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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並非透過常態行為與長期觀察，而是藉由衝擊與轉換 作為討論的主軸，試圖打破其規律性並找出選擇之建構，進而

從 各個不同的面向，深入化與豐富化Bourdieu於生存心態與場域的 概念範疇，因而試圖從東勢客家族群日常休閒生活經驗

，瞭解其 休閒生活的行為實踐與其風格的生成特質，進而體現於東勢地方 休閒文化的形成為討論基礎，並有別於過去量

化研究的角度處理 休閑的各個面向，希望能以此對客家族群休閒文化與休閒風格有 更細膩的詮釋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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