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公眾歷史、後鄉土文學與地方文化行動

課程屬性 社會與生活 課程編號 1142-12487

授課老師 林朝成 [開課統籌與規劃]

最高學歷/ 台大哲學博士

相關學經歷/ 成大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成大佛學研究中心主任、

成大健康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成大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成大藝術中心藝術教育組組長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2008 ～2014）

教育部終身教育委員會委員

現職/ 台南社大校長、台灣學相關課程研發人。

上課時間 每週三晚上7:00-9:50 第一次上課日期 2025年09月03日（星期三）

課程理念

關於這一門課：

1.為什麼想開這門課？希望帶領學員共同學習甚麼

本講座課程為跨學群的特色課程。
一為鄉土／後鄉土／魔幻寫實的地方書寫，由文學家宋澤萊現身說法。
一為公眾史學的概念、課題、歷史記憶、公眾參與、有型無型文化資產、都市慶典與都市旅遊等
層面，闡述公眾史學有用實踐的視野，由學經歷俱佳的陳恆安教授主講。
一為屏東大學地方知識學研究團隊主講，進行地方性知識的建構，完成在地敘說，以彰顯其文化
記憶。地方知識學重在培養學員／在地居民對於地方的認識、地方感和參與能力，以促進地方發
展。因此，藉重屏東大學地方學的教學研究經驗，探討社區大學如何形塑地方知識系統，不斷加
深地方感和在地實踐深耕的經驗。
一為地方史與地方文化行動。由曾任台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台南市文化局長的謝仕淵副教授主
講。第一講經由「地方很有力」的概念，討論國內外與臺南的案例，進而提出如何理解地方史？
以及如何轉化為具體行動力的開展。經由「地方史在哪裡？」的追問，探索空間、時間與身體感
，體會風土、環境與地方味，落實在編輯地方：誌村鑑行動。
這四個單元內容的結合，希望激發學員地方知識的實踐、體驗地方的活力，走進地方創生的世界
。

授課師資群：
宋澤萊（作家，吳三連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國家文藝獎得主）
陳恆安（成大歷史系教授）
黃文車（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李錦旭（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退休副教授）
賀瑞麟（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謝仕淵（成大歷史系副教授，曾任台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台南市文化局長）



2.修此門課需具備什麼條件？

對鄉土文學／後鄉土文學、地方知識、地方文化、公眾史學有興趣，願意參與到地方創生工作、
樂於群體共學的夥伴學友。

3.上課的方式是怎麼進行的？學生可以有什麼收穫？  	

由學有專精跨領域的學者、專家、文學家共同授課，
學員得以理解地方知識的各個層面和實踐的方案，並激發學員組成公共性社團。

4.如何取得學分？（評量方式）

上課出席率和課堂討論為主要依據，學期末繳交學習報告或學習筆記，以作為共學的成果。

5.備註&推薦書目

宋澤萊，《打牛楠村》，草根出版社。
宋澤萊，《福爾摩沙頌歌》，草根出版社。
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前衞出版社。
陳恆安，《抵抗作為前瞻：從公眾史學到歷史溝通》，成大出版社。
謝仕淵等，《誌村鑑》2：三寮灣、蘆竹溝，裏路出版社。
李錦旭等，《屏東學概論》，五南出版社。
黃貞燕、謝仕淵主編，《博物館歷史學》I, II，台北：北藝大；台南：台史博，2021。
李娜，《公眾史學研究入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邱星崴等，《田野特調：調查地方的手法、配搭與尾韻》，台北：游擊文化，2025。

招生人數| 30 人（若非課程特殊需求，每班招收人數至少 35 人。）

學分收費| 3 學分 2000 元（18 週課程/一次上課 3 小時）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1 2025-09-03
晚上7:00～9:50

鄉土文學與後鄉
土文學：從《打
牛湳村》談起（

驚雷作家宋澤萊從《打牛湳村》悄然而來。《打牛湳村》是他
所生所長的雲林二崙，書中那一個個看天吃飯，種稻米養家，
種香瓜糊口，飽受社會剝削的小農，正是二崙鄉鄉農的縮影。

2 2025-09-10
晚上7:00～9:50

我為什麼寫作台
語文學？從《福
爾摩莎頌歌》談

《福爾摩沙頌歌》台語詩集共分為4部：第1部「若你心內有臺
灣」，詩中藉由土地之情激勵人心；第2部「山間小茉莉」，由
7首長詩組成，前3首由「小」事物，如茉莉花、檳榔樹、蓮蕉

3 2025-09-17
晚上7:00～9:50

《血色蝙蝠降臨
的城市》解密：
我如何寫實台灣

1996年，宋澤萊魔幻寫實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以一
個黑社會青年興衰起滅的過程為軸，結合在地法術與歐洲魔鬼
傳說，為社會腐敗、政治失序的災難尋找出路。故事裡的撒旦

4 2025-09-24
晚上7:00～9:50

何謂公眾歷史？
（授課講師：陳
恆安）

歷史喜歡回溯特定概念的起源，卻發現起源並非單一定點源頭
。公眾史學作為上位概念，包括許多地區發展出來的歷史關懷
與書寫實踐。我們經常學習的對象美國與歐洲，面對快速變遷

5 2025-10-01
晚上7:00～9:50

歷史與記憶：公
眾歷史與記憶研
究（授課講師：

「回憶過去，相思的痛苦忘不了，為何你還來撥動我心跳……
」大家都有過去，都能透過回憶形成記憶，難道個人的失戀終
將成為人類的歷史經驗？這，不是比較接近文學的概念嗎？記

6 2025-10-08
晚上7:00～9:50

歷史學者的社會
參與：社會正義
、轉型正義（授

歷史學的觀察方式，雖然是種拉出「距離」的藝術，但並不代
表歷史學無涉當代問題，不具當代問題意識。如果我們都認為
歷史很好，那麼公眾史學是否有可能為我們提出某些建議，讓

7 2025-10-15
晚上7:00～9:50

歷史的詮釋與展
示：有形與無形
文化資產？（授

文物資產的重要與否依賴當代歷史意識的判斷與決定。歷史既
是變遷，徹底的不改變絕對不是歷史。但變遷能成為不保存的
藉口嗎？但是保存究竟是要修復成初始樣態，還是尊重時間給

8 2025-10-22
晚上7:00～9:50

都市慶典與都市
旅遊（授課講師

臺南400，府城建城300，踏溯臺南，走讀臺南……近年來盛行
城市文史走讀。臺南市更是接連舉辦盛大都市慶典。都市慶典



：陳恆安） 或紀念日的意義究竟何在？其次，都市旅遊與文史走讀之風興
起，從歷史學的角度，可以如何設計出獨具歷史視角的路線。

9 2025-10-29
晚上7:00～9:50

我的公眾史學服
務建議書（授課
講師：陳恆安）

如果公眾史學的重點是，強調科學性與知識性的歷史學、當代
問題意識以及公共性，那麼我們可以提出什麼樣的計劃嗎？假
設我們有100萬的預算，我們可以寫出什麼樣的服務建議書，無

10 2025-11-05
晚上7:00～9:50

找到文化DNA：談
地方知識的實踐
（授課講師：黃

基於對地方的關懷與思考，「屏東」如果作為一個田野現場，
讓返鄉的工作者或在地的研究者都可以投入參與研究工作並進
行文學與文化推廣，那麼這樣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也可以形

11 2025-11-12
晚上7:00～9:50

大學地方學的旨
趣及其達成之道
（授課講師：李

大學地方學旨在形塑地方知識系統，培養學生/在地居民對於地
方的認識、地方感和參與能力，以促進地方發展。因此，大學
地方學的任務就在於如何形塑地方知識系統，不斷加以完善，

12 2025-11-19
晚上7:00～9:50

它山之石：從地
方哲學到屏東學
（授課講師：賀

屏東學不僅是地方學的學術研究，更是一種地方文化的實踐與
發展策略。透過哲學視角，我們可以將地方認同與智慧之愛相
結合，發展出一套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價值的地方學體系。屏

13 2025-11-26
晚上7:00～9:50

地方史與地方文
化行動：地方很
有力！（授課講

透過文化、經濟與社會的力量，讓地方產生活力，是回應當代
城鄉發展危機的重要關鍵，我們該如何以地方知識為基礎，落
實協作行動，發展在地社群，開展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地方行動

14 2025-12-03
晚上7:00～9:50

地方，史在那裡
？（授課講師：
謝仕淵）

了解地方的歷史很重要，我們可以從脈絡中，去認識地方社會
如何運作、人文風俗的型貌，去思考文化可以的功能，都無法
不經由地方史。然而，地方，「史在那裡？」卻是個不容易的

15 2025-12-10
晚上7:00～9:50

空間、時間與身
體感（授課講師
：謝仕淵）

理解地方，可以經由許多後設的概念，如社會網絡、文化資本
等，但我們認為回到在地生活者的主體，從日常生活中出發，
重新拆解與建構人跟地方間的關係，本講企圖經由空間、時間

16 2025-12-17
晚上7:00～9:50

風土、環境與地
方味（授課講師
：謝仕淵）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飲食文化是近年來地方研究關注的
對象。然而，水土與人的關係並非單向的，能否以動態的觀點
嘗試拆解風土和人的關係。例如受大歷史詮釋而被套上「貧脊

17 2025-12-24
晚上7:00～9:50

流動、記憶與物
件：物件如何作
為地方史的素材

物件涉及生產與消費，牽涉到地方經濟與日常生活。物件涉及
流動與交換，經常突顯地方與地方之間彼此依存的關係。物件
也跟記憶有關，地方上最富情感的連結可能跟物有關。物件如

18 2025-12-31
晚上7:00～9:50

編輯地方：誌村
鑑行動（授課講
師：謝仕淵）

「誌村鑑」是一場從議題設定、調查、書寫、編輯，到出版的
社會協力行動。當中，「地方」是共同關注的對象，一群人試
著用N種觀點、書寫角度來詮釋地方的歷史文化。出版的最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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