。 

    本年度規劃兩個專題，分別為：「地方再現、社群參與：生態博物館的透視

與影響」以及「六堆水資源與文化資產」，徵稿期程為即日起至 112 年 8 月 31 日

止，預定 113 年刊登。除「專題企畫」外，其餘各單元全年徵稿，包括「研究論

文」、「研究 /田野紀要」、「評論」、「博觀」等單元，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相關資訊請參考本中心《客‧觀》網站：https://thcdc.hakka.gov.tw/wSite/mp?mp=19。 

 

專題一：「地方再現、社群參與：生態博物館的透視與影響」 

    1970 年代在法國登場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理論，對全世界的博物

館實踐帶來衝擊。生態博物館論的核心理念包括：拋棄博物館的威權性格與國家

機器意識型態，專業者角色應有所改變；重視地方文化傳統，從集體記憶、地方

遺產、以及地方民眾對自己文化的想法，來經營博物館；建立收藏不再是博物館

的核心和成立的絕對條件，如何將地域文化遺產以最佳方式詮釋與呈現，才是工

作要點；還有，現在或未來導向，博物館應作為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希望可以改

變現在、甚至創造未來。生態博物館的目的，在於以科際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

來呈現某一個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而不是以學術或功能分組的專業部門為基礎，

去執行傳統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功能。 

    生態博物館理論在 1970 年代於法國倡議以來，由於伴隨著文化民主化、公

民社會發展、地方發展等的大趨勢與課題，相關論述與實踐持續衍生、擴張，可

以說是最具影響力的博物館主張。然而，其跨域幅度之大、涉及關係人與課題的

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傳統博物館學領域。今日，我們應該將生態博物館視為

一種理念、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博物館模式。有趣的是，歷經半世紀，生態博

物館的核心論述事實上沒有太大的改變，但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中，卻出現差

異甚大的實踐模式。 

    在臺灣，由於全島性社區營造、自我文化認同運動醞釀的溫床，生態博物館

也成為各地行動借用的論述。我們看到，生態博物館理論讓臺灣各地倡議在地視



2 
 

野、社區參與、價值轉換、產業創新的行動者有所共鳴，因此規模不一、取向多

元的實踐處處可見。因地制宜，是生態博物館的絕對必要條件，所以很難發展出

標準操作模式，每一個地方都必須在內外資源辨識、對話、磨合的過程中，找出

自己的實踐之道，但同時也對地方內涵的詮釋與再現，帶來很大的影響。 

    歡迎和此議題相關的任何論文投稿本刊，尤其是呼應上述觀點所進行的實證

研究，藉由實際案例描述生態博物館主張如何成為回應地方課題的工具，對地方

社群的結成與行動帶來什麼影響？「地方」如何被定義、又如何再現與資源化？

就這些當代的重要現象又如何提出觀看的理論與分析架構？  

專題二：六堆水資源與文化資產 

    本專題將分別從六堆水資源以及六堆文化資產兩部分討論。第一個主題探討

「六堆水資源」，過去在臺灣的俗諺中，流傳著一句「開埤做圳，人人有份」，反

映清代從業戶墾民出錢出力興築大水圳，逐步改變整個臺灣的地景。在日本時代

總督府水源治理政策下，水源管理逐步掌握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上。直到近代，站

在第一線與農民接觸的各地農田水利會，或者是改制後的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各縣

市管理處，以及經濟部水資源局，都必須做好水源管理。長時期內外環境的變化，

究竟對六堆水資源及在地居民用水產生何種影響？甚至造成農業景觀和生活方

式的調整或改變。 

    第二個主題為「六堆文化資產」，文化資產承載社會發展脈絡及人民共同生

活記憶，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已經制訂超過 40 年，如何讓六堆具有保存價

值之有形或無形文化資源，取得正式的文化資產身分；再者，對於已取得文化資

產身分者，如何進行保存和後續維護，讓更多人認識深厚六堆文化及其價值等。 

    歡迎和六堆以上兩個主題相關的研究論文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