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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太平洋歷史學會（P a c i f i c 

History Association）的組織概

念始於1970年代末。1980年於澳洲南部的

Martindale Hall舉行學術會議時決議籌備，次

年在澳洲昆士蘭的Noosa會議上正式成立學

會。經過初期摸索，逐漸發展出雙年會

（biennial conference）的制度，迄今已經36

年，共舉行過22屆會議，目前繳費會員人數

超過130人。

太平洋（或大洋洲）研究學術界，有三個

較具規模的學會組織，另外兩個分別為大洋洲

社會人類學會（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S o c i a l 

Anthropology in Oceania，ASAO） 和歐洲大洋

洲研究學社（European Society for Oceanists，

ESFO）。歷史最悠久的ASAO始於1972年，

PHA於1980年次之，ESFO最晚，成立於1992

年，恰好約每10年一波。概略來看，這三個學

會各有其地理分區，從創始核心成員、參與學

者來源，以及會議舉辦地點來看，ASAO主力

為北美洲，ESFO為歐洲，而PHA則是南半球

的紐、澳及周邊太平洋群島。隨著學

術疆界流動的變化，上述學會並不拘

泥於前述區域的會員，不但會議吸引

來自各方的研究者和學生參與，ASAO

與PHA在理事會成員組成上也趨向多

元化。

會議舉辦地點的流轉

從PHA會議的舉辦地點，可以一

窺其變遷：1980 Martindale Hall（澳洲

南澳省）、1981 Noosa（澳洲昆士蘭

省）、1982 Katoomba（澳洲新南威爾

斯省）、1984 Sorrento（澳洲維多利亞

省）、1985 Suva（斐濟）、1987 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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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澳洲）、1989 布里斯本（澳洲）、1990 關

島、1992 基督城（紐西蘭）、1994 Tarawa（吉

里巴斯）、1996 Hilo（夏威夷）、1998 Honiara

（索羅門群島）、2000 坎培拉（澳洲）、2002 

Apia（薩摩亞）、2004 Noumea（新喀里多尼

亞）、2006 Otago（紐西蘭）、2008 Suva（斐

濟）、2010 Goroka（巴布亞紐幾內亞）、2012 

威靈頓（紐西蘭）、2014 台北&台東（台

灣）、2016 關島。

雖然太平洋歷史學早期重鎮是澳洲國立大

學，但PHA一開始的倡議是從「外緣」發動，

籌劃者亦非重量級學者，前幾次會議都在澳洲

的小地方舉行（Daws，2006）。1985年在南太

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USP）開創多種學程的Ron Crocombe教授，將

PHA帶往USP位於斐濟的總校區Suva舉辦，與

其在該校的歷史課程結合，拓展了學會的視野

（Tuimaleali'ifano，2010），其後會議經常在島

國舉行，甚至包括交通較不便利的吉里巴斯

Tarawa以及巴布亞紐幾內亞的Goroka。

太平洋研究的轉向

同時間，太平洋研究學界也有不同的轉

向，在去殖民思潮下，研究更重視島民的主體

性、多元聲音（尤其是女性、離散）、原住民

史觀與認識論，議題也更多樣。PHA始於歷史

學，但近年成為跨學科的場域，其成員之研究

含括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社會

學、地理學、文學、大眾傳播等人文及社會科

學，會議論文過半都是當代議題 。隨著會議在

不同島國舉行，更多原住民學生有機會發表及

參與，擴大了成員以及觀點的多樣性；近年

PHA理事會都要求會議主辦者提供獎助，讓經

濟較弱勢的島國學者與學生能與會。此外為了

鼓勵年輕世代，會議設有以太平洋歷史學前輩

Niel Gunson教授為名的學生會議論文獎 。PHA

已從初始以澳洲歷史學者為主的會議，逐步轉

區域組織介紹►太平洋歷史學會

1980年於澳洲南部的Martindale Hall舉行學術會議時，決議籌備PHA。
（圖片取自：R o y s t o n R a s c a l s  @F l i c k r :  h t t p s : / /w w w.f l i c k r.c o m/p h o t o s/
roystonrascals/903820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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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紐西蘭學界影響力增加（近十多年PHA祕

書處均設在紐西蘭），理事會也考量各地區代

表性，原住民和女性的理事比例不低。Morgan 

Tuimaleali'ifano教授指出「廣納、觸角延伸至許

多遙遠的海岸」，是PHA頗引以為豪的「傳

統」。

台灣的參與

台灣的太平洋研究晚近才開始發展，筆者

2006年首度參加PHA會議，2012年的威靈頓會

議中，在Tuimaleali'ifano與Max Quanchi教授協

助下，代表台灣太平洋研究學會提出在台灣舉

行2014年會議的申辦計畫，為PHA首度跨出古

典定義的「大洋洲」地理區。此次會議主題訂

為Lalan, Chalan, Tala, Ara (Path): Reconnecting 

Pacific-Asia Histories（從台灣到大洋之路──

太平洋與亞洲歷史之再現與重繫），年會以

「路」在南島語族之字彙串（Lalan、Chalan、

Tala、Ara依序為阿美、查莫洛、索羅門和毛利

語，均為古南島語*zalan的變化）為主軸；

「路」溯古至今，指向未來；連結傳統與現

代，為歷史與未來緊密連結的貫時綜觀，具現

南島語族之遷徙與文化，定位台灣的角色。會

PHA於2014年在
台灣大學、台東

大學舉辦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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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左）及其指導學生於PHA會場中，來自斐濟
南太平洋大學的教授Morgan（右）合影。（圖片提供 Sra Manpo Ciwi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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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於台灣大學以及台東大學舉行，吸引甚多國

際學者，透過論文發表以及部落參訪，提升了

國內與國際學界對台灣原住民與大洋洲連結的

能見度及興趣。

2016年關島PHA會議

今年的PHA會議於關島舉行，銜接四年一

度的太平洋藝術節（Festival of Pacific Arts），

亦有不少台灣學者及學生與會。主辦的關島大

學Anne Perez Hattori與James Viernes教授在歡迎

詞中指出，本屆主題為Mo’na：Our Pasts Before 

Us，以關島查莫洛語中意義為「前方、前向、

率先」的mo’na，彰顯太平洋普遍的「過去在

前方」、以及流動、非線性的史觀；此外，本

屆的logo為芋頭，除了是關島傳統食物的在地

文化意涵外，也取其農作收成時同步栽種的特

性，譬喻PHA會議中收成研究結晶、同時也培

植了新的學思與世代。相較於北美的ASAO和

歐洲的ESFO，PHA與台灣的「距離」較近──

除了地理因素，ASAO有panel三年一個週期的

特殊運作模式，較適合可連續與會者；ESFO的

理論取向較強，理事會較為封閉。相對而言

PHA雙年會頗親和，對太平洋研究有興趣的學

生不妨找機會參加。

本屆PHA會中完成理事會改組，在PHA擔

任各式行政服務多年的理事長Jacqui Leckie教授

以及秘書長Teresia Teaiwa教授功成身退，選出

新任理事長Anne Perez Hattori教授，其為關島大

學的知名女性原住民學者，秘書長為威靈頓維

多利亞大學的Andrian Muckle教授；副秘書長兩

名，由筆者連任其一，加上關島大學的James 

Viernes教授。下屆PHA會議（2018年12月）將

首度跨出太平洋，於倫敦／劍橋舉行，由劍橋

大學的Nicholas Thomas教授籌劃。2020年的會

議則預定將回到太平洋島嶼。

區域組織介紹►太平洋歷史學會

官大偉教授（中）及其指導學生於2016年PHA年會合影。
（圖片提供 Sra Manpo Ciwidian）官大偉教授於2016年PHA年會發表論文。（圖片提供 Sra Manpo Ciwi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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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太平

洋歷史學會（Pacific History Association）副理事長、台
灣太平洋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環繞大洋洲歷史、社會與

文化，歷史人類學、法律人類學、殖民現代性等課題，曾

於索羅門群島進行長期田野工作，從比較南島研究觀點連

結台灣與大洋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