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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竹塹」到「現代新竹」── 

「第一屆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的意義與省思

陳惠齡 *

一、前言：「第一屆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緣

起

台灣目前地方學研究現象方興未艾，正足以說明全球化時代的臨現，並沒有忽略地方

身份感，反而增強了地方身份意識。然而讓地方更像地方的同時，也必須進行一種地方改

造，使地方表現出第二次生命。「遺產」是一種求助於過去的現代文化生產模式。論者嘗

就所謂「遺產社會」提出一些觀點：認為遺產生產一方面是呈現和歌頌「真實」文化的主張，

同時也包括拯救過去和將其表現為可參觀的體驗，一方面也作為人們努力在公共舞台上表

現自己的歷史和身份的資源。因此遺產有面向大眾記錄歷史和傳播歷史的目標和使命。
1

近十年來台灣各縣巿政府對於發展區域文化的特色，多所措意，諸如舉辦地方文學獎、

襄贊區域文化學術研討會、推廣在地藝文活動等等，不僅藉以建構區域與地方論述，進而

也帶動許多文化與觀光產業，其中尤以「花蓮」堪稱形塑區域文化典型的成功案例，花蓮

縣政府及文化局並陸續舉辦了六屆「花蓮學」、「花蓮文學」研討會，延攬各界人士參與

建構「花蓮學」區域論述。相較於洄瀾後山的歷史文化與學術資源的匱乏，昔時連橫所稱

「文學猶為北地之冠」
2――我風城歷史底蘊原是豐厚得多，卻從未見有規模遠舉的竹塹學

術文化活動，即或新竹縣市境內也有 1997 年開辦第一屆迄今的「竹塹文學獎」活動，以
及針對新竹縣中小學師生的「閱讀新竹――在地文學寫作徵文比賽」等活動，然而不管是

主辦單位所提供新竹在地作家列表，或是參賽者撰寫地方的題材與敘事，大都囿限於現代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1	 【英】貝拉．迪克斯著，馮悅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01），頁 124-125。

2	 連橫，《台灣通史》，《台灣文獻叢刊第二輯》（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05），頁 968。

作家，而未及上溯明鄭或清領時期竹塹諸家，加上未能兼及來往竹塹之作家的流動性，以

致無法呈顯屬於「在地原住族群」，或歸於「外移落戶群落」，或是「短暫棲居客旅」等，

這些各有不同歷史記憶與殊異生活經驗的新竹作家群，在他們的書寫中，所「再現」或「詮

釋」的竹塹或新竹。殊為可惜！

實則「傳統的竹塹」，與花蓮同樣具備山海景觀，猶有許多國定巿定古蹟。「傳統的

竹塹」，三百年來文風鼎盛，不同族裔作家輩出，匯聚出多元的文化風貌，並留下許多優

秀的藝文創作與學術佳構，諸如出生於本地之學者與作家即有清領時期林占梅、鄭用錫、

張純甫、蔡啟運、陳濬芝、江尚文等，日治時期則有丘逢甲、黃旺成、陳秀喜、吳濁流、

龍瑛宗、杜潘芳格、魏清德等，現當代名家則有袁瓊瓊、徐仁修、彭瑞金、范文芳、陳銘

磻、劉還月、苦苓等等；至於雖非於此地出生，但曾於新竹或求學或任職，或客居多年者

如孫觀漢、夏元瑜、李澤藩、沈君山、李歐梵、張系國、史作檉、李喬、鄭愁予、席慕蓉、

邵僩、愛亞、蔡詩萍等；亦有短暫停留，但曾於新竹此地創作或以新竹風候物事為作品主

題者，如呂赫若等等。總理而觀，藝文作家、學界名流與業界顯達，多薈萃於此。至於「現

代的新竹」，更是擁有地理與人文上的絕佳優勢，如位處於具多元文化族群的桃竹苗地區，

外接政經文治重鎮的台北與國家門戶的桃園，內有台灣經濟命脈的科學園區，以及科技專

業的一流學府環繞，遊目所見則是山村眷戶的閩客小城風光。傳統與現代的共構，新與舊

的交替，並存於竹塹歷史的時間洪流中，新竹即以一種奇特的方式開始發展新新穎的人文

多元景致，並開創新的深度與新的深層基礎。不管是生於斯長於斯，或因離散而遷徙斯土，

或僑寓或負笈或任職於昔日竹塹與現代新竹的知名學者與藝文作家，數量之多，誠可謂群

賢畢至，少長咸集。

由是而觀，不免令人大為感歎：花蓮能，彰化能，苗栗能，屏東能，為什麼原享有「文

學猶為北地之冠」的新竹，不能嘗試建構出屬於新竹在地學術歷史文化風貌與在地特色的

「竹塹學」? 因此，2012 年即積極展開籌備竹塹學術研討會的前置作業，包括請益學界前
輩有關籌辦研討會的可行性等等，其間並獲得新竹教育大學陳惠邦校長及學界前輩，如許

俊雅教授、黃美娥教授、陳建忠教授等等的鼓舞，更因新竹市政府文化局對「第一屆台灣

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計畫書的肯定，在許明財市長的大力支持，文化局林榮洲局長和

社會處武麗芳處長的熱情襄贊，並挹注了部份經費。除此之外，計畫案也獲得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的補助與指導。顯見各界對於籌辦「竹塹學術研討會」的肯定、關注與期許。

由新竹師範轉型而來的新竹教育大學，本是新竹最富地方性教育特色的學府，作為主辦單

位，結合在地學術文化與學校教育資源，也是眾望所歸，加上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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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亟於形塑系所發展特色，如能藉由持

續籌辦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或許也

能開拓出可長可久的學術特色。因此「傳

統與現代――竹塹學術三百年：第一屆

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即由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負責主

辦，並由新竹市政府（文化局）協辦，

終於在民國 102年 11月 8日 ~9日，假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

二、「竹塹」作為「地方意識」的隱喻性符碼：會議
活動與議程內容

「第一屆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竹塹」為命題，乃植基於「竹塹」名詞襲

用已久的事實，因而將「竹塹」一詞視為隱喻性符碼的「地方意識」。作為一種往往潛存

而不自覺的「地方意識」或「在地感」，所謂「竹塹意識」，當是意指在作家心物主客條

件及特殊時空交互作用之下，透過書寫而被再現於竹塹開發史的權力論述與文學實踐脈絡

中。

（一）取「大新竹」之義，界定「竹塹」幅員範圍

依據《新竹縣采訪冊》載記：「新竹縣，古荒裔地。自康熙 22 年始入版圖，23 年設
諸羅縣，隸臺灣府；南自蔦松、新港，北至雞籠山後，皆屬焉。」其後至雍正元年，虎尾

溪以北改隸彰化，並添設淡水同知，稽查北路兼督彰化捕盜，駐劄彰化，至乾隆 20年，同
知始由彰化移治竹塹。

3歷史上的竹塹版圖，幾經更迭，其中且多攸關「竹塹」命名考源，

如清康熙 24 年林謙光《台灣紀略．建置》云：「半線、馬芝林、阿束、竹塹等社。」4由

是觀之，竹塹本為社名。康熙 61年藍鹿洲《紀竹塹埔》一文，則以「寬長百里」，名為「竹
塹埔」，

5又雍正 11 年，同知徐治民就其地環植莿竹為城，設樓四座，凡四門。也以舊名

3	 陳朝龍等編纂，詹雅能點校，《新竹縣采訪冊．卷一．沿革》，【清代臺灣方志彙刊】三十五（台南市：

台灣史博館，2011.10），頁 32-33。

4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經略（附澎湖）／澎湖記略／澎湖續篇》（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1979.03），頁 56。

5	 藍鼎元，〈紀竹塹埔〉，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五十（台中：文听閣圖書，2007.07），

頁 123。

圖1	許明財市長、陳惠邦校長、林榮洲局長，

及在場與會學者於開幕式後，共同合影。

名其城 6
。至乾隆 24年，又增建四城砲臺各一座，道光 6年以後陸續建石城、添建外土城。7

總理上述，顯見康熙前期已有「竹塹」之名，而「竹塹」詞彙概念的沿用，也有三百多年

歷史之久。審諸各方文獻所載竹塹命名考查，頗多紛歧，然「竹塹」得名，乃源於原住民

竹塹社番所居，則大致拍板定調。

古之竹塹係指竹塹溪（今之頭前溪）隙子溪（客雅溪）及鳳山溪中流以下流域之原野

而言，即昔稱之竹塹埔。
8及至清光緒四年淡新分治，始改稱為「新竹」，十三年又從新竹

縣劃分出苗栗縣。後經中日戰爭，日治時期的新竹版圖更易頻仍，或屬台北縣所轄，或合

新竹、苗栗兩支廳設新竹縣，或將苗栗廳併入新竹廳，及至民國九年則合併新竹、桃園、

苗栗三廳為新竹州，共轄新竹、竹東、竹南、苗栗、大湖、中壢、桃園、大溪等八郡。另

置新竹州廳於新竹街，民國 19 年新竹街改為新竹市，置新竹市役所。民國 39 年為自治新
竹縣，全縣轄一新竹市，

9至於今則兩分為新竹縣市。高拱乾《台灣府志》嘗云：「九月則

北風初烈，或至數月，俗稱為九降風。」
10九降風乃指九月霜降之後吹拂的強風，又稱「新

竹風」，新竹因而也有「風城」之稱。上述即史載竹塹幅員範圍及其地名沿革。

就一般認知而言，所謂「竹塹」區域，或指新竹市而非新竹縣，而新竹縣市的分治，

也可能使兩地的地方意識形塑略有不同，然新竹縣市由於比鄰而居，往來交通頻繁，實有

共源共生的關係，因此本文乃以此界定「竹塹」幅員範圍，並取「大新竹」之義，即以今

日新竹市及新竹縣為限，強調由地方的視角出發，凝視在傳統歷史中所銘刻的地方記憶。

（二）會議前系列專題講座

藉由方志中浮現「傳統竹塹」以至「現代新竹」的完整風貌，一方面冀能結合在地研

究與文化資產，發展新竹獨特之在地文化研究，一方面也希望透過風城多面向的研究和論

述，來建構竹塹學的文化殊趣、文學脈絡與學術特色。因此廣邀相關領域的海內外學者，

參與討論，期能探討自明鄭、清領時期以迄當代所見關於竹塹風物民情、自然地誌、漢學

傳播、經學思想、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現當代在地作家作品研究、鄉土語言、語文教育、

族群文化、在地文學等各種型態的紀錄或書寫，而予以深入探討竹塹學的多元文化風貌。

6	 依據陳朝龍等編纂，詹雅能點校，《新竹縣采訪冊．卷一．沿革》所載，徐治民乃以舊名名其城，竹

塹之名並非徐治民種竹為城始。同註 3，頁 12。

7	 同註 2，頁 33。

8	 畢慶昌等著，《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06），頁 277。

9	 郭輝，〈歷史地理〉，同前註，頁 277-290。

10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台北：台灣銀行，1960.02），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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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研討會前，除架設「第一屆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專屬網站（https://sites.
google.com/site/zhuqianstudies/）外，並於會議前兩個月，陸續透過系列專題講座，作
為宣導：

【附錄一】竹塹學專題講座一覽表

日期 時間  演講主題  講者  地點 

9月 26日 1300~1600
從報導文學到旅行文學

的寫作
陳銘磻作家

新竹教育大學

講堂丙

10月 1日 0900~1200
南方的誘惑：我在東南

亞華文文學領域的探索

李瑞騰教授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新竹教育大學

講堂丙

10月 3日 0900~1200
紀錄片製作與新竹影像

博物館
陳正勳導演

新竹教育大學

講堂丙

10月 31日 1600~1800
也談詩諺采風：人文世

道總關情
武麗芳處長

新竹教育大學

講堂丙

（三）會議活動統攝的論題

至於正式會議內容，則含專題演講 2 場、會議場次 6 場，發表論文 19 篇、座談討論
會 1 場，另於第三場次研討會後，特別情商邀請「新竹詩社」表演詩詞吟唱，藉此展現新
竹在地傳統藝文活動。並於兩天會議議程結束隔天（11月 10日）安排與會學者參訪活動，
主要行程為竹塹城觀光和新竹在地人文歷史景點，諸如城隍廟、辛志平校長故居、新竹玻

璃工藝博物館等新竹在地標記與地方風物，以及吳濁流故居 / 紀念館、北埔金廣福、老街
踩踏等采風活動。藉此地方巡禮，讓與會學者專家實際體驗自己論述筆下的新竹，其所具

有「可讀性」與「可參觀性」的地方特質。

本次學術會議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並重，透過專題講座、學術論文發表及座談，統攝

下列內容：

1.全球化與地方感交匯中的竹塹學

2.竹塹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3.竹塹區域的文化視角與文學研究

4.竹塹區域的作家與作品

（1） 出生於新竹作家作品：如清領時期作家—林占梅、鄭用錫、張純甫、蔡啟運、
陳濬芝、江尚文等等；日治時期作家—丘逢甲、黃旺成、陳秀喜、吳濁流、

楊華、龍瑛宗、杜潘芳格、魏清德等等；以及現代作家—袁瓊瓊、徐仁修、

彭瑞金、苦苓、范文芳、陳銘磻、劉還月等等。

（2） 長期客居或曾就學、任職於新竹者：夏元瑜、沈君山、張系國、李歐梵、李喬、
史作檉、鄭愁予、席慕蓉、邵僩、愛亞、蔡詩萍等。

（3） 曾短暫停留新竹，並以新竹風物民情做為作品書寫主題者：如呂赫若等等。

5.傳統與現代的竹塹學術（從清領、日治、國府迄今）

6.竹塹區域的多元族群與書寫現象

7.竹塹的自然地理環境與在地書寫

（四）兩場專題講座

會議議程中兩場專題講座，第一場特別敦請中央研究院李歐梵院士主講：「文學上的

『地方精靈』（Genius loci）」，引言人則為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陳惠邦教授。李院士首先
追溯個人在新竹的童年記憶與諸般生活經驗，藉此引入文學的主題。他提及所謂「Genius 
Loci」，如果翻成中文就是「地方精神」，或是「場所精神」。「這個精神本來是從『居屋』、
『住的場所』，發展至『城鎮』的範圍，並賦予它一種空間的意義，因此這個意義變成了『地

方的靈魂』。一個地方不管表面上看起來怎麼樣的普通，沒有特色，可是當你進去之後，

圖 2	第二場；清領迄日治時期的竹塹學研究，學者於台上進行討論。

主持人為蔡英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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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就是沒有靈性；有的地方就是有靈性，這個靈性不是客觀的，完全是主觀的。」

援是而論，新竹的「地方精靈」對於李院士而言，就在於「國民大戲院」（即今之新竹電

影博物館），李院士說「這件事對我來講太重要了，如果全台灣要找一家博物館紀念它的

話，那一定會是『國民大戲院』。因為我在那裡面得到的童年的豐富性，我當時不知不覺

地想要讀文學，可能都跟我逃學，在『國民大戲院』看電影有關係。」
11因此所謂「地方精

神」，也涵攝一種個人或集體記憶，即使記憶已經不那麼完整，而是一些斷片，這些斷片

裡面不只是文字的紀錄，也是視覺性的記憶。

第二場專題演講則邀請美國加州大學聖

塔芭芭拉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教授暨台

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教授主講：「主體性

與翻譯：談臺灣文學和客家文學」，引言人

為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王文進教授。杜教授

曾在 1996 年創刊一份專門譯介臺灣文學的
英文刊物：《臺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該叢刊每年出版兩集，已經邁入第 17 年，
出版了 32集，每集設定一個主題，以專輯的方式，介紹臺灣文學的各個側面和特殊風貌。
其中，關於客籍作家作品，推出四個專輯：「賴和吳濁流專輯」（2004年 7月）、「臺灣
文學與客家文化專輯」（2005年 1月）、「龍瑛宗專輯」（2011年 7月）「鍾肇政專輯」
（2014年 1月）。詩作方面有吳濁流、龍瑛宗、以及杜潘芳格、利玉芳、曾貴海、張芳慈、
黃恆秋、林外等作品。評論方面，則選譯了李喬的「客家文學、文學客家」、「文學的爭

與不爭 : 臺灣文學的名實」、鍾肇政的「淺談『大河小說』」、彭瑞金的「臺灣客家作家
作品的特質」、黃榮洛的「臺灣客家人的信仰文化」，黃恆秋的「客家文學的省思與前瞻」

等。上述杜教授所選譯客籍作家中，歸屬竹塹作家者眾，如吳濁流、龍瑛宗、李喬、潘芳格、

利玉芳、彭瑞金、黃榮洛等。
12

（五）研討會議程暨發表學者論題

除上述竹塹學專題演講外，會議議程七場次研討子題，內容如下：

第一場： 台灣竹塹學現象的探討（全球化在地感的省思、發現竹塹、竹塹學溯源與定

11	 上述引文見李歐梵院士專題演講：「文學上的「地方精靈」(genius	loci)」。(2013.11.08)

12	 杜國清教授專題演講：「主體性與翻譯：談臺灣文學和客家文學」（2013.11.09）

圖 3	李歐梵院士為竹塹學研討會帶來第

一天的專題演講：文學上的地方精靈。

位、竹塹區域的社會變遷與文學活動）

第二場： 清領迄日治時期的竹塹學研究（經學思想、漢文教育、地誌史學、文化傳播、
詩文集等）

第三場： 竹塹族群的多元性書寫（眷村文學、原住民部落、客家、福佬與原住民族群
的語言／文化／文學現象）

第四場： 竹塹傳統藝文及地方風物（藝術文化、民情風物、傳統詩社、詩歌散文戲曲、
語文教育、園林建築、宗教廟宇、地方美食）

第五場：竹塹現當代作家作品的探討

第六場： 竹塹在地書寫現象及其作品的觀察（台灣報導文學的濫觴――從楊逵到陳銘
磻、竹塹自然地理環境與在地書寫）

第七場： 台灣竹塹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討論會〕（計有台灣學術界的資深學者暨在
地作家，如李喬、彭瑞金、范文芳、陳銘磻、黃美娥、何明星等，共同針對

大會主題引言，提出檢討與前瞻）

【附錄二】研討會發表學者及其論文一覽表（按姓氏筆畫順序）

丁威仁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副教授
竹塹文學獎新詩組得獎作品研究

王幼華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清代竹塹流寓文人查元鼎考述

王惠珍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副教

授
鄉關何處—論龍瑛宗故鄉北埔書寫的特徵與意義

朱雙一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新竹藝文作家的老兵書寫和眷村敘事

吳貞慧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助理教授

新竹在地化華語師資培訓課程設計與實施――以竹教大

碩班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為例

李進益
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

授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對日本近代文學的接受 

垂水千惠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授 日本人の描いた新竹—日影丈吉を中心に― 

林佳儀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助理教授

竹塹北管子弟軒社活動考察 ―起源年代、空間分佈及演
出盛況

武麗芳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處長 塹城竹社話從頭

施懿琳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新竹齋堂貞女鄭却（1909-1997）的漢學養成及其詩文書
寫

張重崗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淡水廳志》公案及臺灣士人社群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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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華興 
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

系中文組高級講師 
東亞邊緣現代性歷程的「零餘者」：以黃錦樹與龍瑛宗小

說為中心 

許俊雅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

授 
閱讀與傳播／正訛與補充：從《黃旺成先生日記》析論臺

灣日治時期的中國文學作品 

陳惠齡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副教授 
地景、歷史與敘事：竹塹文學的地方詮釋及其文化情境 

黃美娥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從「史料」到「評述」—魏清德作品綜論 

楊晉龍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

究員
民國前竹塹士人詩文應用《詩經》探論

詹雅能  東南科技大學副教授 擊缽吟活動的推手—蔡啟運其人、其事及其詩文

蔡振念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呂赫若小說的女性主題

豐田周子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兼任講

師
光復後初期（1945-1949）吳濁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國內首度籌辦新竹在地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學

者佳構鉅作，十分可觀。綜觀參與本次研討會國內外知名學者的研究議題，從地方文士的

詩文集（如查元鼎、林占梅、黃旺成、魏清德、蔡啟運等作之綜論或閱讀傳播現象）、在

地詩社與士人社群（如竹社考源、臺灣士人的史志觀念）、北管子弟社群的查考（竹塹子

弟軒社活動），乃至宏觀勾勒新竹傳統與現代的漢學思想傳播（竹塹士人援用《詩經》現象、

紫霞堂鄭却女史的漢學養成等）、地方風物書寫（如竹塹文學獎新詩作品研究、竹塹地景、

歷史與敘事、新竹在地化華語師資培訓概況等），以及新竹在地作家作品及其創作現象 （吳
濁流作品、龍瑛宗北埔書寫、新竹的老兵書寫和眷村敘事、呂赫若小說等）。特別是來自

海外學者針對東亞文化交往現象，而提出平行與影響研究之比較性議題（如龍瑛宗作品對

日本近代文學的接受、黃錦樹與龍瑛宗的「零餘者」書寫、日影丈吉所描繪的新竹等等）。

凡此，藉由台灣竹塹學研究與國際學術的交流對話，皆能彰顯竹塹學術研究的深廣度，也

預見竹塹學術多元研究的開拓性與來日榮景。

（六）座談會論題及與談專家學者

本次座談邀請小說家李喬先生擔任主持人，參與與談者計有散文家陳銘磻老師、彭瑞

金教授、范文芳教授、黃美娥教授、何明星校長等人。李喬先生並預擬十個座談論題如列：

1. 竹塹自然人文變遷概要 2. 生態特色的古今變化 3. 古典文學、詩社與當代文學人 4. 龍瑛
宗與吳濁流專題5.大音樂家：林昭亮等專題6.大漫畫家劉興欽專題7.1895.竹塹，十八尖山，
雞卵面之戰與姜紹祖8.佛教印順法脈在新竹9.竹塹學的未來10.新竹科學園區的文化初探。

與談學者專家分就議題而發表對

竹塹學概念種種卓見，最後則由主持

人李喬先生總結：「竹塹學」應該是

跨越學界和民間一起攜手合作，共同

努力的一種整體文化建構工程，而且

必須確立方法論，意即「田野調查」

這一關絕對不能缺乏。在開始研究的

時候，要確定第一個階段的目標，然

後再討論配合階段性目標的方法論。

至於進行竹塹學研討和未來實施時，

也應該和各學校指導學位論文進行配

合，這樣比較實際。所謂竹塹學，務必立足現在，然後談論過去，竹塹過去的意義，過去

是什麼樣子，現在的實況如何，當代竹塹文化的展現評估，必須和過去、未來呈現對話關

係。
13

三、結語：建構與新變

「第一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海內外學界前輩的大力支持與情義相挺，除

上述兩位專題講座學者、十九位發表學者、六位座談會學者外，還有會議各場次主持人李

瑞騰館長、李奭學中研院研究員、陳文華教授、陳萬益教授、蔡英俊院長、顏崑陽教授等，

以及各場次論文評論人江寶釵教授、邱若山教授、柳書琴所長、洪淑苓所長、范銘如所長、

徐慧鈺教授、翁聖峰主任、高嘉勵教授、陳建忠教授、陳龍廷教授、曾進豐教授、黃美娥

教授、黃雅莉主任、楊雅惠教授、廖振富所長、廖淑芳教授、蔡英俊院長、蔡雅薰主任、

龔顯宗教授等。第一屆竹塹學國際會議並特別邀請來自美國、香港、日本、中國大陸、馬

來西亞等國際學者，以及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知名教授的共同與會，將竹塹 300年自然地誌、
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現當代在地作家作品呈現在學界與民眾面前。第一屆竹塹學國際會

議終能不負所託，圓滿落幕。總理而言，本次研討會之舉辦目的有四：

（一）藉由廣邀國際及國內知名學者，發展台灣新竹區域學術文化及文學研究。

（二）經由跨領域學術研究者之交流對話，促進竹塹學術多元研究風氣。

（三）透過前輩學者引領青年研究者，發揮地方鄉土研究傳承傳統。

13	 「第一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座談活動：「台灣竹塹學的回顧與前瞻」（2013.11.08）

圖 4	李喬先生主持座談會：

台灣竹塹學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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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學界與地方文史研究者互動場域，推廣在地文學文化學術走入民間。 

至於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謹簡述如下：

（一） 「竹塹學研討會」的召開。首屆會議已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9 日（星期六）舉行，並計畫每兩年定期召開「竹塹學研討會」，希望透過在
地研究的新視角，拓展傳統與現代竹塹學的研究，以及海內外與會學者對竹塹

學術與世界文化的接榫，除了加強新竹在地文化研究，帶動學界與文史工作者

的互動交流，進而推廣在地文學文化學術走入民間外，更可擴大新竹在台灣與

國際的能見度。

（二） 「竹塹學術研究」的開拓。綜觀參與本次研討會國內外知名學者的研究議題，
從地方文士的詩文集、在地詩社、北管子弟社群的查考，乃至宏觀勾勒新竹傳

統與現代的漢學思想傳播以及文學創作現象，皆可見竹塹學術多元研究的來日

榮景。再者本次研討會透過前輩學者引領青年研究者，不僅可藉以薪傳地方鄉

土研究，尤其是與中、日、大馬學者的學術交流，咸信將有助於國際學者日後

持續關注並研究台灣文學，開拓台灣竹塹學與國際學術的接軌。新竹教育大學

也已規畫於 103 學年度在全校通識教育中開設「竹塹學」課程，冀能播撒「認
識新竹」的種子，深耕於竹大校園，讓風城學子能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生命力，

並進一步認同新竹地土。

（三） 「竹塹學特藏館」的設立。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設立「竹塹學特藏館」，長期
收集並展示有關新竹縣巿歷史、文化史、在地學者及作家作品、書寫地方特色

風貌作品，以及具地方特色之傳統藝品、美食、節慶活動等等實物樣本或圖文

簡介。此次也在國際研討會前完成佈展與陳列文史資料，除供與會國內外學者

專家參觀外，並研擬規畫為常設機構，提供日後新竹地區中小學鄉土文史教育

之參觀教育基地。

（四） 「竹塹學叢書」的編訂。將每屆「竹塹學研討會」海內外專家學者會議發表論
文，透過專業審查、編輯後集結成書，可成為每次會議的具體成果，並向國家

圖書館申請「國際標準書號」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 ），俾便於國際間出版品的交流與統計。再則亦能漸次彙輯為竹塹學系列
叢書，為後續研究者提供寶貴的竹塹學術參考文獻。本次研討會也在新竹教育

大學陳惠邦校長大力浥注下購置竹塹學相關圖書，以充實本校館藏，陳校長並

允諾長期補助購置竹塹學相關圖書，提供日後研究所需。日後每兩年研討會的

集結成果，逐年充實，相信必能展現竹塹學叢書系統性、多元性、歷時性的風

貌。

（五） 「竹塹季活動」的推展。透過定期的學術研討會，帶動對竹塹文化的討論與宣
揚，進而發展新竹地區的文化觀光產業，創造具有前瞻性與精緻化的地方學術

文化。

人文地理學者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嘗言：「『生產空間』（To 
produce space ）是令人驚異的說法，⋯⋯今日，對生產的分析顯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
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

14其意認為我們不只是在「空間」中從事生產，更是在

生產「空間」。有著三百年歷史的竹塹 / 新竹，是一個被文化遺產環繞的古城與新都，可
供分享的遺產內容，豐美而可觀。當地住民或許是取徑於在地文史與公共記憶，來復活竹

塹歷史；來自異地的參觀者，或許是藉由文化古蹟與地景風物的視覺印象，而與竹塹軼事

光影產生聯繫；至於作為文史研究者則藉由撰寫相關竹塹研究的論文，嘗試以閱讀 / 闡釋
者之姿，重探塑造竹塹地方文學三百年的竹塹意識與歷史記憶。上述種種藉由觀看、旅遊、

參訪或紀錄、詮釋竹塹 /新竹現象總總，其實也都是一種生產「竹塹 /新竹」空間的踐履。
舉辦「第一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是一種以學術直接介入生產「竹塹 / 新竹」空
間，並使之成為有關「竹塹 /新竹」空間的知識與資訊，庶幾竹塹研究「被焦點性地關懷」，
加強新竹在地文化與學術的研究，薪傳地方鄉土精神，進而達成對地方空間的認識、理解

與認同。

「第一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傳統與現代的竹塹學術」為主軸，除了可將之

與異鄉風土參差對照，突顯地方特色，也期能使過去與未來、傳統與現代、學界與民間、

地方與國際充分對話，藉資形塑竹塹學論述。因此，「第一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實

為拓展台灣新竹區域學術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視野，並提高台灣竹塹地方學術之能

見度，無論對國內學界或國際學界而言，應當都具有重新認識台灣地方研究的重要意義，

亟待各方先進予以正視、指教。

14	 〔法〕昂希．列斐伏爾著、王志弘譯〈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

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一）	（台北：明文書局，1999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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