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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赴海外學術交流計畫書內容 

(一)交流目的 

本次交流活動，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兩校系所間的學術交流、厚實雙邊研究能量。

此外，進一步可以促進未來雙方師生交換或合作之可能性，如此更可對本校未來

的海外招生工作或學生海外就業環境了解奠下基礎。 

 

(二)交流國家/學校/單位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中心 

 

(三)交流時間 

2015 年 7 月 15 日(三)~2015 年 8 月 2 日(日) 

 

(四)交流規劃 

1、閩南文化學術工作坊（吉隆坡拉曼大學、檳城福建會館各一場） 

 主講人： 

（1）嚴立模博士《檳城的福建話研究》 

（2）黃文車博士《馬來西亞閩南歌謠研究》 

（3）杜忠全主任《檳城閩南童謠研究》 

（4）黃文斌博士《馬六甲甲必丹原鄉的田調》 

主持人：陳明彪博士 

  

2、古典文學講座（怡保、金寶各一場） 

主講人：   

  （1）黃惠菁博士 

  （2）林良娥博士 

主持人：林志敏博士  

 

3、閱讀教學講座(針對當地中小學教師) 

主講人:黃惠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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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校園講學與田野考察 

 

7/29-8/2 馬來西亞吉膽島田野考察 

8/2-8/13 馬來西亞、新加坡調查研究(嚴立模老師) 

8/2-9/12 新加坡移地研究(黃文車老師) 

 

(五)聯絡人員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陳明彪博士、林志敏博士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黃文車副教授 

(六)經費預估表 

 

 單價(台幣) 數量/單位 費用說明 金額 

交通費(飛機) 18,000 3 人 來回機票 54,000 

交通費(當地) 5,000 3 人 當地交通、田調交

通費用 

15,000 

生活費 800 3 人*19 天 交流期間每日生活

費 

45,600 

合計 114,600 

 

※本系補助每位教師 15,000 元，合計 45,000 元。 

※其餘相關費用由黃惠菁、黃文車、嚴立模三位教師自行支付。 

※公文簽核已於 2015 年 6 月 25 日結案，請見

 

附件一：「1040625 結案-中文系

教師 104 年 7 月赴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參訪案(含簽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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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交流行程概述 

 

    本次中文系黃惠菁、黃文車和嚴立模三位教師受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

院黃文斌副院長邀請（請見附件二：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致三位教師邀請函

    此期間的學術交流除了在拉曼大學金寶校區進行為期兩週的課程參與與學

術講座活動外，更配合中文系的校外學術講座，至馬來西亞檳城、怡保等城市與

當地的福建會館、中小學教師進行課程與講座。期間黃文車副教授更接受馬來亞

大學華人研究中心邀請至馬來亞大學進行學術專題講座。 

），

利用本年度暑假期間（2015/7/15-2015/8/2），在雙方學校學術合作備忘錄原則

下至該校進行交流訪問。於拉曼大學的主要學術活動在於實際參與中華研究院中

文系的課程與學術活動，藉以聯絡雙方師生情誼，並且促進進一步的學術交流與

師生往來。 

    此外，結束拉曼大學的學術交流課程，三位教師更前往馬來西亞吉膽島進行

三天的田野調查工作。接下來黃文車、嚴立模兩位老師則到新加坡進行個人的學

術考察與研究工作。 

    此次的學術交流，共計進行 10 場學術講座活動，3 天田野考察，2 位老師

的海外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交流期間與拉曼大學中文系教師與學生多方交流，

針對未來的學術合作、會議邀請、師生互動、聯合課程等主題進行討論，目前已

邀請該校中文系教師參與 2015 年 12 月於本校中文系舉辦的「第六屆近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與台中教育大學中語系和本校中文系、香港教育學院合辦的「第

五屆語言教育與思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可見交流成果實際落實情況。 

    未來則再針對雙方系所合作之發展，進行課程認定或師生互換之可能方式，

期能透過此學術交流拓展本系之學術研究領域，更進一部吸引馬來西亞國際生或

交流生至本校就讀。 

 

三、學術活動說明 

（一）拉曼大學中文系講座 
 

主題 檳城福建話的研究 時間：7 月 22 日(三) 

主持

主講 

陳明彪老師 

嚴立模老師主講 

地點：拉曼大學中文系 

P004，kampar，UTAR 

內容 檳城是馬來西亞華人比例最高的州，根據 2010 年馬來西亞全國人口調查

報告，檳城人口有 45.6%為華人。檳城的福建話一般認為源於舊漳州府

的海澄方言，保有許多漳州音的特色，與大馬多數以泉州音佔優勢的福

建話不同。檳城福建話目前有一些資料性質的出版品，但是學術界的探

討很少，希望透過本次演講，喚起大眾對方言資產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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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嚴立模、黃文車、黃惠菁、葉秀清、林志敏於演講前合影 

 
主題 馬來西亞閩南語歌謠研究 時間：7 月 22 日(三) 

主持

主講 

陳明彪老師 

黃文車老師主講 

地點：拉曼大學中文系 

P004，kampar，UTAR 

內容 新馬地區的閩南語方言古調來自福建原鄉，有著過番南來華人濃厚的思

鄉情結，也代表著移民群離開原鄉（中心）到了南洋（邊緣）的移動情

況。本講座主要以麻六甲呂秀鸞女士所念唱的閩南語歌謠為主要對象，

探討馬來西亞的閩南語傳統念謠的內容與特色，並進一步觀察歌謠發展

的「在地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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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由左至右:陳明彪、杜忠全、莫德順、黃惠菁、林良娥、嚴立模、林志敏、 

         黃文車於演講後合影 

 

主題 佛教思想對蘇軾貶謫心理的

調適——以黃州為例。 

時間：2015 年 7 月 22 日(三) 

 

主持

主講 

陳明彪老師 

黃惠菁老師主講 

地點：P004，kampar，UTAR 

內容 本次屏東大學中文系與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進行交流，首先登場的

是由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與臺灣屏東大學（屏大）中文系聯合舉辦的交

流工作坊，地點位於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當日參與者，除了中華研究

院師長外，中文系本科與研究生亦踴躍參與。 

工作坊正式開始前，由主持人兼拉曼大學研究生課程主任陳明彪博

士為與會者進行主講人簡介。一共兩場，文學組安排在第二場， 文學

組主講人為拉曼大學中文系林良娥博士和屏東大學中文系黃惠菁博士。 

本校黃惠菁老師主要分享研究心得，演講過程中，引用了許多蘇軾

的詩文來探討此課題，透過作者作品，解析詩人在政治失意下，面對貶

謫，隱藏在創作中的種種情感、心態與創作緣由，證明佛教思想給予作

者的生命、生活啟發。 

演講結束後，黃老師並與現場師生互動，回答問題，彼此交流甚歡，

啟發不少學生們的研究思維，並開拓學生的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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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黃惠菁老師(中)演講中 

演講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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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學習聲韻學的方法 時間：7 月 23 日(四) 

主持人 莫德順老師 地點：拉曼大學中文系 

主講人 嚴立模老師  

內容 聲韻學對中文系同學來說，似乎是比較困難的科目，因此在聲

韻學的課堂上分享學習聲韻的經驗，對聲韻學這門學科的基本認

識，學習時的理解與記憶的優先順序等問題，與修課的同學進行問

答互動的討論。 

 
主題 參與學生書法木刻活動 時間：7 月 24 日(五) 

主持人 林志敏老師 地點：拉曼大學中文系 

主講人 嚴立模老師  

內容 拉曼大學中文系對於書法傳統藝術十分重視，在中華研究院林志敏副

院長的組織下，每週固定聚集有興趣的學生，一起從事書法木刻活動。

在林副院長邀請下，以從事篆刻的經驗參與這項活動，與學生進行交

流。中文系除了學問之外，藝術的層面也是傳統訓練的一環。 

照片 
(數張) 
(說明) 

木刻成品 

木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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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民間文學:歌謠篇 時間：7 月 27 日(一) 

主持人 李樹枝老師 地點：拉曼大學中文系 

主講人 黃文車老師  

內容    透過李老師的邀請，在其[文學欣賞]課程中，講述[民間文學:歌

謠篇]，讓同學了解民間文學的研究與現況，並鼓勵馬來西亞拉曼大

學同學應該著力於在地民間文學的採集或研究，藉以增進對於地方

的感情。 

 
[附件三]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系訊報導。 

 
[附件四]拉曼大學校訊報導。 

 
（二）怡保烏魯近打師訓學院講座 

 

主題 朗讀面面觀 時間：2015 年 7 月 24 日(五) 

主持人 霹靂怡保烏魯近打師訓學院中

文組關家鳳主任 

地點：霹靂怡保烏魯近打師訓學院

( Institut Perguruan Ipoh ) 

內容     本系黃惠菁博士受邀前往霹靂怡保烏魯近打師訓學院( Institut 

Perguruan Ipoh )，主講「朗讀面面觀」，與師訓學院的師生們分享

「朗讀」的心得與技巧。本次講題，主要是導引同學對「朗讀」的

認識，瞭解朗讀的訓練內容，並透過各種範例的演示，帶領同學進

入朗讀的審美活動，從而認識朗讀的意義與作用。黃惠菁老師首先

說明朗讀是一項口頭語言的藝術，有助於學生積累語言、增強語感、提高語

言文字的認知能力。之後，黃老師對於臺灣「朗讀比賽」的現狀，做了簡略的

介紹，帶出臺灣一直以來十分重視語文教育的發展特色，指出教育部每年均舉

辦「全國語文競賽」，「國語朗讀」正為其中一項重要競賽項目，因此各地方政

府極為重視人材之培育。從地方區賽選拔到代表地方參與全國競賽，接受講師

訓練，是一段漫長的準備加強過程。其中訓練的技巧包括發音音準、聲調、聲

情、節奏、語調、語氣，聲響等等，另外也講究臺風、肢體與儀容的表現。由

此可見臺灣政府十分重視此類比賽，由此也可讓馬來西亞中小學的朗讀比賽加

以借鑑，並參考其中的朗讀技巧、訓練及比賽制度等來改善自己的不足之處。

接著，黃老師便進入主題，詳細地分享朗讀的技巧，包括注意發音，避免犯錯，

肯定天賦，主張自然，強調音準，重視聲調，加強停頓與連接，掌握神韻。 

    演講期間，黃老師亦播放了一些朗讀聲音之片段，好讓同學們

能更精准地抓住當中的訣竅，並且黃老師也現場作了示範，同學們

的反應都十分熱烈。到了問答時間，同學們更是踴躍提問，表達投

入練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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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讀講座後結束後，學院的老師及同學們還留下來向黃老師請

教，並相互分享臺灣及大馬兩地的朗讀現狀，為這次的講座畫上了

完美的句點。 

照片 

 

黃惠菁博士分享朗讀的心得與技巧 

 

 

(三) 檳城福建會館講座 

 

 
主題 檳城福建話的研究 時間：7 月 26 日(日) 

主持人 陳明彪 地點：檳城福建會館 

主講人 嚴立模老師  

內容 檳城是馬來西亞華人比例最高的州，根據 2010 年馬來西亞全國人口

調查報告，檳城人口有 45.6%為華人。檳城的福建話一般認為源於

舊漳州府的海澄方言，保有許多漳州音的特色，與大馬多數以泉州

音佔優勢的福建話不同。檳城福建話目前有一些資料性質的出版

品，但是學術界的探討很少，希望透過本次演講，喚起大眾對方言

資產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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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講座現場 

 
主題 馬來西亞閩南語歌謠研究 時間：7 月 26 日(日) 

主持人 陳明彪 地點：檳城福建會館 

主講人 黃文車老師  

內容 新馬地區的閩南語方言古調來自福建原鄉，有著過番南來華人濃厚

的思鄉情結，也代表著移民群離開原鄉（中心）到了南洋（邊緣）

的移動情況。本講座主要以麻六甲呂秀鸞女士所念唱的閩南語歌謠

為主要對象，探討馬來西亞的閩南語傳統念謠的內容與特色，並進

一步觀察歌謠發展的「在地化」特色。 

照片 

 

 
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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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福建會館閩南文化專題講座前合影。 

從左至右:本校黃文車、黃惠菁、嚴立模，拉曼大學杜忠全、陳明彪 

 

 
現場聽眾參與講座情況 

[附件五] ：光明日報報導[童謠、福建話、歌謠‧3 學者探討大馬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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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交流討論 
 
主題 屏東大學中文系與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交流事項 

時間：2015 年 7 月 26 日 

pm7:00—10:00 

主持人 林志敏副院長 地點：拉曼大學國際交流接待所 

參與者 (屏大)黃惠菁、黃文車、嚴立模，(拉曼)杜忠全、莫德順 

內容 本次討論重點，主要是針對未來兩系可進行之交流事項，提出看法、

意見。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提出： 

１． 兩系是否能夠合作進行「專題計畫研究」，議題方面儘量考慮

兩系教師之專長，協調互補，完成合作計畫。至於經費部分，因

拉曼大學係屬私立，經費籌請，可能有限，我系亦若能挹注，最

是理想。 

２． 因臺灣交通大學客家所、清華大學歷史系所與拉曼大學中華

研究院中文系均為合作交流學校，而清華大學嘗因著手海外閩南

或客家文化研究，故嘗安排學生暑假至馬來西亞金寶做田野調查

兩個月，由清大補助相關費用。若屏東大學能比照辦理，將有助

於兩校學術交流風氣。 

３． 除上，交通大學客家所亦安排「異地教學」，由教師帶領學生

至拉曼大學上課，由拉曼大學專業教師協同教學。屏東大學可考

慮是否循此方式，進行實質交流？ 

屏東大學中文系提出： 

１． 目前屏東大學中文系與香港教育學院文學系及臺中教育大學

語教系建立學術交流模式，乃輪辦學術研討會，三校師生（研究

生），皆可參與。屏東大學與香港教育學院均已辦理過兩屆，今年

輪由臺中教育大學主辦。而主辦單位除提供場地，安排會議外，

舉凡交通、住宿乃各自處理。假設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亦

能加入，則能擴大學術交流領域，亦能拉近彼此互動，有利長期

合作。 

２． 屏東大學與拉曼大學已簽訂 MOU，兩系不妨進行實質交

流，可輪派教師至對方學校，進行授課與研究，必有利於兩系關

係發展。至於時間，以 2 個月或半年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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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國際交流接待所 

 
（五）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中心講座 
 
主題 新加坡天福宮的媽祖信仰發展

與文化網路建構 

時間：7 月 29 日(三) 

主持人 林德順老師 地點：馬來亞大學 

主講人 黃文車老師 與會者： 

內容   黃文車老師接受馬來亞大學林德順教授邀請至華人研究中心進行

專題講座，與該中心師生及當地雪隆海南天后宮委員們探討新加坡

天福宮的媽祖信仰發展與網路建構過程。座談會現場討論熱烈，會

後雪隆海南天后宮更向黃老師邀稿，希望將演講內容刊載於海南天

后宮會刊上，此講座活動亦屬此次馬來西亞學術交流的另一個實質

的成果。 

照片 

 

 

會後合影。黃文車（前排右三）、林德順（前排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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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中心專題講座通告(黃文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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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野調查記錄 

 

    本次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學術交流行程結束後，本校三位教師乃離開金寶至吉

隆坡，再搭乘當地火車前往巴生港，轉搭渡輪前往巴生港外的吉膽島進行田野調

查。吉膽島（PULAU KETAM）在馬來文中是「螃蟹島」之意，島上幾乎全是

華人，且以潮州人和福建人居多，而福建人又有許多是金門人。吉膽島分成五條

港村和吉膽村，本次田野調查範圍主要以吉膽村為主，乃在進行福建歌謠、潮州

歌謠的採集。 

吉膽島標誌 

 

吉膽島採錄（1）。受訪者：謝悅珍女士（中）。201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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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膽島採錄（2）。王雅玉女士(左)、沈玉鳳女士(中)。2015/8/1。 

 

 
吉膽島廟宇考察。20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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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加坡移地研究 

 
    結束馬來西亞學術交流與吉膽島田野調查工作後，黃文車和嚴立模兩位老師

分別前往新加坡進行個人海外移地研究。 

 
主題 學術合作討論 時間：8 月 12 日(三) 

參與者 黃文車老師、李志賢教授、容世

誠教授 

地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內容   黃文車老師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拜會李志賢教授、容世誠

教授，討論未來學術合作與交流事宜。 

照片 

 

國大中文系前與臺灣留學生合影 

 
主題 Special Invitation: Opening 

Reception of Spotlight on 
Singapore Cinemas 

時間：8 月 20 日(四) 

參與者 黃文車老師 地點：City Hall MRT Station 

Capitol Theatre 17 Stamford 

Road, Singapore 178907 

內容   黃文車老師前往新加坡 Capitol Theatre 參加新加坡國慶 50 活動

「新加坡本地電影」開幕。此次共參展 6 部新加坡本地電影，包括

福建電影「醉打金枝」、華語電影「獅子城」、馬來電影「Chuchu Datok 

Merah」等，此新馬影片觀察與資料收集乃黃老師近年執行的海外

研究工作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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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Spotlight on Singapore Cinemas 開幕海報布景 

 

 

醉打金枝電影海報（重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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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ation Letter for Mr. Huang, We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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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本次學術交流參訪主要是本校中文系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

系在雙校 MOU 基礎上進行的教師短期交流與學術研究。透過中華研究院黃文斌

副院長邀請，中文系黃惠菁、黃文車和嚴立模三位教師利用今年暑假到馬來西亞

進行學術交流工作，除了拉曼大學中文系的學術講座外，更與該校師生有不少互

動，並且更進一步針對未來兩系可進行之交流事項，提出雙方看法、意見。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提出的重點在於：1、兩系是否能夠合作進行「專

題計畫研究」。2、兩校能否規劃「暑期課程」，利用暑假交流完成該課程。3、

兩校能否規劃「異地教學」，由教師帶領學生至拉曼大學上課，由拉曼大學專業

教師協同教學。而屏東大學中文系則提出以下建議：1、邀請拉曼大學中文系教

師參與本校中文系或校外聯合之學術會議，例如「近現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或「語

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等，若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亦能加入，則

能擴大學術交流領域，亦能拉近彼此互動，有利長期合作。2、輪派教師至對方

學校，進行授課與研究，必有利於兩系關係發展。至於時間，以 2 個月或半年為

佳。關於這些建議，則將先於 104-1 學期中文系系務會議提出討論，再將系務會

議討論結果記錄上呈鈞長核示。 

    除了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之交流外，三位教師更前往怡保、檳城之教

師學校、福建會館進行講座，亦引起迴響。另外黃文車老師前往馬來亞大學華人

研究中心進行的專題講座、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進行的訪談，都有延伸進一步

學術合作與交流之可能。再者，三位教師亦利用時間前往金寶古廟、霧邊古城、

吉膽島等地進行語言與歌謠採集工作，並進一步整理以利後續之學術研究與論文

發表。 

    總結而論，本此的暑期短期學術交流，本校中文系三位教師前往馬來西亞、

新加坡進行學術訪問與田野調查工作，除了在學術專業上進行交流與研究外，更

探討雙方校系於既定的 MOU 基礎上進一步的實質合作與課程規劃，希望透過未

來的會議邀請、學術交流、異地教學或暑期課程等工作實踐後，能招徠更多馬來

西亞國際生至本校就讀，亦符合本校推動國際化與東南亞教學市場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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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40625 結案-中文系教師 104 年 7 月赴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參訪案(含簽核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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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致三位教師邀請函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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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与台湾屏东大学中文系交流工作坊 

附件三：拉曼大學中文系報導 

  （金宝讯）由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与台湾屏东大学（屏大）中文系联合举办的

交流工作坊于日前在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举行，获得了中文系本科与研究生的踊

跃参与。 

  工作坊正式开始前，主持人兼拉曼大学研究生课程主任陈明彪博士为与会者进

行主讲人简介。这项工作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由拉大中文系系主任杜忠

全、屏大中 国语文学系严立模博士及黄文车博士负责主讲以民间文学语言研究为

主题的讲座；第二个部分则由拉大中文系林良娥博士及屏大黄惠菁博士负责主讲

与古典文学相关的讲题。 

  首先登场的杜忠全主任与与会者分享了以“槟城闽南童谣研究”为题的讲

题，让学生们了解口传文学传承的重要性。他表示，随着当代方言文化的改变，

口传文学的传承有中断的危机。从十多年前就已开始从事槟城闽南童谣研究的

他，采集之路一开始并不容易，直到近来乡音采集渐渐受到重视，童谣的采集工

作也变得比以往容易。他说，童谣具备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化的价值，所以应当发

掘其中的珍贵之处并加以延续传承，避免让这个可贵的口传文化因而失传。 

  随后，黄文车博士主讲了以“何处是乡音？马来西亚马六甲吕秀鸾女士闽南歌

歌谣”为题的讲座。他也为与会者简介了民间歌谣题材的几个分类，如过番歌

谣、婚姻爱情、童谣谐趣、历史典故以及特殊的念谣，让大家了解到闽南民间歌

谣的多元性。他表示，民间歌谣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歌谣的前段部分可能描述

着悲惨的遭遇，但在结尾的部分还是会让人“听见”希望，体现了我们先辈在面

对艰辛的生活时仍秉持着乐观向上的积极生活态度。他更在会上唱起了阿牛的

《阿朱小调》，让在座的年轻学子对闽南歌谣有更具体的认识。 

  严立模博士则以“槟城福建话：《槟城佛学院经咒课诵》的标音”的讲题来和

与会者一同探讨槟城的福建话研究。他引用了《槟》里的标音来分析了当时槟城

福建话的特征，也带给学生们许多关于语言学研究的启发。身为语言学家的他从

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闽南语的分类，让学生们对方言的分类有更深入的了解。他

说，“在这个方言渐渐勢微的时代里，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方言文化应当尽力去

保存下来。” 

  第二个部分的古典文学环节中则由林良娥博士和黄惠菁博士负责主讲，讲题分

别为“论唐宋女作家的创作书写——以鱼玄机与张玉娘为考察中心”及“佛教

思想对苏轼贬谪心理的调适——以黄州为例。”两位主讲人以所研究人物的诗词

为例子，引领与会者一同去窥视鱼玄机、张玉娘及苏轼这几位古人隐藏在创作中

的种种情感、心态与创作缘由。 

  在问答环节中，主讲人和学生们交流甚欢，一同探讨了与主讲人所主讲的题目

相关的课题，进而促进学生们的研究思维，开拓学生的研究视野。 

  席间嘉宾包括中华研究院院长张晓威副教授、兩位副院长黄文斌副教授和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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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博士。 

  随后，拉大和屏大的中文系讲师再次携手到槟城福建会馆主讲“马来西亚闽南

文化专题讲座”，促进研究学者与当地民众的交流。 

 

新闻稿照片 

 

左起：陈明彪、杜忠全、莫德順、黄惠菁、林良娥、黄文车、严立模及林志敏。 

 
来自台湾屏东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的三位讲师（左起）黄文车、严立模和黄惠菁为

学生们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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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忠全的分享让学生们了解口传文学传承的重要性。 

 

(陳明彪案：以上屏東大學中文系和拉曼大學中文系的交流工作坊，乃在

2015/7/22(三)舉辦，並由陈雍宁小姐報導，陳小姐現任職於拉曼大學 Division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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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拉曼大學校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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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光明日報報導[童謠、福建話、歌謠‧3學者探討大馬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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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其他照片 

 
金寶古廟 

 
霧邊古城懷古樓：黃文車（左一）、林志敏（左二）、黃一農（中）、黃文斌、 

黃惠菁、嚴立模（右三至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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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學西湖（錫礦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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