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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文協百年、台灣再現：台灣文化協會創立 100 週年 

主辦單位：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協辦單位：賴和文教基金會、台灣歷史學會

研習日期：2022年1月21～24日（星期五～一，四天三夜） 

一、台灣文化協會的緣起：

1921 年台灣仍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台灣知識菁英在內外環境刺激下，為圖

謀台灣文化啟蒙與發展，於該年 10 月 17 日假台北市靜修女中正式成立「台灣文化協

會」，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是台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而其所推動的各

項活動，如：成立文化書局、讀報社，舉辦夏季學校、巡迴演講、文化劇公演、美台

團電影放映、音樂會欣賞等，並鼓勵體育活動、注重衛生等，都帶給台灣至深且巨的

影響。

二、活動宗旨：回顧、覺醒與重建

面對歷史的洪流及現實的困境，台灣未來的定位和走向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思

考、面對的問題。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重新回顧 1920 年代台灣文化啟蒙

階段的歷史背景，體會當時人所面臨的問題、檢討他們解決問題的想法與方法，並回

溯近一個世紀以來台灣整體文化的進展及成就，由此對應現今台灣所面臨的時代背景

與考驗，思索未來努力方向與措施，或可在進出歷史之際，尋得經驗、共識與智慧，

作為台灣航向新世紀的指引。 

有鑑於此，新世紀之初，2001 年起本會承繼「台灣文化協會」前輩們的理念和精

神，發起「新世紀文化運動」系列活動，重返歷史現場，仿照當時文協活動名稱、形

式與時間，重新規劃內容，結合當地民間團體的力量，共同舉辦了全國性的座談會、

研討會、研習營、登山、電影放映會、文化史蹟巡禮等活動，受到各界熱烈的迴響與

肯定。相隔二十年之後的今日，台灣要面對的問題更甚過去，適值台灣文化協會創立

100 週年，本回新台灣史研習營的主題特以「紀念台灣文化協會 100 週年」為主題，

這個啟蒙團體、這段關鍵年代，值得吾人再三回顧與反思，不啻紀念，更是覺醒與重

建的時刻，讓我們共同來為台灣把脈，針對各項文化沈苛及歷史窠臼來對症下藥，重

建一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史觀，開創台灣為文化新國度。 

惟 2021 年 5 月中旬台灣因武漢肺炎病毒肆虐轉為社區感染，受疫情嚴峻提升三

級警戒無法群聚，故原訂暑假在彰化舉辦的第 29 屆新台灣史研習營，決定延後到明

年寒假舉辦，主題和內容仍不變，若以 1921 年 10 月 17 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日期

來看，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之前都在文協一百週年範疇裡，因著疫情關係而延期，

這也是新台灣史研習營開辦以來第一次延後舉辦，這樣時間點也是相當有歷史性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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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目的與特色：

（一）活動目的：

1. 藉由歷史之鏡，反映台灣新文化運動的萌芽、發展，照見台灣文化發展的曲折軌

跡及現今文化發展的挑戰，藉由擴大活動舉辦區域，加強地方參與，增進社區民

眾之歷史智識，凝聚地方文化意識，期能成全民文化運動。

2. 計畫擇取其中重要文化活動及內在精神意涵，仿其名稱、形式與時間，重新規劃

內容，結合當地民間團體，共同舉辦全國性的座談會、研習營、登山、文化史蹟

巡禮等活動，既可喚起當地歷史文化意識，又可深化活動內容。

3. 著重於加強各級學校教師、家長的本土歷史智識，並反省與思考台灣人文教育的

問題，期能在研習互動中，尋索青少年歷史文化教育問題的解決途徑，加強輔導

青少年接觸台灣歷史文化活動，以為台灣歷史文化教育紮根

（二）活動特色：

1. 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主體之一即是青年團體，他們主動關懷社會、為國家發展而

奮鬥的精神，值得加以推廣。故本活動擬邀集全國各大專院校相關學生社團共同

參與協辦，喚起現代青年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並藉此提供機會，讓相關學生

社團與民間非營利組織團體彼此聯繫、交流，並熟悉彼此運作方式，進而加強彼

此的合作、連結關係，共同為社會服務。

2. 活動內容形式多元，不只講演，同時也配合文化史蹟踏查以及表演活動，藉增強

活動活潑性，擴大民眾參與意願與學習效果。

3. 注意研習學員之間的互動，期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分享心得。例如：安排座談

會及小組討論，讓來自各地的各級學校教師，探討歷史文化教育推廣問題，分享

彼此教學心得等等。

4. 安排一天的戶外古蹟考察，實地踏訪台灣文化協會相關史蹟遺址，期使學員寓教

於樂，提升對古蹟的鑑賞力，強化對台灣文化的熱愛與自信。

5. 輔助本土教育的實施，鼓勵中小學教師參加，培養優質的文化教育種子。

四、活動時間：2022 年 1 月 21～24 日（週五～一；四天三夜） 

五、上課/住宿地點：彰基國際培訓中心（彰化縣彰化市建寶街 20 號 B1） 

六、招收對象：教師、中學以上及大專院校學生、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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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注意事項：活動前兩週E-mail寄發「學員報到通知書」，屆時請查收或上網查

詢。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證書。為因應疫情與實際需要，本活動將採滾動式調整。 

 報名請洽：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電話：（02）2712-2836或2514-0640
 傳真：（02）2717-4593
 地址：10488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1F
 E-mail：jackchen@mail.twcenter.org.tw
 網址：http://www.twcenter.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