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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城市文化： 

2019 年海外華人研究學術研討會 

會議議程 

 

一、 主旨 

為積極促成海內外華人研究社群的交流與合作，從跨學門的視角，探索在

時間、空間與各種相涉的理論層面中，全球海外華人移民與社群流動不同

的學術內涵及意義。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與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日本德山大學、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城市智庫及

大中華區管理學人協會聯合舉辦「移民與城市文化：2019 年海外華人研究

學術研討會」。 

 

二、 主辦單位 

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三、 合辦單位 

日本德山大學 

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 

城市智庫 

大中華區管理學人協會 

 

四、 會議日期 

2019 年 7 月 11、12 日 

 

五、 會議地點 

珠海學院一號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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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議日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7 月 10 日（星期三） 外地學者報到 

7 月 11 日（星期四） 
全天開會 

地點：一號演講廳 

上午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 

09:20-10:20 專題演講 

10:20-10:35 茶點（一樓咖啡店） 

10:35-12:15 第一場討論會 

（主題：在香港的移民文化） 

 12:15-13:30 午飯（地點：一樓咖啡店） 

下午 

13:30-15:10 第二場討論會 

 （主題：海外華人與城市移民文化） 

15:10-15:30 茶點（一樓咖啡店） 

15:30-17:30 第三場討論會 

（主題：海外華人的文學、文化與認同） 

7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開會 

地點：一號演講廳 

上午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專題演講 

10:00-10:20 茶點（一樓咖啡店） 

10:20-12:20 第四場討論會 

（主題：海外華人的歷史與國族認同） 

12:20-13:00 綜合討論 

 13:00-14:00 午飯（地點：一樓咖啡店） 

下午 14:15-17:00 文化參觀（黃大仙祠） 

7 月 13 日（星期六） 中午 12:00  學者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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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議程 

2019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 

08:30 - 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 - 09:2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Welcome Address 

主 持 人：鄭楨慶教授（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亞洲研究中心副總監） 

致開幕詞：李焯芬教授（珠海學院校長） 

鄧昭祺教授（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院長、亞洲研究中心 

            總監） 

          李盈慧教授（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理事長） 

           大會合影 

09:20 - 10:20            專題演講 

主持人：鄭楨慶教授（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亞洲研究中心副總監） 

講者：1. 紙矢健治教授（日本德山大學經濟學部） 

題目：明治時代的山口夏威夷移民 

2. 李盈慧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題目：失根與尋根：華人的香港、香港的華人 

10:20-10:35 茶點 

10:35-12:15 第一場討論會（主題：在香港的移民文化） 

主持人：吳紀聖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發表人 評論人 

1. 梁一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題目：中介族裔：《兩個肚臍的女人》中的香港

移民異質空間 

姜蘭虹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

資源學系名譽教授） 

2. 張瓊惠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題目：個人即政治：從林玉玲的香港詩作檢視

另類華人離散 

江柏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

學系） 

3. 翁海穎博士（香港理工大學） 

題目：離鄉入城的身份轉換：金門移民在香港

的文化融合與去家鄉化 

鄭得興教授（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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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名峰教授（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

系） 

題目：《顯影》中的僑鄉女性：現代化轉型中的

倫理張力 

鄭得興教授（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5. 張碧君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馬來西亞華人的城市記憶空間—以義

山、抗日紀念碑與華人博物館為例 

徐榮崇教授（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

理學系） 

12:15-13:30 午餐 

13:30-15:10  第二場討論會 （主題：海外華人與城市移民文化） 

主持人：饒美蛟教授（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 

發表人 評論人 

1. 江柏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兩頭社區”的建構：汶萊與金門烈嶼

廟宇的跨境／國網絡 

林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 

2. 王遠嘉教授（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

工作系） 

題目：當代印尼華人社會認同的變遷——以前

雅加達省長鍾萬學為例 

林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 

3. 徐榮崇教授（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題目：從認知建構初探海外華人的認同與形塑 

劉名峰教授（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

陸事務學系） 

4. 金（王）恩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

系） 

題目：中國人居留地時期的首爾中華街

（1882-1914）——居留地的形成至結束與中國

人在首爾的商業活動 

潘朝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國

際與僑教學院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榮退暨東亞學系兼任教授） 

5. 劉音教授（華僑大學法學院） 

題目：略論我國僑務工作法制化的若干問題 

李盈慧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

學系） 

15:10-15:30 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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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30  第三場討論會／主題： 海外華人的文學、文化與認同 

主持人：林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  

發表人 評論人 

1. 洪士惠碩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馬來（西）亞華樂社團之發展與轉型：

以巴生福建方言二個音樂性社團為例 
張碧君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

學系） 

 

劉名峰教授（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

陸事務學系） 

2. 黃郁鈞碩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華人社會網絡的形成、擴大與再連結 ──

以臺灣「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為例 

3. 洪采郁碩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題目：Rethinking Family: Fluid Kinship in Yiyun 

Li’s Stories 

4. 楊家緯碩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題目：衣櫃裡的服裝：白先勇〈Tea for two〉與

梁志英〈Phoenix Eyes〉中華裔男同志服裝策略

與文學再現初探 

張瓊惠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 

 

梁一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 

5. 白曦源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題目：The Crystal Palace: Space, Everyday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lsie Sze’s Hui Gui: A 

Chinese Story  

6. 吳崇宇碩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題目：Constructing a Sweet Home among the 

Bitter: “Home” in Hotel on the Corner of Bitter 

and Sweet 

2019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 

09:00－10:00  專題演講 

主持人：潘朝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國際與僑教學院院長、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榮退暨東亞學系兼任教授） 

講者：1. 姜蘭虹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名譽教授） 

題目：香港的臺灣人 （Taiwanese Immigrants Adapting to Hong Kong） 

      2. 鄧木佳博士（大中華區管理學人協會會長） 

題目：解構香港單程證政策的路徑發展與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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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茶點 

10:20－12:20 第四場討論會／主題： 海外華人的歷史與國族認同 

主持人：江柏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發表人 評論人 

1. 吳珮慈碩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胡冰清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節慶創造、認同實踐與公眾外交──以

新加坡「春到河畔」活動為例 
徐榮崇教授（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

理學系） 

 

金（王）恩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東亞學系） 

2. 林東余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與當地社會之互

動與交流：以地域性研究文獻為分析內容 

3. 葉翔太（岡野翔太）博士生（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 

題目：論 1960 年代以「非關政治」為訴求的

在日臺灣人組織之成立過程與背景 

4. 黃振峰碩士生（東吳大學政治系研究所） 

題目：馬來（西）亞的轉折點——513 事件 

李盈慧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

學系） 

 

王遠嘉教授（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健康

照顧社會工作系） 

5. 陳立圓碩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題目：馬來西亞地緣性社團中的女性貢獻與參

與——以雪蘭莪金門會館婦女組為例 

6. 盧雅文碩士生（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題目：從外交部檔案談冷戰時期巴西臺灣移民

的遷徙途徑 

12:20－13: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張瓊惠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周正偉教授（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 

13:00-14:00 午餐 

14:15- 17:00 文化參觀活動（黃大仙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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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出席人員名單 

（一）教授 

 

1. 開幕致詞：李焯芬教授（珠海學院校長） 

2. 開幕致詞：鄧昭祺教授（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院長、亞洲研究中心總監） 

3. 專題演講人：姜蘭虹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4. 專題演講人：李盈慧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5. 專題演講人：紙矢健治教授（日本德山大學經濟學部） 

6. 專題演講人：鄧木佳博士（大中華區管理學人協會會長） 

7. 論文發表人：徐榮崇教授（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8. 論文發表人：江柏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 

9. 論文發表人：金（王）恩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0. 論文發表人：張碧君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1. 論文發表人：張瓊惠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12. 論文發表人：梁一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13. 論文發表人：劉名峰教授（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4. 論文發表人：王遠嘉教授（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15. 論文發表人：翁海穎博士（香港理工大學） 

16. 論文發表人：劉音教授（華僑大學法學院） 

17. 主持人：周正偉教授（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系主任） 

18. 主持人：饒美蛟教授（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嶺南大學前副校長） 

19. 主持人：鄭楨慶教授（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亞洲研究中心副總監） 

20. 主持人、評論人：吳紀聖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主任） 

21. 主持人、評論人：潘朝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國際與僑教學院院長、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榮退暨東亞學系兼任教授） 

22. 主持人、評論人：林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 

23. 主持人、評論人：鄭得興教授（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二）學生 

 

1. 盧雨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行政助理） 

2. 吳珮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3. 胡冰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4. 陳立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5. 白曦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6. 楊家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所） 

7. 葉翔太（岡野翔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 盧雅文（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9. 黃郁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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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洪士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1. 林東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2. 黃振峰（東吳大學政治系研究所） 

13. 吳崇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14. 洪采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三）工作人員 

1. 周婉珊 

2. 鄧琴琴 

3. 王曉冬 

4. 黃華麟 

5. 郭  杰 

6. 鄭  波 

7. 李培育 

8. 陳元勇 

9. 郭  軍 

10. 吳文君 

11. 何寧寧 

12. 周 敏 

13. 陳曼湘 

14. 周子淳 

15. 梅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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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本次會議共有 26 篇論文，各場討論會的主持人、論文發表人及評論人，請提前到

場，如有特別原因不能到會，請提前通知工作人員。 

  請根據各場討論會的發言時間，總體時間，由每組主持人掌握。 

一、專題演講 

主持 5 分鐘、發表 25 分鐘*2 位、討論 5 分鐘（共 60 分鐘） 

 

二、教授發表 

第一、二場討論會 

主持 5 分鐘、發表 12 分鐘*5 位、評論 6 分鐘*5 篇、討論 5 分鐘（共 100 分鐘） 

 

三、學生發表 

第三、四場討論會 

主持 5 分鐘、發表 13 分鐘*6 位、評論 12 分鐘*2 位老師、討論 13 分鐘（共約

120 分鐘） 

 

 

 

 

聯絡資料： 

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 80 號 4 樓 W401 室 

電郵：asians@chuhai.edu.hk 

傳真：2972-7339 

電話：2972-7341（亞洲研究中心） 

   2972-7200（學校總機） 

聯絡人：周小姐（手機 6281-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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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觀： 

黃大仙祠 

  黃大仙師，

原名黃初平，於

公元 328 年晉朝

出生在一個貧窮

的家庭。據黃大仙師自述，仙師 8 歲時開始於浙江省金華縣北部的赤松山

一帶牧羊。15 歲那年，仙師巧遇一位仙翁，被授以靜修及提煉草藥之術，

在山野中潛心修煉 40 年。後來，兄長黃初起聽從道士占卜指點才得以跟

仙師相聚。當兄長詢問羊群下落時，仙師帶領他到山崗的東面，用手指著

遠方，對白石群呼喝，轉瞬間，石群變成羊群。黃初起對神蹟感到非常驚

奇，起了修煉心，於是與仙師一起苦修。最後，雙雙得道成仙。因仙師隱

於赤松山，故有赤松黃大仙之稱。 

 

  1921 年 4 月黃大仙祠擇定竹園後，蒙文昌帝君乩示，擇吉六月廿四日

興工，初期大仙祠規模簡單，只建大殿、麟閣、辦事處、宿舍、大閘、水

井等工程，其後才不斷添建其他建築物。後於 1937 年得仙師乩示：謂欲

本園永垂久遠，建築須配合五行，謂之「五形」。飛鸞台「金」形，經堂

「木」形，玉液池「水」形，盂香亭「火」形，照壁「土」形。金、木、

水、火、土五行齊備，方能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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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祠由嗇色園管轄，嗇色園為一所宗教慈善團體，創於 1921 年，

恭奉赤松黃大仙師，尊崇道、釋、儒三教，並以「普濟勸善」為宗旨，廣

推善行，辦理醫療、教育及安老扶幼等事務。黃大仙祠，終年香火鼎盛，

慕道而來的善信及中外遊客絡繹不絕，每日平均訪園人數逾一萬人次。 

  嗇色釋義:「嗇」乃慳吝之意，而「色」可解作「所好之物」、「有欲之

類」。嗇色二字，有愛精神、致虛靜、省思慮、寡情欲的要義，包含導人

悟道修真的意思。 

  信念: 恭奉赤松黃大仙師，尊崇道、釋、儒三教，以「普濟勸善」為

宗旨，廣推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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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學院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 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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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學院交通資訊： 

下車站：咖啡灣 

路線 交通工具 費用（港幣） 

香港機場↹學校 A33 龍運巴士（每小時一班） 27.70 

香港島↹學校 962B 巴士（城巴） 18.80 

旺角↹學校 52X 巴士 12.80 

荃灣↹學校 61M 巴士 9.10 

53 巴士 10.80 

荃灣西鐵路站→屯門站→K51／Ｋ53(轉

乘免費) 

14.00 

屯門鐵路站↹學校 K51／K53 接駁巴士 

（若是鐵路轉乘可免費乘搭） 

4.60 

 

青衣機鐵站↹學校 140M 綠色小巴 12.80 

港九各區巴士線→ 

(中途經屯門轉車站)→

學校 

屯門轉車站可轉乘：61M、52X、53 巴士 

例：尖沙咀（中間道）→學校 

  （260X→屯門轉車站轉乘→學校） 

根據不同路線

車費 

 

＊各巴士路線可參考下列網頁: 

九龍巴士 http://www.kmb.hk/tc/                                                                                                                                                                                                                                                                                                                                                                                                                                                                                                                                                                                                                                                                                                                                                                                                                                                                                                                                                                                                                                                                                                                                                                                                                                                                                                                                                                                                                                                                                                                                                                                                                                                                                                                                                                                                                                                                                                                                                                                                                                                                                                                                                                                                                                                                                                  

香港鐵路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bus_finder_search_box.html 

城市巴士 http://hk.centamap.com/gbus1/ibusroute.aspx?itemid=NT962B_1&lg=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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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宿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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