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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學校」第21回： 

夏日時光探海洋---台灣海洋文化研習營 

【企劃書】 

主辦單位：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協辦單位：明台高中、朝陽科技大學、台灣歷史學會 

研習日期：2018年7月20～23日（星期五六日一，四天三夜） 

一、台灣文化協會與夏季學校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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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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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學校」為文化協會代表性活動之一，其原旨在對抗日本殖民政府之歧視、

愚民的教育政策與制度，藉以普及大眾智識，啟發民族思想。自 1924 年至 1926 年止

共舉辦過三回，均利用暑假期間，在霧峰林家花園（萊園，今明台高中校址）開辦，

雖然在文協時代只舉辦三回，後因文協分裂而停辦，但透過「夏季學校」，召喚海外台

灣留學生返台和菁英份子傳導新知、促進台灣文明開化與台灣人意識的覺醒，扮演關

鍵重要的角色。 

為承繼「台灣文化協會」前輩們的理念和精神，本會乃於 2001 年舉辦「新世紀文

化運動」系列活動，續辦「夏季學校」第 4 回，著重於台灣文化議題的研習，每年設

定不同的研習主題與內容，至今已舉辦至第 21 回，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熱烈的迴響與

肯定。希望藉由台灣文化的探研，期使國人更瞭解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熱愛與認同台

灣，進而形塑建構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二、緣起：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台灣，十六世紀曾被葡萄牙人驚嘆『Ilha formosa!』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由於位

處世界最大海洋與最大陸塊之間，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比起大陸沿海地區，有更多

機會吸收不同文化，但也成為列強覬覦的對象。台灣自十七世紀始，其命運就透過海

洋與世界相聯繫：1624 至 1662 年的荷蘭統治，1626 至 1642 西班牙統治，以及 1895 至

1945 的日本統治，這些外來文化或多或少都對台灣文化產生影響。所以，台灣文化，

可以說是以融合中國文化、原住民文化、荷西文化、日本文化乃至近代的美國文化所

呈現的多元性的海洋文化。 

所謂「海洋文化」泛指與海洋這個地表空間有關的所有文化現象與內涵，它至少

包含了與海洋有關的日常生活、產業經貿、科技發明、人口遷移、社群組織、治理系

統、文教活動、與價值信念等各個層面的人文活動，及其源流、演變、發展乃至於相

互關聯的脈絡與樣態。海洋文化作為一種認知和詮釋人文活動的系統時，它包含了人

對海洋的意識、人與海洋互動的空間連結、跨海移動的人文特性等。 

台灣的地理位置不僅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也深具經濟價值。西荷領台時期，即以

台灣為輸出、補給的轉運站。1895 年日本人以新興海洋帝國治台，向外擴張精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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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台灣人民。從歷史脈絡來看，台灣住民可說是經歷海洋洗禮的子民，在歷史發展的

過程中，台灣人民累積了深厚的海洋文化成分。近年台灣積極發展海洋產業，使台灣

遊艇輸出名列世界前茅，遠洋漁業遍及全球，拆船業一度成為世界之冠，而台灣的國

際貿易，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主要因素。因此，儘管解嚴時期許多海岸因安全問題

而封鎖，而且政界、知識界也未關注海洋文化，但台灣實際上已憑藉著海洋而活躍在

世界的經濟舞台上。 

近來國民海洋意識抬頭，民間常有自發淨灘、維護海洋的活動，呼籲在人民前進

同時，政府也應加緊腳步，盡速成立專責海洋事物的部門。順應民意對海洋文化與事

務的呼求，去年新政府加速通過立法並宣示今年四月將在高雄成立海洋委員會，期望

藉由海洋委員會發揮統合相關單位協調的功能與角色，充分展現統籌效能、綜合海洋

政策、深耕海洋人才培育，逐步達成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升海洋科教、發展海洋產

業、培養涉外海洋人才及深化海洋意識等政策目標。 

三、Our Ocean, Go Action!夏日時光探海洋 

有鑒於此，今年夏季學校的主題即以「台灣海洋文化」為主題，透過研習的方式，

邀請對海洋相關事務有研究或實務經驗的專家及工作者，帶我們深入淺出的認識自己

土地與海洋的歷史與文化，加強海洋文化的集體記憶與海洋永續發展的探討，建立以

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期使台灣成為一正常海洋國家方向發展。循著台灣歷

史的軌跡，我們首先邀請對台灣早期開拓史尤其十七世紀荷西領台和明鄭時代卓有專

研的中研院台史所的翁佳音老師，主講『海洋台灣～早期歷史、篳路藍縷』，初探台灣

海洋篳路藍縷的移民拓荒史，先從台灣早期移民的歷史背景和世界航海時代的關聯，

有初步的介紹和簡明的輪廓。對海洋歷史非常關心且有研究的戴寶村老師『再探台灣

海洋歷史文化』，近代海洋的歷史，海洋對台灣而言有密不可分、息息相關的依存關係

和生活命脈。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副研究員曾品滄老師將要帶我們『嚐鱻』！瞭解海

洋子民的『飲食生活與文化』，瞭解海洋飲食的豐富與多元，供應海洋子民生活一切所

需的能量與活力！漁類文化專家莊健隆老師主講『鱻故事、漁文化』，從一些親身經歷

的小故事談起，讓我們從聚焦在瞭解魚群及其海洋環境的生態網絡，如何發展成具有

台灣特色的漁業文化。 

甫榮獲吳三連文學獎殊榮的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主講『冷海情深：我的大

海浮夢與海洋書寫』，以達悟族獨有的世界觀與神話，傾聽海洋的聲音，捍衛內心的信

念，回視殖民統治下的馴化歷程，反思自身多元文化碰撞的傷痕與記憶。專研台灣家

族史和台灣人海外活動的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老師，主講『霧峰林家的海洋經驗：

從《環球遊記》談起』，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的《環球遊記》是台灣第一部公開發行的

歐美遊記，也是最早一份台灣人看世界的翔實紀錄，雖然描繪的是海外歐美的民俗風

情，但也訴說著台灣在殖民統治下所遭遇到的種種困境，讓《環球遊記》不僅僅是遊

記，更像是林獻堂先生赴西方取經的精華手扎，娓娓道來以台灣觀點出發的海洋經驗。

長期關注台灣自然環境的柯金源導演，分享其執導的紀錄片《海》，以最質樸、純粹的

紀錄影像與舖陳，簡單而直接的凝視，呈現海洋的生命樣貌。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郭金泉老師主講『台灣魚的故事』，細數台灣魚各品種和特色，加強我們對海洋資源的

認識與海洋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除了精彩的室內講課外，我們來到民主運動的前輩林獻堂先生的發源地霧峰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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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欣賞林家建築與人文之美，實在不能入寶山而空手歸！第三天戶外文化巡禮將

配合主題，安排一趟「台灣海洋文化巡禮」，這次我們主要走訪台中海線人文采風，我

們沿路將參觀清領時早期移民的聚落如龍井福順宮（水裡港文物館）、大肚追分車站、

磺溪書院等，還有沿海風光麗水漁港、遠眺台中火力發電廠。此外，我們也將造訪清

水公學校日式宿舍群，感受日式建築之美！最後造訪牛罵頭史前遺址，「牛罵頭遺址」

不僅為臺灣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代表，這部分巡禮彌補我們在安排台灣史

前文化課程的缺漏。 

 

三、活動目的與特色： 

（一）活動目的： 

1. 以「台灣海洋文化」為主軸，認識自己的歷史文化，尤其土地與海洋之間的依存

關係，面對外部國際情勢的變化，以及內部身處環境的破壞和全球溫室效應的影

響，台灣身為一個海洋國家，以及身為海洋子民的我們都必須省思和重視海洋文

化的問題與發展。 

2. 邀請對海洋相關事務有研究或實務經驗的專家及工作者，透過研習的方式，帶

我們深入淺出的認識自己土地與海洋的歷史與文化，加強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

永續發展的探討，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期使台灣成為一正常

海洋國家方向發展。 

（二）活動特色： 

1. 重返台灣文化協會重鎮、夏季學校的發祥地---林獻堂的故居，霧峰林家花園（現

今明台高中），在全台唯一古蹟花園上課，尤能感受歷史與文化氛圍。 

2. 除了邀請歷史與文化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外，配合這次「台灣海洋文化」

主題，安排一趟「海洋文化巡禮」，拜訪與海洋相關的景點和先民移民發展的古

蹟，讓學員不但在書上讀到歷史，並在實際生活中體驗歷史、親近海洋並土地。 

3. 課程方式務求活潑化，為強化學員之間的互動，安排座談會及小組討論，期使大

家針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分享心得，提升學員的興趣和參與意願。 

4. 鼓勵中小學老師參加，面對台灣海洋資源的侷限和因應各種環境污染的衝擊，加

強海洋環境保育的意識和永續環境的發展，讓下一代子孫永享並有分於這片淨土。 

 

四、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20～23 日（週五六日一；四天三夜） 

五、上課地點：台中霧峰明台高中（台中市霧峰區萊園路 91 號） 

＊在全台唯一古蹟花園【萊園/林家花園】的學校上課喔！ 

六、住宿地點：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第二宿舍朝陽之星（台中市霧峰區草湖路 62 號） 

七、招收名額：100 人。 

八、研習費用：一般民眾 31 歲以上住宿者 5300 元、不住宿 4300 元，30 歲（含）以

下者一律優惠價 3000 元（無論住宿與否均一樣，恕不再減免）。費用包含師資、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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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住宿、伙食、車資、門票、導覽、保險、研習手冊和證書、紀念品等。*優惠

價僅限 30 歲以下者，凡於 1988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者。 

九、報名＆繳費方式：一律採先報名後繳費方式，請上本會網站

http://www.twcenter.org.tw/線上報名。煩請您報名完成（線上報名成功時，會有

顯示三個工作日內繳費通知）後，將儘速依下列之一方式繳費，以免影響您報

名的權益： 

1. 親至本會繳費。(本會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5 號 11 樓) 

2. 郵局劃撥：郵政帳號：16718551，戶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3. 至華南銀行臨櫃繳款，自行填寫「兩聯式存款憑條」。 

帳號：112-20-062897-7，銀行代碼：008，戶名：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4. 全國繳費網繳費：

https://ebill.ba.org.tw/CPP/DesktopDefault.aspx?TabIndex=12&TabId=54 

註：全國繳費網站機關名稱請點選：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夏季學校，銷

帳編號共 14 碼：98510+身分證字號後九碼。例：某生身分證字號 A123456789，則銷

帳編號即為：98510-123456789  

5. 自動櫃員機(ATM)及網路銀行轉帳，銀行代碼：008，帳號：112-20-062897-7 

註：因 ATM 轉帳無身份字號得以識別，請轉帳後務必再來電告知您的姓名及轉出

帳號的後 4 碼資料，確認款項是否轉帳成功。 

※請注意： 

1. 持劃撥單至郵局繳款，不需負擔任何手續費。 

2. 利用全國繳費網、自動櫃員機及網路銀行轉帳繳費之學員，手續費皆需自付。 

3. 經催告仍不繳費者視同棄權，本會將取消其報名資格。 

4. 三個工作日自本會在報名系統完成登錄時起算，國定及例假日不包括在內，例：

6/1 週五中午報名，請於 6/6 周三中午前繳費，例假日 6/2 及 6/3 不計算。 

 

十、退費規定： 

1. 繳費後若於活動一個月以前(含6/20日前)取消者退還九成報名費，於一個月至一個禮拜

前（6/21～7/13日）取消者退還八成報名費，一個禮拜（7/14以後）取消者恕不退費及

保留，惟可找他人代替參加（最遲研習前一天告知，否則無法辦理保險）。 

2. 因天災（如地震或颱風）因素致營隊無法如期成行，除宣布延後舉行，否則退回全部

報名費用（不預扣任何費用）。 

3. 無故未到或個人因素未參加或中途離隊者，視同自願放棄，不得要求退費、部分減免

及保留至下次研習。 

4. 謊報年齡或資格者，經查屬實，本會有權取消報名資格或要求補差額。 

 

十一、注意事項： 

1. 活動前兩週E-mail寄發「學員報到通知書」，無E-mail將傳真或寄紙本，或上網查詢。 

2. 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證書。恕不旁聽。本營隊無擔保提供教師研習時數之義務，

依申請各縣市教育局是否核發及時數不同，若在意研習時數者，請慎重考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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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宿地點為朝陽學生第二宿舍（朝陽之星，雙人冷氣套房，單人木床），僅提供薄棉被

和枕頭，如睡不慣木床（較硬）或怕冷者，請自備『軟墊』或『睡袋』，其餘日常盥洗

用品、毛巾、脫鞋及吹風機等亦請自備。 

4. 課程安排原則上以「學員報到通知書」公布的課程表為主，本會保有最後修正的權利。 

 

 

十二、師資介紹及課程表（請見下表）： 

◎講師/導覽員簡介：按課程順序 

吳文慧：北一女中、淡江高中音樂班老師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戴寶村：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曾品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莊健隆：漁業文化作家／海洋大學兼任副教授 

夏曼‧藍波安：專職作家／第40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得獎人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柯金源：知名導演／公共電視紀錄片製作人 

陳仕賢：鹿水草堂創辦人 

吳長錕：建興創藝負責人 

張文昌：拍瀑拉文化基地執行長 

郭金泉：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產養殖學系教授 

林芳媖：明台高中董事長 

林垂益：明台高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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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