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聞

桃園學研究興起，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合作，編纂發行《桃園文獻》，今

年3月創刊號問世。左起：國立中央大學副校長李光華、桃市府文化局局長莊秀美、中央大學校

長周景揚、文學院院長楊祖漢、歷史所所長李力庸。朱韻璇攝

台灣六大直轄市之一的桃園市，人口組成多元，包含原住民、閩

南、客家、外省、新住民族群，加上境內特殊的自然環境、地理位

置，造就特有的經濟建設與多元人文社會環境。由桃園市政府文化

局主辦、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執行，今（3）日辦理「天光雲

影：桃園地方社會學術研討會」，分享桃園區域學的學術研究成

果，同時呈現今年發行的《桃園文獻》創刊號。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表示，大學肩負社會實踐的使命，中央大

學擁有深厚的學術研究實力和專長學者教授，人才濟濟，相當樂見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與中大歷史所的合作連結，為桃園的發展歷史留

下紀錄，彼此成就雙贏。

相較於鄰近城市的台北學、新竹學、宜蘭學等等，桃園區域史的研

究和整理雖然起步較晚，但擁有相當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與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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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開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多年深耕桃園歷史研究，自去年年

底與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合作，啟動「《桃園文獻》編纂計畫」，由

歷史所所長李力庸主持，吳學明教授、鄭政誠教授共同參與。

中央大學歷史所所長李力庸說明，研討會名稱「天光雲影」取自朱

熹的詩句，以此譬喻桃園學研究興起，各界的交流切磋，如活水源

頭灌注，眾人的智慧與力量互為映照輝煌。

藉由辦理研討會，邀請地方人士及耆老與會交流，讓區域歷史能更

精準地記載與流傳，同時也為9月即將發行的第二期《桃園文獻》做

準備，充實期刊主題內容以及建立編寫桃園史書的基礎。

她指出，桃園學研討會聚焦於在地社會的觀察，但也可投射到整個

台灣，了解桃園與其他地方的共通及差異性。未來可進一步對台灣

當前及所在區域的重要社會議題與困境，提供借鏡參考。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莊秀美說，來到桃園，大家會問有何好吃好

玩？然而追本溯源「桃園的DNA是什麼？」桃園擁有獨特的自然和

社會環境，經濟建設及工業開發影響了各層面的發展和新議題的產

生，而桃園也因「中壢事件」在締造台灣民主進程發展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

她表示，桃園學的研究不只是歷史溯源和系統性的紀錄，身為國門

之都，也是全國最年輕的城市（市民平均年齡37歲），桃園的未來

走向相當重要。建構桃園學，可為城市發展指引一條脈絡清晰的道

路。

《桃園文獻》今年3月創刊發行，以「開發與經濟」為主題，第二期

將探討經濟開發後的「社會與生活」。為籌備第二期內容，研討會

包括演講和論文發表，分別針對桃園學的建構、族群分布、教育、

中壢事件，從電話、體育、桃園客運看社會階層與城市生活等。創

刊號的受訪耆老：前桃園縣政府民政局副局長傅標榮、游銀安、桃

園農田水利會資深工程師陳文卿等人也到場分享。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與中央大學歷史所舉辦桃園學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及地方人士彼此交流，

為地方記載發展，爬梳歷史脈絡。朱韻璇攝

桃園學研討會將作為《桃園文獻》第二期籌備基礎，探討經濟開發後的「社會與生活」。朱韻

璇攝

相關連結：http://in.ncu.edu.tw/hi/chinese/taoyua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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