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臺灣」認識「韓國」：文化間的交流、交錯與比較 

研習活動  

時間：2015年 02月 03日（二） 

地點：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國青大樓 3樓 324室 

  本所於二月三日與韓國嶺南大學東亞文化研究科合作舉辦「從『臺灣』認識

『韓國』：文化間的交流、交錯與比較」研習活動，該校由孫承會、禹在鎬二位

教授帶領十位研究生來訪，相關活動在國青大樓３樓台文所３２４教室進行。 

    首先，會議由台文所所長黃美娥教授主持，除了表達歡迎之意外，同時闡明

此次活動題目的設計意涵，希望強化臺灣與韓國雙方關係，增進學界互動、聯繫

與對話機會。全天活動，除了有四位臺灣教授擔任講者，進行不同面向議題的演

講之外，並由與會二位韓方教授介紹嶺南大學 BK21 計畫內容，以與本所主持之

文院邁頂計畫有所交流。以下簡介當日活動情形： 

  第一場演講由台文所黃美娥教授發表「日治時期《台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

德的朝鮮旅行、書寫與觀察」，黃教授先從日治時期報刊報導、臺人遠赴朝鮮旅

遊、在臺朝鮮人之移動與居住等多重視角，觀看雙方多元接觸、交流之情形，並

以身兼記者身份的台灣傳統文人魏清德《滿鮮遊記》、〈滿鮮吟草〉詩文為考察對

象，針對相關內容及其意義加以介紹與剖析，並搭配魏清德生前所遺留的許多旅

行風景明信片予以說明，故讓人印象深刻。而這些詩文作品，不僅記錄魏氏親身

見聞，勾勒旅行踏查路線，進行風景描繪與視覺描寫，當中更有中、日、台和朝

鮮四方文化、民情的比較，頗堪玩味。在討論時間中，現場韓國同學思考到，當

時魏清德於朝鮮旅行，使用的交通工具為鐵路，所以旅遊風光乃限縮在鐵路所經

地區，此外也提出是否與日本帝國國力宣傳有關？黃教授認為，交通工具對旅遊

地點，和所經歷的人事物，有很大的影響關聯，肯定同學的發問是一個很好的問

題；至於這些詩文作品，是否在為日本帝國主義宣傳，由於魏清德在作品中並無

大量篇幅讚揚殖民政府，所以以為當中個人的旅遊心情與感想，仍為魏氏作品的

創作主軸。 

  第二場演講人是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遊憩管理系的金尚浩教授，他的講題是

「抗日英雄的建構與記憶——從趙明河義士在臺灣的義舉意義談起」，主要探討

發生於 1928 年 5 月 14 日，被稱為「台中義舉」的趙明河刺殺久邇宮邦彥事件。

此事件對日本而言，是莫大的衝擊，雖然日本政府對此事件進行言論控制，但是

當時的首相田中義一立即對國民發表聲明，宣稱將迅速調查此事件的真相。如此

可知，趙明河義士的義舉，就其事發經過和日方回應等各方面來看，應數典型的

抗日鬥爭。金教授大抵從朝鮮人趙明河在當代韓國歷史材料中的謬誤出發，以臺

灣在地史料，重構被日本殖民暗幕所湮沒的趙氏身影，探索其人主體性與祖國的



關聯，冀望藉此機會重新思考事件真相與國族認同、殖民反抗等問題。 

  第三場是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的周婉窈教授演講，她的題目是「臺灣與

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之比較」。周教授通過大量照片與文獻，探討日本殖民統治之

下，從更改姓名、戰時徵兵制、「國語」日語教育、宗教信仰等角度，比較臺灣、

朝鮮兩地推行皇民化運動的情況，彰顯臺、朝鮮作為日本殖民地時，面對官方皇

民化運動浪潮的反抗、順應和妥協的同異，以及官方如何促使殖民地人民走向皇

民認同？演講結束後，現場同學提問，殖民統治對台灣的影響是利還是弊？對後

來兩岸關係的影響又為何？周婉窈教授認為，殖民統治與帝國主義當然是需要被

批判的，但若是殖民時期的人文思想、文化資本，有其價值者則應好好被保存；

其次，日治時期此一階段的歷史，的確造成後來兩岸關係，在國族認同、文化與

歷史的脈絡中，產生很大的分歧，尤其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更使台灣認同問題趨

於複雜。 

  第四場由本所洪淑苓教授演講「臺灣節慶與婚禮習俗介紹」。在節慶習俗方

面，首先介紹全臺各地最為敬奉的神明媽祖和其祭典，述說媽祖的起源及由來；

再者，介紹享譽國際的臺北寺廟重心之一保安宮和主祀神保生大帝，年年舉辦的

「保生文化祭」，已由具有民俗鄉土色彩傳統的廟會，轉型為兼具宗教、文化、

觀光、藝術特色的現代都會民俗活動，不僅在地方上造成轟動，更已經成為北臺

灣的年度盛事，進而據此推衍出台灣傳統文化民俗於當代與國際接軌的現況。至

於台灣的傳統婚禮習俗的部分，她談到目前臺灣婚禮，大致沿用中國傳統婚禮的

一些儀式，即所謂的「六禮」，但「六禮」頗繁複，後代未必完全遵循，而有因

時因地的變革，得以窺探近年古禮結合西方婚禮下的變異。而演講時，洪教授也

配合現代婚禮的照片及影片，從中可以看到臺灣現代社會年輕人，在舉行婚禮中

多有巧思與創意。以上介紹，有利韓國師生更加認識臺灣節慶與民俗的近況。  

 

  第五場所舉辦的是座談會，旨在兩校相關東亞研究計畫案之介紹與交流。座

談會由黃所長主持，先邀請孫承會教授介紹韓國嶺南大學 BK21（Brain Korea21）

計畫。原來，2013 年韓國政府投入 20 億韓元，希望培養東亞文化研究的專才（以

培育學生為主，並非一般的研究型計畫）與文化產品的推廣，於是嶺南大學成立

「東亞文化研究所」，師資係由歷史系、韓文系、日文系、中文系等教授組成，

並提供學生獎學金與進入相關領域的實習機會。韓國期待在全球化的時代，能跳

脫西方強權的眼光，可以從東亞來看在地化的問題。此外，嶺南大學也與姊妹校

日本關西大學合作，提供雙學位就讀機會，學生分別在兩所學校就讀，發表日韓

雙語的畢業論文，便可得到雙方的學位。接著，則是介紹本所主持的邁頂計畫，

與談人除所長之外，尚包括楊秀芳教授、洪淑苓教授、張文薰教授、蘇碩斌教授

等。而關於本所執行的邁頂計畫，題目是「文化流動──亞太人文景觀的多樣性」，

在研究範疇上，涵蓋了語言學、文學、文化研究等；在研究空間方面，則包括中

國福建、東南亞菲律賓、東亞日本，而針對臺灣如何透過文化流動方式，與亞太



地區產生關係，促成彼此多樣文化變化的生成，在座談會中又由每位與談人各自

陳述個人子計畫的研究關懷與討論面向加以深入說明。在臺、韓雙方計畫交換意

見之時，又對現代性、在地性、本土化、全球化在東亞的問題感到興趣，且彼此

更有許多觀點交集與認知共識之處。 

 

    針對此次交流工作坊，與會師生皆熱烈參與，韓國學生並踴躍發問，不論是

從經費和旅遊路線，窺探記者魏氏的朝鮮旅行是否為殖民者所箝制的立場問題？

抑或是，義士趙氏在臺的行動和其行刺動機原點的討論，乃至於皇民化運動和日

本殖民時代之餘波，是否影響臺灣之主體性塑造和兩岸關係？又或者是，對於臺

灣傳統習俗賦予儀式物件的精神意義的高度興趣，在在顯示韓國師生對於研習活

動內容的認真參與與思考。綜上，顯見此次研習活動頗能提供彼此多方向與多層

次的認識，如此勢必有利拓展後續雙方系所之間的學術交流空間，展開更多的互

動關係。（台大台文所碩士生楊珣、郭汶伶側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