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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六堆 300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歷史出發的多元族群共榮 

議程 

第一天 2021/6/3(星期四)    【Day 1】2021/6/3  (Thu.) 

時間 會議內容 

09：00- 

09：30 

主辦單位致詞、貴賓致詞 Welcome Greeting 

大會主席：戴昌賢/國立屏東科大校長 

楊長鎮/客家委員會主委 

潘孟安/屏東縣縣長 

林欽榮/高雄市副市長 

廖松雄/靚靚六堆國建計畫召集人 

09：40- 

10：40 

專題演講(一) Keynote Speech (I) 

講  題：在右堆早期的「文」與「武」 

主持人： 莊英章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講  者： Prof. Dr. Myron L. Cohen /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Columbia 

University，USA 

10：40- 

11：00 
休息 Break 

11：00- 

12：00 

專題演講(二) Keynote Speech (II)  

講  題： 我初次訪問臺灣調查六堆過年節：竹田鄉頭崙村為例 

主持人： 蕭新煌/臺灣亞州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講  者： 渡邊欣雄教授/前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12：00- 

13：00 
午餐 Lunch 

13：00- 

14：30 

【場次 A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A 

A1【族群邊界與認同流動】 A2【性別建構與文化實踐】 

主持人：周錦宏 與談人：簡美玲 主持人：蔣絜安 與談人：張翰璧 

林淑鈴〈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以周
邊福佬地區為對照的研究〉 

曾純純〈文化合成下的女性角色：以保
力村為例〉 

黃衍明〈九如：游移於六堆的邊陲〉 

洪馨蘭〈「榮耀母方家祖先」：六堆客家
婚俗「敬外祖」作為臺灣文化資
產潛力點〉 

施雅軒〈清代六堆客家的開山見證—從
忠義亭長生牌位談起〉 

張永明〈六堆客家人護土意識的演繹：
以阻葬與號墳風俗為例〉 

14：30- 

14：40 
休息 Break 

14：40- 

16：10 

【場次 B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B 

B1【文化接觸與移民經驗】 B2【客語書寫與文教推廣】 

主持人：黃紹恆 與談人：蔡芬芳 主持人：羅肇錦 與談人：邱湘雲 

林正慧〈日治六堆人的華南經驗〉 
張屏生〈從臺灣民間文學材料的收集看

六堆客語歌謠創作的形式特點〉

陳麗華〈經歷、心態與認同：二戰時期
在南京的六堆客家人〉 

李梁淑〈六堆地區客話書寫的實踐：以
散文、小說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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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中杰〈六堆客語對於清初汀州四首詩
作的印證〉 

羅烈師〈特殊或主流：六堆學校教育客
家 語 言 文 化 復 興 之 觀 察 與 建
議 〉 

16：10- 

16：20 
休息 Break 

16：20- 

17：30 

專題論壇(一) Forum Ⅰ 

發表 2021 年版新編 《六堆鄉土誌》 

榮譽召集人： 徐正光委員 

各篇主持人：丁澈士教授、李文良教授、利亮時教授、林淑鈴教授、吳中杰教授、
洪馨蘭副教授、李旺臺老師、劉明宗教授 

第二天 2021/6/4(星期五)    【Day2】2021/6/4  (Fri.) 

時間 會議內容 

08：50- 

09：00 
本日會議議程說明 Agenda Description 

09：00- 

10：20 

專題論壇(二) Forum Ⅱ 

講題：臺灣客家的新南向視野 

主持人：林開忠 與談人：蕭新煌 

講者：張曉威/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 

利亮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所教授兼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10：
20-10：30 

休息 Break 

10：30- 

12：00 

【場次 C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C 

C1【文化資產展演與重建】 C2【文化襲產與歷史記憶】 

主持人：黃宣衛 與談人：劉大和 主持人：邱榮舉 與談人：邱彥貴 

林思玲〈借鏡日本遺產以永續利用屏東
客家文化資產〉 

林本炫〈新竹義民廟、苗栗義民廟和六
堆忠義亭廟產的比較〉 

俞龍通〈內埔豐田老街及其周邊文化觀
光產品開發之芻議〉 

鍾秀梅〈歷史的顏色，記憶的選擇：從
鍾浩東的故事說起〉 

賴守誠〈臺灣客家菜系下的地方飲食系
統：以美濃的餐飲產業發展為案
例的探究〉 

張孟珠〈六堆傳統竹門簾工藝轉型之模
擬設計〉 

12：00- 

13：00 
午餐 Lunch 

13：00- 

14：10 

專題論壇(三) Forum Ⅲ 

講題：六堆客庄在臺灣的地位與特色 

主持人：謝世忠 

講者：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鍾榮富/南臺科大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 

14：10- 

14：20 
休息 Break 

14：20- 

15：50 

【場次 D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 D 

D1【六堆觀光與新創產業】 D2【客家後生在六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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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世明 與談人 主持人：林本炫 與談人：劉正元

鄭春發〈全球變遷浪潮下六堆
客庄農業發展趨勢與
制度轉向〉 

曾宗德

賴郁如〈邊區社會的信仰文化：以萬巒
「 殲 炮 城 」 祭 祀 為 中 心
（1830-1990）〉 

鍾招正〈屏東可可巧克力產業
研究：觀光經營與通路
角度分析〉 

楊忠龍〈從刁民到順民：日治初期官民
視野中的六堆客家〉 

邱春美〈六堆觀光華語產業之
探討：以土地信仰為
例〉 翁守德

邱薇樺〈跨時代六堆精英客家精神之體
現：以邱有進老先生為例〉 

黃露鋒〈客家新時代：後現代
主義的文化產業發展〉

15：50- 

16：10 
休息 Break 

16：10- 

17：20 

閉幕座談 Closing Forum 

講題：再創下個黃金三百年的靚靚六堆 

主持人：鍾孔炤/客家委員會副主委 

與談人：廖松雄/高雄市第一屆客委會主委、靚靚六堆國建計畫召集人 

楊瑞霞/高雄市客委會主委 

陳麗萍/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處長 

黃露鋒/國立屏東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 

鍾振斌/六堆風雲雜誌社、六堆文化傳播社 

吳中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所教授兼所長 

暨所有與會學者及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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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六堆 300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歷史出發的多元族群共榮 

議事規則 

論文發表流程須知： 

1.      主持人致詞與介紹發表人以 3 分鐘為限。 

2.      每位論文發表人報告時以 20 分鐘為限。 

3.      每一場次所有論文發表完畢才進行與談。 

4.      每場次待全數發表後進行與談，與談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 

5.      待該場次論文與談結束後，開放現場提問 2 分鐘，請主持人負責掌控提

問之流程與時限。 

6.      現場提問結束後，請發表人依論文發表順序回應與談人及提問者，每位

發表人回應時以 3 分鐘為限。 

 

響鈴規則： 

1. 論文發表時 

(1) 第 15 分鐘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2) 第 20 分鐘時按鈴一長聲以示發表時間截止 

(3) 自 20 分鐘後，每 1 分鐘按鈴一短聲為超時提醒 

2.   與談論文時 

(1) 第 12 分鐘時工作人員將舉牌提醒 

(2) 第 14 分鐘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3) 第 15 分鐘時按鈴一長聲以示時間結束 

3.   提問時 

(1) 時限前 30 秒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2) 時限截止時按鈴一長聲以示提問結束 

(3) 自 1 分鐘後，每 30 秒按鈴一短聲為超時提醒 

4.  發表人回應時 

(1) 第 2 分鐘時按鈴一短聲為提醒 

(2) 第 3 分鐘時按鈴一長聲以示時間結束 

 

提問須知： 

1.      每一場次待所有發表及與談結束後，開放現場提問 2 分鐘。 

2.      提問前，煩請發言者先自我介紹「姓名」及「所屬學校/服務單位」。 

3.      每一場次以每人提問 1 次為原則，提問時以 1 分鐘為限，時限截止時工

作人員將舉牌提醒，表示該次提問時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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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主持人、專題論壇暨與談人名錄 

姓名 任務 服務單位 職稱 

一、專題演講(依場次順序) 

Myron L. 

Cohen 
專題演講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Columbia University，USA 

渡邊欣雄 專題演講 前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二、主持人(依場次順序) 

莊英章 主持人 國立中山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蕭新煌 主持人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周錦宏 主持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教授兼院長

蔣絜安 主持人 中華民國第 9 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黃紹恆 主持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教授兼院長

羅肇錦 主持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榮譽教授 

黃宣衛 主持人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研究員兼副所

長 

邱榮舉 主持人 前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教授 

黃世明 主持人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教授兼前院長

林本炫 主持人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 教授兼院長

三、專題論壇(依場次順序) 

徐正光 主持人 客家事務專業獎章一等獎得主 委員 

林開忠 主持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

任 

張曉威 論壇講者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 院長 

利亮時 論壇講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教授兼東南亞

暨南亞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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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 

蕭新煌 與談人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謝世忠 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教授 

張維安 論壇講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兼主任

鍾榮富 論壇講者 南臺科大應用英語系 講座教授 

四、與談人(依場次順序) 

簡美玲 與談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社會學系暨族群

與文化碩士班 
教授 

張翰璧 與談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 特聘教授 

蔡芬芳 與談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 副教授 

邱湘雲 與談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教授 

劉大和 與談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邱彥貴 與談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客座教授 

曾宗德 與談人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教授兼院長

翁守德 與談人 美和科技大學觀光系 
助理教授兼主

任 

劉正元 與談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

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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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A2：性別建構與文化實踐 

 

 

 

【題目】 

文化合成下的女性角色：以保力村為例 

「榮耀母方家祖先」：六堆客家婚俗「敬外祖」作為臺灣文

化資產潛力點 

六堆客家人護土意識的演繹：以阻葬與號墳風俗為例 

 

 

 

【發表人】 

曾純純 特聘教授 

洪馨蘭 副教授 

張永明 先生、曾純純 特聘教授 

 



2021 六堆 300 年  The 2021 International Hakka Conference,  
國際學術研討會                                        Three Hundred Years in Liug dui 
中華民國 110 年 6 月 3-4 日                                                3-4,Jun, 2021 
                                                                                                                                                                         

 

105 
 

六堆客家人護土意識的演繹：以阻葬與號墳風俗為例 

張永明1、曾純純2 

 

摘要 

客家人素來講究風水，尤以葬俗為最，古有為擇佳地停柩日久不葬可見一斑。

抑有進者，藉由墓葬風水的實踐，通過各類型築堆據地的手段，以維護一己私利

或祖墳週邊地勢完整等俗，實為漢人墓葬文化變例。「阻葬」多屬殯葬相關業者

假立窨堆待價而沽的肥私管道；「號墳」則為墓主後嗣恐人佔偪而築堆號之的手

法。兩者雖有其行為者之別，惟其追求風水利益的目標卻一致，如以阻人落葬為

目的，除卻投機致利的不肖手法外，號墳實屬阻葬範疇之一，且益具客家人在地

化過程的演繹性。以往鑒於忌憚之故，民間雖通曉此俗，然相關探討大多聚焦於

墓地商業化的阻葬手段，關於號墳風俗則付之厥如。筆者近年專注於「古老大人」

風俗之研究，冀透過匠師口述、田野實例及民間風俗等角度，探討六堆客家公墓

內阻葬與號墳樣態及其文化意涵。禁土葬政策下，阻葬惡俗漸被遏止；號墳則首

重祖墳墓碑視野，且以「古老大人」為外顯之大宗，以達防制他墳佔偪的目的，

此俗貼近家族最深層的風水利益，亦為陰宅類比陽宅所衍生的構築思維，顯然六

堆客家人在地化演進過程，亦將自我護衛的防禦意識落實在墓葬文化中。 

 

關鍵詞：六堆客家、阻葬、號墳、古老大人、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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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ial  Impeding and Tomb Numbering: A First 
Look at Variations in the Hakka Burial  Ground 

Culture at Liudui 
 

Yung-Ming Chang67  Chun-Chun Cheng68 

 

Abstract 

The Hakka people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feng shui, especially in their burial 

customs. In the past, there were many examples where the deceased lay in the coffin 

at home for many days until an auspicious plot of land was picked for burial. Based 

on their views for peaceful burials, the Hakka people had maintained completeness of 

the feng shui and topography of the area surrounding their ancestral graves or 

satisfied their self-interest through various means of occupying land by creating 

earthen mounds. These customs became cultural variations in Chinese burial ground 

history. “Burial impeding” was one of the methods funeral service providers or related 

parties used in the past to obtain profit by feigning that the burial ground was waiting 

for a higher bidder. “Tomb numbering”, which involves creating earthen mounds on 

the area near the grave land and assigning numbers to the mounds as if they were 

tombs, was one of the approaches grave land owners’ offspring used to prevent others 

from occupying the land near their ancestral graves. Even though people were 

familiar with the custom of “tomb numbering”, people were wary of mentioning it. 

Thus, most related studies focused on the “burial impeding” in the commercialized 

burial ground, and “tomb numbering” was rarely discussed. I have conducted field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and completed a systematic research analysis, in a bid to 

write a new page in the book of Taiwan’s burial ground cultural history.  

This article, which looks at the custom of “tomb numbering” as referred to in 

Shiku Yizheng (Grottos as a Sign), has analyzed the types and actual significance of 

“burial impeding” and “tomb numbering” in the Liudui Hakka public graveya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omb artisans’ oral accounts, field examples, and folklore.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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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s of funeral services have caused “burial impeding” to disappear almost 

completely. Based on the oral accounts of tomb artisans and the local elders, this 

study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local collective memory. “Tomb numbering” put top 

emphasis on the view from the ancestral tombstone, and its main type of tomb was the 

“guˋloˋtai nginˇ (ancestral lords)”. It was made to prevent the tombs of other families 

from intruding and occupying the grave land in question. This custom aligns with the 

innermost interests of feng shui for families, and its tomb-building method was also 

derived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tombs should resemble houses. Appa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immigration, reclamation and settlement, the Hakka people at Liudui had 

implemented their self-defense awareness in their burial ground culture. 

 

Keywords: Liudui Hakka, Burial impeding, tomb numbering, guˋloˋtai nginˇ,  

feng s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