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亞海域交流：文學•產業•遷徙•島嶼 

 

徵稿啟事 

一、學術構想與會議宗旨 

臺灣四面環海，本島的海岸線全長約1200公里，若加計周邊島嶼，

更有超過1500公里長的海岸線，因此自十六、七世紀以來更登上世界

歷史舞台，具有相當強列的海洋性格，而以海洋立國、面向海洋、向

海洋致敬，更是臺灣未來國家發展的重要國策。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是

一所以海洋研究為特色的綜合型大學，在海洋科技、生物、航運管理

等領域，都有卓越的表現與成果。2007年，本校進一步成立「海洋文

化研究所」，是全國高教體系中第一且唯一以海洋文化為發展重點的

學術教學研究單位。十餘年來，本所長期致力於國內海洋文化的研究

與推廣，冀望藉由文學、歷史學、社會科學等跨學科領域的整合與分

工，擴大學術視野，深入並豐富海洋文化研究的內涵。 

自 2005 年起，本校除了加強海洋人文教育外，更於同年召開全

國首次的「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其後，在本校海洋文化研究所的

主導下，平均每隔二至三年舉辦一次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

總結新的研究成果，也讓相關領域的海洋文化研究學者，能夠彼此切

磋，分享研究心得，並藉此加強合作。 

在全球的海洋文化發展史中，西方無論在地中海或大西洋都造就

過該海域周邊豐富多元的海洋文明，而誕生地在東亞海域的東亞海洋

文明，至晚隨著第九世紀東亞貿易網絡被建構以來，亦加彰顯；與此

一體兩面的，是東亞各國對海洋的描述、經營與交流更為積極重視，

並在航運的增能下，東亞各國彼此間亦更加密切地互動與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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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研討會在前述歷史環境的背景下，以「東亞海域交流」

為總主題，並以「文學、產業、遷徙、島嶼」為分項主題，其下再各

分九個子題，藉以探討東亞海域交流的各種面向。 

首先，在海洋文學方面。本研討會將從文學與藝術的角度，就日

本列島、朝鮮半島、中國大陸、琉球群島、臺灣等東亞區域中的沿海

地區與島嶼，探討任何與文學、藝術相關的海洋文化，包括文學與藝

術的思想、抒情、敘事、內涵、形式、手法、技巧等，以期對東亞沿

海地區與島嶼的文學與藝術，進行既深且廣的研究。 

其次，在海洋產業方面，連結各港市的貿易與航運，帶來貨暢其

流與港市的多元文化與樣貌；東亞海域也是漁業很重要的施作地，漁

業的發展帶動關聯產業的興起，而黑潮帶來的漁業資源，及其所孕育

出的黑潮文化/漁業文化成為東亞文明的一環，但每個產業都有其衰

退期，如何化危機為轉機，讓漁村的活化再生成為選項，是為重要的

課題。此外，海洋觀光為近年來興起的產業，各國都在發展海洋觀光

並積極推廣與行銷，該如何展現海洋觀光資源與經營，俾能創造出多

方贏面，值得探究。 

其三，在海洋遷徙方面，其基本上是人們長期積累並綜合航海技

能、海洋視野、海外商貿、跨海墾殖、移民文化的保存/轉換、以及

與異民族文化交會等多重體驗於一身的產物，本身亦為發展海洋文化

的重要憑藉。 

最後，在島嶼文化方面，島嶼是創造、體現海洋文化的重要載體

之一，當地的欣榮、凋零與轉型，反映了海洋文化的發展與變遷、起

伏與韌性。島嶼人文自然生態的探索、發掘、反思、以及島嶼未來發

展的可能與想像，重新注入島嶼新生命。 

由於過往對東亞海洋文化議題之研究成果斐然，所以今年希望藉

由「2023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讓臺灣、中國大陸、日

本、韓國等地學者能再次相互交流，以激盪出更精闢之見解與更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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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視野，繼續深耕東亞海洋文化的研究面向與內涵。 

二、研討子題 

（一）海洋文學 

子題一：海洋情志書寫 

子題二：海洋吟詠敘事 

（二）海洋產業 

子題三：海洋貿易與航運 

子題四：產業歷史與文化 

子題五：海洋觀光與治理 

（三）海洋遷徙 

子題六：跨海移動與文化融合 

子題七：海洋移民與文化交會 

（四）島嶼文化 

子題八：島嶼人文與自然生態的形塑 

子題九：島嶼的文化流變與地方創生 

三、會議日期：2023 年 11 月 24 日（五） 

四、會議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五、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六、徵稿對象：全國各大專院校專、兼任講師以上 

七、題目摘要期限：2023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前，將填妥

後的「報名表」（請至本所網頁 https://ioc.ntou.edu.tw/

下載）電子檔，寄至：ntouioc@mail.ntou.edu.tw。審查

結果，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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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論文格式：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海洋

文化學刊》撰稿體例撰寫。 

九、全文截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 

十、研討會網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https://ioc.ntou.edu.tw/ 

十一、聯絡方式：02-2462-2192 # 2010，張心霓助理 

 

「2023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