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構地方學的系統性思考 
為何需要地方學？ 

 

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許主冠 



許主冠 

我是誰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海巡科專任教師 105年退休 
教育部青年署青年公共參與諮詢委員 
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 審查委員 
新北市、台東縣國家文化記憶庫諮詢委員 
文化部縣市政府社區營造計畫 審查委員 
桃園市、新竹縣、台東縣、澎湖縣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帶領過重要計畫 
文化部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104年 
新北市社區營造中心 92年至101年103-104年106年-108 
新北市社區營造專輔中心106- 
桃園市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大溪學建構暨街角館輔導團隊105-108年 
台北市文化局北投學論壇 106-107 
桃園市行政社造化推動辦公室107- 
全國社區營造大會暨社區營造四期計畫政策籌辦108- 
 



21世紀新經濟模式 

社區
營造 

地域
振興 

在地
知識 



在地知識系統的重要性 
Know  Yourself 
認同 
 









澎湖大目舢舨 



大溪的運輸船長什麼樣子？ 



誰要做地方學？ 
Know Yourself  
廣納的重要性 



地方知識梳理之學的意涵 

• 第一代傳統地方學思考 

地方政府 
文獻會 
社造計畫 

專家學者
社大或文
史工作室 

政治與專
業者詮釋 

傳統地方學的本質就是從基礎的實證主義著手，
透過一種梳理建構出一個地方脈絡下的社會意義。 

11 



地方學的意涵 (續) 

• 第二代地方學思考 

政治人物 
社會組織 
經濟產業 

專家學者 
社區聚落 
地方專業

者 

生活文化 
地方記憶 
文史保存 

這樣夠了嗎? 
這種建構是一種虛擬，以致與現世社會中的當代
人之間缺乏真實連結，當然也就缺乏後續的力量
與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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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學的意涵 (續) 

• 當代地方學意涵 

社群組織 
文化涵養 
經濟產業 

住民參與 
專家學者 
實在主義 

地方與社
會知識性
連結 

當代地方學的真正意涵: 
必須繼續從知識的社會性脈絡下將實證主義到建構主義
後，持續往實在論方向落實，讓現世社會可以與這些累
積的地方社會性知識產生連結，甚至可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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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地方學的架構 

• 當代地方學的真正意涵:  

• 必須繼續從知識的社會性脈絡下將實證主
義到建構主義，持續往實在論方向落實，
讓現世社會可以與這些累積的地方社會性
知識產生連結，甚至可以對話。  

• 所以地方學不僅僅是一個場域知識系統的
概念，更是一個追尋自我與他人、環境、
社會連結意義的過程，是一種運動的概念。 



建構地方學的心法 

• 脈絡性的觀察才知道如何建構 

• 全面的思考，才不會偏頗 

• 清晰的歷史年表有助於討論對焦 

• 跨域的合作才能有不同的觀點 

• 滾動式的進程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 

 



本圖源自林崇熙老師106年大
溪學方法論講義 



1、這個脈絡是怎麼構成的 (現況分析) 

2、在當中，什麼様的人發揮了關鍵的影響
力？(人) 

3、什麼様的文化價值左右了事情的發展？
〈事) 

4.眼見不一定為憑 

5、文化敏感度:什麼様的文化因素影響了人對事情
的觀感？從人們的語言、動作、情境、儀式、歷史、
物件等去組織網絡，並用這個網絡來思考現象背後的
意義？如何與當代價值對話 

學習脈絡性觀察與思考：個體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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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典範轉移 

 

生命 

集體記憶祭祀宗族宗教等 

生產系統 

社會網絡 

傳承分工合作 

競爭 

生活樣態 

聚落環境景觀生態 

 

 

生產設施及場域 

生產技法 

社會組織 

階級權力 

地方學的範疇 

地方
文化
館舍 

社區 

社群 

店家 

寺廟 

歷史學   民俗學 

人類學   
社會學 

建築都市學 

博物館學 

  管理學 

傳統工藝學  美學 



 

 

 

 

 

 

 

 

 

      
 

 

 

 

 

 

 

 

  

 

 

 

 

 

  

 

 

 

 

 

 

生產典範轉移 

 

生命 

集體記憶祭祀宗族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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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環境景觀生態 

 

 

生產設施及場域 

生產技法 

社會組織 

階級權力 

 

 

 

 

 

 

 

  

 

 

 

 

 

  

 

 

 

 

 

 

生產典範轉移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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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設施及場域 

生產技法 

社會組織 

階級權力 

 

 

 

 

 

 

 

  

 

 

 

 

 

  

 

 

 

 

 

 

生產典範轉移 

 

生命 

集體記憶祭祀宗族宗教等 

生產系統 

社會網絡 

傳承分工合作 

競爭 

生活樣態 

聚落環境景觀生態 

 

 

生產設施及場域 

生產技法 

社會組織 

階級權力 

世界史 

台灣史 

大溪史 

年表與地方學的示意圖 



21 文化取向 

行政取向 

功能取向 情感取向 產製端 議題
社群 

輸出運用端 

博
物
館 

地
文
館 

運用推廣
層面 

經濟生產
層面 

保存扎根
層面 

圖
書
館 

檔
案
室 

社
區
大
學 

樂
齡
中
心 情感取向 

文化取向 

行政取向 

文化取向 

經濟取向 

補助取向 

功能取向 

個
人 

教育部合作方案1 
向下扎根 
1.特色教學 
2.鄉土教案 
3.文化體驗教育 
4.社區大學地方學授課
+ 
  社區實作方案 
 

生
美
館 

投資取向 

教育部合作方案-2 
歷史系.應美系.設計系…
在學實習+社區留用 
1.社區產業轉譯 
2.社區經理人(需搭配第 
   二部門業師輔導) 

藝文基
金會/
表演團

體 

獨立 
藝文 
創作
者 

旅遊
業者 

社
區 

流行音
樂.商業
電影公

司 

獨
立
書
店 

農委會合作方案 
1.農再培根計畫 
2.農村社區企業經
營輔導計畫 
 

各
級
學
校 

出
版
業
者 

MLA 

社區營造三期
暨村落文化 

推廣文學閱讀
及人文活動等
計畫 

地文 
方文
史工
作者 

藝文獎補助
體系 

社區營造三期暨村落
文化-擴大參與 

文創創投 

符號與意義的創造與轉譯 
運用本部各資料庫 
EX:國家文化資產資料庫系
統、傳藝中心典藏資料庫、
工藝中心工藝圖書館… 

共
構
演
化
的
文
化
生
態
系 

建構地方文化沃土 



大溪學建構經驗回顧 
Know Yourself  
用故事創造地方 



文化共構性下的結構困境與突破 

家長式民主 追隨式產業 

複製式教育 專家式文化政策 

封閉式垂直職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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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參與建構地方學的困難 

• 文化制約 

1. 專業分工的結界 

2. 無意識社會流動的結界 

3. 發展思維的結界 

• 現實條件的制約 

1. 不知道如何起步 

2. 無力自我梳理生命史 

3. 欠缺共筆與共創的機制 

 

 

 



不同時代的社會組織型態 

 
 
 
 
 
 
 

第四波-文化力/協作共創 
農業 工業 資訊 



對策：     

在地知識
系統化

〈地方學〉 

經營出新文化 

改變 

在文化資產中
成長 

對話 

經營社會關係 

廣納 

從家長式權威
邁向公民社會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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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學資源蒐集為滾動式進行。建立對話機制 

客觀資料蒐集並彙整，分析初步大溪學歷史年表 建立

對話基礎 
 

辦理大溪學共識會議    發表引動關係人 

• 透過以為本的地方知識延伸至地方人文與自然整體的大溪學，串聯
大溪在地歷史故事，成為日後大溪學建構的基礎。 

一、大溪學資源蒐集 



二、大溪歷史年表 

1. 以「大溪」與「大嵙崁」等
關鍵字進行查詢，取有相關與
研究品質之論文為參考。 
2. 利用大溪區公所修纂之《大
溪鎮志》做為參考範本，以求
大事篩選不脫離在地意識。 

1. 參考《臺灣史小事典》，取
其與大溪鎮發展相關，且影響
臺灣歷史走向之事。 
2. 先羅列臺灣史大事作為綱要，
再將大溪史依照年代逐一補上。 

 
1. 文獻整理過後，又藉由舉辦
共識營，募集在地意見，以免
資料來源缺乏在地精神。 
2. 獲得在地人士建議後，經由
文獻比對謬誤，再將募得之建
議填入表中。 

 

大 
溪 
歷 
史 
年 
表 

1 3 

2 



三、大小歷史的對話機制 

• 在大歷史架構下，個人很難去找到可以堆
壘小記憶的位置 

• 因此店史、校史、家族史、廟史等等公共
場域的集體記憶就成為重要的媒介 

• 專業者、有權者可以改變歷史，但透過庶
民的集體記憶卻可能改變既有的歷史記憶 



四、創造共學的新組構 

• 人類從蠻荒到文明要同時解決三件事 

1. 從原有蠻荒生活的殺戮進化到學習行為控
制的議題 

2. 從部落的初級治理進化到集體制約的慣習 

3. 從傳統權力的分配進化到社會的新組構 



大溪在地知識平台 

興
趣 

認
同 

公共性/
外擴性 

自利性/
封閉性 

活動型 運動型 

擾動型/自
我學習型 

行動型 

田野調查
(餐桌紀錄/
體驗) 
各樣活動/
策展 
 
推廣說明會 
交流、串聯 
空間修繕 
策展 
 
…. 
 

空間改造 
創造被需
要的價值
感 

小確性 
在地生活 

從生活感出發:
找記憶、找脈
絡“找關係、找

故事 
引發動力 

文化加值 
木:從“物”找到新價值 
人:找到職人 精神 
 融入教育 
地:從單點到系統 
路徑 
從私到公 

種子部隊 
大溪學團隊 
 

遊客居民 
有興趣的 

觀望的民
眾 

專業/知識
與願景/希
望公共性
/GIVE-TAKE 

大溪木藝生態
博物館志工 

從生活出發 
從需求引入 
建構脈絡性與
關聯性 
有趣/沒有壓力/
情感.. 

梳理議題
／公私協
力／分進
合撃 

找
出
不
同
動
力
的
人/

形
成
興
趣
社

群/

創
造
議
題
與
權
力
流
動/

再
形

成
議
題
社
群 

 

部分街角
館及在地
文化組織 

在地新的
文化產業 



地方學大系統與小系統-遞迴式的檢視 

• 1.從狹義到廣義，再落實回狹義問題 
• 2.從零散到整體，再從整體反思個體 
• 3.從抽象到在地，再回到抽象對話 
• 4.從專家到庶民，而使庶民成為專家(例如:插畫) 
• 5.從個人到集體，再回到個人的再生 
• 6.從靜態到動態，再回到靜態的沈澱 
• 7.從單向度到跨領域，再回頭改造單一專業(例如:木作*

木創) 
• 8.從知識到行動，再回到知識的建構 
• 9.從計畫到生活，再回到計畫的價值性檢視(社會力與影

響力) 
• 10.從單向到雙向(GIVE&TAKE) 
• 11.社群:從蜘蛛到海星 

 
 
 





大溪生活研究所的下一步想像 

內部自省與外部
擾動的雙軌思維 

落實在地文化工作者
機制與街角館合作從
而激發自省與外擴之
文化核心團隊組構 

多元建構
大溪學 

接軌學校與社區盤點的民
眾參與機制，擴大建構大

溪學的基礎 







• 系統性的理解在地物件、空間、場域、事件的文化
脈絡，抽離出與當代的連結，進而產生面對挑戰的
勇氣與能力 

• 擁抱過去：理解、再生在地智慧 

• 解釋現在：在地智慧的脈絡化 

• 面對未來：轉譯價值 

 

收存取用？ 在地記憶的轉譯 



時間 世代間對話 
歷史
現場 

空間 
再造歷史

場域 
地方文
化景觀 

人間 
聚落路徑環
境 

記憶 

故事 

用論壇作為建構在地知識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