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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是全國最早成立的客家學院，向來秉持 

 

「客家本質」研究教學為目標，重視客家研究人才的養成，以及客家 

 

文化的保存與推廣。2013 年 8 月本院成立「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 
 

系」，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從基礎的客家語言文化和社會科 

 

學能力的訓練，到培養具備客家研究的專業能力，完整建立高等教育 

 

機構客家人才培育的一貫體系。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以「客家 

 

心．新客家」為發展目標，強調「用心」關懷客家事務，並運用創新 

 

視野呈現客家文化新面容，用「客家心」一同創造「新客家」，以厚 

 

植客家文化永續發展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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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學院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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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屆客家學術研究生研討會 

 

【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辦公室】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 學系、臺

灣客家研究學會 

一、會議日期：105 年 10 月 22 日(週六) 

二、會議地點：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大樓國際會議廳(32001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三、投稿方式： 

(一)文稿以未曾發表於其他會議或刊物者為限，來者請自行保留底稿。 

(二)稿件中涉及版權部分，請事先徵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本會不負版

權責任。 

(三)每篇論文字數以一萬至一萬五千字左右為宜。 

(四)撰寫方式：請參考附件檔案 

(五)截稿日期: 105 年 8 月 25 日(週四)下午五點前 

(六)審查公佈：如經審查通過者，預訂於 105 年 9 月 26 日(週一)前網路公告，並

專函通知投稿者，安排在大會中正式發表。 

以下為相關附件連結: 

第十六屆客家研究生研討會報名-資料表  

第十六屆客家學術研究生研討會 格式要求  

第十六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徵稿啟事 

 

 

 

  

http://hakka.ncu.edu.tw/hakkadepartment/wp-content/uploads/2016/04/%E7%AC%AC%E5%8D%81%E5%85%AD%E5%B1%86%E5%AE%A2%E5%AE%B6%E7%A0%94%E7%A9%B6%E7%94%9F%E7%A0%94%E8%A8%8E%E6%9C%83%E5%A0%B1%E5%90%8D-%E8%B3%87%E6%96%99%E8%A1%A8.doc
http://hakka.ncu.edu.tw/hakkadepartment/wp-content/uploads/2016/04/%E7%AC%AC%E5%8D%81%E5%85%AD%E5%B1%86%E5%AE%A2%E5%AE%B6%E5%AD%B8%E8%A1%93%E7%A0%94%E7%A9%B6%E7%94%9F%E7%A0%94%E8%A8%8E%E6%9C%83-%E6%A0%BC%E5%BC%8F%E8%A6%81%E6%B1%82.doc
http://hakka.ncu.edu.tw/hakkadepartment/wp-content/uploads/2016/04/%E7%AC%AC%E5%8D%81%E5%85%AD%E5%B1%86%E5%AE%A2%E5%AE%B6%E7%A0%94%E7%A9%B6%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8%A1%93%E8%AB%96%E6%96%87%E7%A0%94%E8%A8%8E%E6%9C%83%E5%BE%B5%E7%A8%BF%E5%95%9F%E4%BA%8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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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說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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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到客家 

 

【文／羅肇錦∕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榮譽教授】 

 

          三十五年，半隻人生。 

          這半隻人生： 

              前半係中原，後半係客家； 

              前半係雜誌，後半係週刊。 

          中原時代，唔使愁客家話介失落，殺忙說政府、膨中原， 

          客家時代，強強會聽唔到客家話，愛辦活動、愛行街頭， 

          這唔係風水輪流轉， 

          也唔係客人無才調， 

          這係麼介？係麼介--- 

          這係恩這代介人「前世無修」： 

            前世無修，故所愛一日到夜喊人講客話， 

            前世無修，故所愛週週刊出搶救介文章， 

            前世無修，故所愛搣到--阿公講國語，孫仔耳背背， 

            前世無修，故所愛搣到--學校教客話，屋下講官話， 

              前世無修喔，前世，無修，賴仔捉來做心舅， 

              前世無修喔，前世，無修，愛炒雞肉無麻油， 

          做麼介會前世無修？做麼介--- 

            大家知--電視，害人精。 

            你盡知--教育，無正常。 

            崖也知--社會，不民主。 

          還有盡死無命介係--客人自家罵唔會走醒。 

            歸日聽人鴨母喙，總愛有錢袋， 

            歸日驚人比崖卡會，唔知樣搬出菜， 

 

 

          三十五歲，半隻人生。 

          這半隻人生： 

              前半生戇戇兮，後半生逼逼跳； 

              前半生食蕃薯，後半生緊打屁。 

          還小時節，唔使愁政治社會文化，殺忙學寫字、讀課本， 

          半老時節，強強會尋無時間睡目，愛看電視、愛譴節目， 

          這唔係客家無節目， 

          也唔係客家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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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係麼介？係麼介--- 

          這係恩這代介人「前世無修」： 

            前世無修，故所無曉得殺力爭取時段， 

            前世無修，故所無知得大家團結合作， 

            前世無修，故所愛搣到--各立山頭，殺忙挖空頭， 

            前世無修，故所愛搣到--各扶各黨，眼中無客家， 

              前世無修喔，前世，無修，賴仔捉來做心舅， 

              前世無修喔，前世，無修，愛炒雞肉無麻油， 

          做麼介會前世無修？做麼介--- 

            因為-- 

                  長輩，無能力。 

                  政府，無誠意。 

                  資源，無分配。 

          還有盡死無命介係--客人自家講唔會分漿。 

            歸日學人河洛話，總愛有錢花， 

            歸日騰人北京語，唔肯講客話。 

 

 

羅肇錦教授聲檔－ 中原到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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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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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慶修院 

 

【文∕邱一帆∕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博士班】 

 

八十八尊藥師菩薩 

遷出一千兩百公里个相思 

無邊个苦海跈著移民開墾个政策 

對四國緊行緊兼 

落腳在這細細个海島 

單淨虔誠个信仰正做得 

牽轉思鄉个靈魂 

對吉安到吉野 

 

七腳川、知卡宣留下 

Pangcah．Amis 族漢字譯音个遺憾 

頭擺佢兜个祖先知得 

大砲長銃跌失忒 

佢兜撿樵生活个倚恃 

大砲長銃乜打出這 

四國吉野思鄉个所在 

 

 

附記：花蓮「吉安慶修院」，正名「吉野布教所」，1917 年日本人創建。 

 

 

邱一帆聲檔 － 花蓮慶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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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政策類型與治理網絡之建構：六星計畫的比較分析」之摘要心得 
 

【文∕林柏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碩二生】 

 

    該文主要探討隨著時代變遷，國家權力分化下，社區營造的政策執行模式從

「由上到下」的集權，演變成「由下到上」的分權模式。這段過程當中，權力行

使的主權轉向，同時也將「分工協力」的理念，以「網絡治理」的方式帶入政府

的運作模式，也進入社區營造的治理方針。雖如此之作為是社區總體營造治理模

式的理想層次，但是往往理想與實踐之間仍有落差。因此該文便是點出社區營造

政策的執行過程中，網絡治理所面臨的各項問題，更以政府於 2006 年推出的「台

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六大子題做為討論依據。文末，作者歸結出六星計畫政

策的網絡治理運作特質，包含行動主體的多樣性，及所需資源的差異性為執行方

針，並指出此模式運作下，政策排他性不足、政策整合目標不明確，以及政策不

延續等三項癥結點。如此，作者最終提出運用政策運作的特質為基底，以此建構

出「政府主導」、「政府與社區雙核心協力」、「三方協力，政府為輔」、「專業醫療

為主，輔導團隊與社區為輔，政府次之」及「社區為主，輔導團隊為輔，政府次

之」等五項不同網絡治理模式，以確保社區營造政策的落實。 

 

    該文逐層分析社區營造治理方針的轉變與模式，逐一鋪陳至問題的核心，從

社區營造的模式從集權轉向分權，最終轉向網絡治理的模式，更從中找出問題的

核心，架構出解決方案。從社造政策治理層面的發展過程當中，筆者不禁去思考，

作者強調政策應以對症下藥的方式確保落實，但以目前情況為例，如作者所提的

青年返鄉就業，至今雖然有部分的成功案例，不過就全球化時代的趨勢，仍居於

少數。若僅是單純看表面以政策如何落實為主要目標，卻忽略整個社會環境的變

遷，那麼混和式的網絡治理模式，是否也會淪為一種理想性的口號？ 

 

參考資料： 

江大樹、張力亞，2008。〈社區營造、政策類型與治理網絡之建構：六星計畫的

比較分析〉。《府際關係研究通訊》4：4-9。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257 期  2016/07/15 出刊／ 半月刊 

9 
 

大家庭討心臼 
 

【文∕吳鳳娥】 

 

    今日係舊曆二月十八，上屋石照嫂討滿心臼，前幾日輪三姐嫂上街扮貨很沒

閒，恭喜！恭喜石照嫂心臼討齊，義務完成心事了，承蒙大家來分我請，大人細

子共下來湊熱鬧，請坐！請坐毋愛客氣，盡量拿來用。 

 

    大心臼和滿心臼都係姓陳，大心臼外家有一大片个山撈田，食个毋用愁，但

就係住在山肚交通毋方便，這个滿心臼住在街路頭，家世中有上輩人有幾多个做

醫生个阿叔，佢个阿爸係最大，老弟老妹侄仔盡尊敬這个阿哥阿伯，好人家个細

妹子聽講教書做老師，家庭環境比石照嫂个更加好，石照嫂个孻仔乜係教書老師，

人才乜很好。倆人企著真登對嫌不得，後生人自己戀愛歡喜就好，我聽講嫁妝有

一輛腳踏車，日後上班做得騎，省得走路，實在很好命喔！乜有做衣服个裁縫車、

辦公用个事務桌，教書人用个到个大細項个東西乜不少，孻仔頭路好學問好討个

心臼總係毋共樣。 

 

    心臼入門三月新，石照嫂很公平，每个心臼都愛輪煮飯，頭前三个心臼很會

做農家事、採茶、撿柴、種菜、挑秧仔、曬穀、煮飯菜、洗衫褲、養豬撈雞鴨鵝、

做衫褲分細人穿，樣樣拿起都儘會。年年過節三姐嫂就像比賽樣，看係誰養个頭

生比較大又好食，做分細人个衫褲靚又合身，就像係希望家娘來講兩三句好聽个

言語。 

 

    教書心臼就難為了，嫁到這个大家庭，有大郎伯、姐嫂、小娘姑侄仔侄女，

佢看到就會驚，這種做人心臼要做个粗重事情，佢看到就會頭痛，公婆商量後想

得頭擺人講：「長兄如爺、長嫂如哀」，就這樣去尋大嫂來搓手，遠遠聽到滿叔叫

大嫂，什麼事情這麼緊張，「大嫂」我內人要上班教書，下隻月就愛開始輪到佢

煮飯，佢什麼都毋會，我倆公婆想請大嫂先幫忙一段時間，改天我會拜託人尋一

个細阿姐來代理，到時請大嫂慢慢教分我請來个人，我會墊一點點錢銀分汝好嗎？

這樣我公婆才毋會派勢過一不得。 

 

    好福氣！好福氣！年頭二月討心臼、年尾生个細孻仔，石照嫂實在儘好命，

孫仔有一打，孫女有兩巴掌，子孫滿屋堂，庄頭水尾傳佳話，承蒙大家个好金言。 

 

    有緣才會結姐嫂，老古人言講：「樹大分支，子大就愛分家。」這係古今中

外永遠毋變个道理。民國五十年个天穿日，舊曆正月二十日，石照嫂招集孻仔心

臼廳下坐，乜招來宗親長者，還有里長伯、隔壁鄰舍、親朋好友，乜請年舅公舅

來做公道人員。石照嫂講：「頭前三兄弟只有讀到小學畢業，原田分做三份，屋

乜分三份，土地就愛分做四分，滿子分一塊地，因為你有讀到師範學校做先生，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257 期  2016/07/15 出刊／ 半月刊 

10 
 

有比較穩定个收入，你三个阿哥愛看天討食，其他个盆頭鑊仔、碗筷我分好了，

每房拿一份。」 

 

    正月二十一，姐嫂就改口講大嫂這个雞籠「借」我裝雞仔，二嫂這个水桶

先「借」我挑幾桶水到菜園淋菜，三嫂菜籃「借」我愛去田項剝禾筍。實在很

有趣，昨日大家共下用个東西，今日就變成用「借」，姐嫂約好上街買兜新个家

庭用品，從今就愛各自成立小家庭了！ 

（本文以海陸腔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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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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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圖書資料中心推廣系列活動，「客庄影像紀錄歷程分享」講座 

 

【文╱轉載自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 

 

  講題：客庄影像紀錄歷程分享 

主講人：彭啟原導演 

時間：7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展館二樓簡報室 

報名方式：現場自由參加報名，公教人員全程參與者，將核發 2 小時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數。 

 

彭導演民國 42 年出生於桃園楊梅，現為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歷來熱心參與客

家事務， 

為台灣客家影像紀錄先驅、資深紀錄片導演。 

作品列表： 

1.「客家風情畫」 

2.「客家風土志」 

3.「客家庄」 

4.「小客庄的故事(產業篇)」 

5. 新聞局「臺灣客家」國際宣傳紀錄片 

6.「客家行腳」 

 

 

 (20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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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藝於藍－三峽染特展 

 

【文╱轉載自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展覽名稱：客藝於藍－三峽染特展 

展期：105.7.22 ~105.8.31 

展覽地點：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巧之藝廊（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 

「藍染」是臺灣早期民間工藝代表之一，三峽曾因盛產藍染原料植物「大菁」，

加上清澈的溪水及便利的河運，造就輝煌一時的三峽染布街。三峽的藍布因品質

佳具有光澤，銷售全臺各地，如新竹、美濃等客家庄。客家先民的藍衫，即為藍

染文化的展現，從製作方式、顏色、款式到布料的選用，皆隱含客家人內斂、質

樸、節儉和勤勞的本性。 

 

 (201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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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就是你! 2016 青少年客語創作專輯歌手海選，歡迎報名! 

 

【文╱轉載自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局】 

 

  105 年的青少年客語創作專輯目前已從歌詞徵選、音樂人譜曲進入到錄音階段，

這次我們需要青春與熱情的聲音，因此將公開徵選青少年錄音歌手，入選的同學

將一同參與 8 月的錄音及 11 月的發表，歡迎有歌唱才華的青少年朋友們踴躍報

名。 

 

一、活動辦法： 

(一)報名自即日起至 105 年 7 月 11 日中午 12 時止，一律線上報名 

( https://goo.gl/uKWH8s )。 

(二)報名者現場清唱本會發行的《x+y 係幾多》青少年客語創作專輯中「寄分童

年」或「記得」歌曲，女生清唱「寄分童年」，而男生清唱「記得」，歌曲可至田

園音樂節網站( http://www.rurallife.tw/ )下載。 

(三)由專輯製作人林生祥評分，選出 8 位錄音歌手(4 男 4 女)，2 位備選。 

 

二、海選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5 年 7 月 13 日(三)下午 13 時 30 分。 

(二)地點：美濃文創中心 4 樓多功能教室(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 59 號)。 

 

三、專輯錄音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5 年 8 月 3 日(三)～4 日(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二)地點：美濃湖美茵民宿(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 706 巷 20 號)。 

 

相關活動聯絡電話：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07-3165666*36 李小姐 

山下民謠有限公司 07-6819900 李先生 

 

相關聯結：田園音樂節 

附加檔案： 

        1. 報名簡章 (ODT)  

        2. 報名簡章 (PDF) 

 

 (2016-07-06) 

 

 

  

http://www.rurallife.tw/
http://chakcg.kcg.gov.tw/download/201607061437471.odt#_blank
http://chakcg.kcg.gov.tw/download/201607061437472.pdf#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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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夏林路「客家學堂」下學期招生 

 

【文╱轉載自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一、宗旨：為傳承客家語言文化，推廣客家民俗藝術，透過開辦相關研習課程，

吸引年輕世代及社會大眾瞭解體驗客家文化，啟發臺南市民學習客語及認識客家

文化的興趣，協助增進客語聽說讀寫能力或通過客語能力檢定考試。 

二、招生對象：對客家文化有興趣之民眾均可報名，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三、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四、上課時間：詳課程表 

五、上課地點：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臺南市南區夏林路 4 路） 

六、招生方式： 

（一）招生人數：每班 60 人 

（二）課程費用：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每堂課材料費將於第一堂開課收取，學

員亦可自行準備工 

具、材料，材料費多退少補。 

七、報名方式： 

（一）請填妥個人報名表後，採以下方式擇一辦理： 

1、現場報名：每堂課開課前三天至客家文化會館繳交報名表。 

2、網路報名：請至線上報名系統報名(https://goo.gl/iIi7Kt) 

（二）報名相關資訊及疑義詢問： 

1、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科(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聯絡電話:06-2991111 轉 8221 葉先生 傳真：06-2990185 

電子信箱:AG4091@mail.tainan.gov.tw 

2、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臺南市南區夏林路 4 號） 

報名時間:9:00~12:00；13:30~17:00（每週一休館） 

聯絡電話:06-2221181 羅小姐 傳真：06-2221181 

3、相關資料請查詢市府民族事務委員會(http://www.tainan.gov.tw/nation/) 

首頁最新消息（提供報名表下載）/相關問題請至民委會 FB 留言。 

八、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課程課程(臺南市南區夏林路 4 號) 

A.客家語言課程 

A-1 客語認證研習班 7/16-9/10(六)09:00-12:00 一樓北側教室，鄧秀鳳老師 

A-2 歌謠薪傳 9/3、9/4、9/11、9/24、9/25、10/16(六) (日) 08:30-16:00 二樓教室，

聘請專業講師 

A-3 文學薪傳 10/29、10/30、11/5、11/6、11/12、11/13(六) (日)08:30-16:00 一樓南

側教室，聘請專業講師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iIi7Kt&h=UAQFFD8B7AQF9OKp7BOJmH3cB4DojN-aeDmNGWUzmPqFY0w&enc=AZNpMwtpemXWcdrqrIaFuYdjLFl2BShTk3wAgzptiNG7enKElY3r8r_wdK0N_AjgE9g7pUr-cpfwqw5OFjCcZIPwBzNboU2p-iXaQRG6u9v5BpOq8z0VzAz49bbSJLCTpNOUK8TTRzz_gO7-bgzLmJtycCsFOOxheFtj0zpbi72fGAa-OlvZRxGRecHMUyyodSy1NC_CteRjZu9GsEIV00u5&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tainan.gov.tw%2Fnation%2F&h=HAQHd7wpjAQFlLd1dtvxDHe1AfFghACIg0FPN9aXn252RPA&enc=AZP89EagbTmZt26TYZ51YoxqBx88TfE8YbGgTtk5bUV1Pqy6m_xH43tzJf1n0MKIUws4rbUmfIz5ZmFnbDg1ytiFGSyVoyebtr0e_CeoKNipeBSRSIMbI9fWI2yePHG9xX5uqAfnz2IcxdyVsVdClZMr3YZ79mNTf4g7TmNgMSVNkmk0PgD8tFXkkwL-PgIX2-E9raVJnAgc9-2CuD2V70c4&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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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具公務人員身分者通過客語

初級認證，嘉獎一次；客語中級認證，嘉獎二次、客語中高級認證，記功一次。

通過客語認證者於機關內部職務陞遷時，機關得酌予加分，通過客語認證初級者

加二分、中級者加三分、中高級者加四分。 

※依據客家委員會獎勵客語績優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國民小學以上學生，但不

含在職專班生： 

（一）通過初級認證考試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一千元整。 

（二）通過中級認證考試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五千元整。 

（三）通過中高級認證考試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一萬元整。 

  同一核發對象，不得重複領取同一級別獎學金。 

B.客家手藝系列課程 

B-1 客家植物染研習班 8/6(六)13:00-17:00 一樓北側教室，許玓維老師(材料費：

1,200 元) 

B-2 客家油畫研習班 8/9-10/25(二)09:30-11:30 一樓北側教室，林享郎老師 

B-3 書法研習班 8/3-10/19(三)14:00-16:00 一樓北側教室，林貴永老師 

B-4 客家國畫研習班 8/10-10/26(四)14:00-16:00 一樓南側教室，邱廣香老師 

B-5客家花布研習班 8/6-10/8(六)09:00-12:00 一樓北側教室，吳秀蘭老師(材料費：

500 元) 

B-6 客家纏花藝術研習班 8/6-10/22(六)14:00-16:00 一樓南側教室，廖劉淑琴老師

(材料費：400 元) 

B-7 客家花燈研習班 8/21、9/4、9/18、9/25(日)9:00-16:30 一樓北側教室，黃敏芳

老師(材料費：700 元) 

B-8客家醬菜果乾醃製研習班 11/12、11/13(六)(日)09:00-16:30 四樓教室，傅明秀、

張煥英老師(材料費：300 元) 

C.客家樂舞系列 

C-1 客家歌謠研習班 8/9-10/25(二)19:00-21:00 一樓北側教室，謝佩芬老師 

C-2 客家樂舞研習班 8/10-9/14(三)8:30-12:30 一樓南側教室，黃郁棻、曾政順、林

宏峯老師 

C-3 客家傳統樂器研習班 9/21-10/26(三)8:30-12:30 三樓教室，張勝義、林宏峯、

江照平老師 

C-4 客家說唱藝術研習班 8/27-10/15(六)13:30-16:30 一樓北側教室，鄧秀鳳老師 

C-5 歌謠研習班 9/17-10/29(六)09:00-12:00 一樓北側教室，鄧秀鳳老師 

 

備註： 

1.報名人數不足 10 人時，主辦單位得保留開課與否之權利。 

2.如遇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災，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是否上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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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請學員自行上網查詢將不 

另行通知，報名後或開課前一週，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如期開課，主辦單位得通知

延期開課；上課期間老師因故 

無法上課時，得事前告知學員順延補課。 

3.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上課次數達三分之二以上者得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4.課程內容與招生資訊若有異動，本會將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 

相關檔案： 

招生簡章 

招生簡章 

 

 

 (2016-06-29)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warehouse/%7B11D9A7CA-A7AF-45F6-AEDC-9AB4C0382DE7%7D/201602(%E5%A4%8F%E6%9E%97).doc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warehouse/%7B11D9A7CA-A7AF-45F6-AEDC-9AB4C0382DE7%7D/201602(%E5%A4%8F%E6%9E%97).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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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客庄-2016 假日藝文系列活動~歡迎有閒來寮！！ 

 

             【文╱轉載自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於 7-8 月份的暑假期間，以好客的心情，規劃了一系列的「漫

步客庄」活動，邀請專業表演團隊、客語生活學校及客家藝文社團等，以多元化

的演出方式，將客家藝術文化呈現在您的面前，希望帶給闔家大小一個幸福溫馨

的藝文饗宴! 別忘了~星期天的假日午後來一趟漫步客庄之旅，將是您暑假期間

最佳的選擇! 

 

網址： http://thcdc.hakka.gov.tw/wSite/ct?xItem=9292&ctNode=518&mp=1 

 

(2016-07-06) 

 

http://thcdc.hakka.gov.tw/wSite/ct?xItem=9292&ctNode=51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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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園區「哈客童謠恁生趣」開跑囉~ 

 

【文╱轉載自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 

 

苗栗園區「哈客童謠恁生趣」開跑囉~透過歡樂的童謠歌唱學習客語，活動內容

包含說故事、學俚語、逗童謠、唱歌謠，非常活潑有趣，讓兒童在歡樂中學習，

渡過一個精采有意義的暑假!! 

 

地點與時間: 

1.地點：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園區圖書資料中心。 

(苗栗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南路 6 號) 

2.日期：105 年 7/10、7/24、8/7、8/21 

3.時間：14:00~16:00。 

 

招收對象資格及名額: 

本活動對象為 12 歲以下孩童，每場次限額 30 名。(家長可陪同) 

報名網址: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哈客童謠恁生趣-(7/10)客家逗童謠/唱歌謠 

http://0rz.tw/wQ2v8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哈客童謠恁生趣-(7/24)客家俚語、揣令仔 

http://0rz.tw/y1gpJ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哈客童謠恁生趣-(8/7)客家說故事 

http://0rz.tw/1IIwD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哈客童謠恁生趣-(8/21)客家逗童謠/唱歌謠 

http://0rz.tw/GJt1W 

 

(2016-07-05) 

 

http://0rz.tw/wQ2v8
http://0rz.tw/y1gpJ
http://0rz.tw/1IIwD
http://0rz.tw/GJt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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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嘴鼓 
(客家新聞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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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李主委訪臺東鹿野關山 推動花東客家文化成在地亮點 

 

【文╱轉載自客家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今(3)日在立法委員劉櫂豪的陪同下，前往臺東縣鹿野

鄉及關山鎮訪視客家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成果，並與鄉親面對面交換意見。李主

委表示，客委會在推動相關政策時，絕對不會忽略各地的獨特需求，也會全力推

動臺九線沿線客庄地區的發展，讓花蓮、臺東地區的客家文化能成為臺灣東部重

要的在地文化亮點之一。 

 

李主委訪視行程首先來到位於鹿野鄉大原地區的「大原花布燈籠生活文化館」，

在聽取鄉長李國強對當地推廣客家藝文及產業簡介後，隨即與鄉親們進行座談，

以瞭解當地客庄在推廣客家語言文化上的需求與遭遇問題。 

 

由於鹿野鄉有許多客家鄉親，大家紛紛對客家語言的保存提出看法。李主委表示，

各地推廣客家文化的首要之務是傳習客語，因為語言一旦消失了，一個族群的文

化也將不復存在。因此，客委會將積極協調各地方政府，讓包括客語在內的母語

認證成績，納入 12 年國教的超額比序中，以增加學習母語的實益性；同時，客

委會也將投入更多資源在營造良好的客語學習環境上，讓後生能真正在生活中接

觸並使用客語；此外，未來客委會也將研議將通過客語認證的人數比例，納入各

地申請補助的評比之中。 

 

李主委強調，這些措施都是希望透過家庭、學校與社區的連結，來打造客語學習

的鐵三角及客語學習的語言潮，如此才能彌補客語使用的世代斷層，讓客語永續

傳承。 

 

離開鹿野鄉後，李主委等人隨即前往關山鎮農會「米國學校」，並在鎮長戴文達

的導覽下，參觀農會各項圍繞「米」主題所打造的軟硬體設施，同時與在地鄉親

座談，瞭解關山鎮在推動客家文化上的問題與需求。 

 

李主委指出，蔡總統所提出的三大客家政見分別是「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水

水六堆」及「花東縱谷慢活廊帶」，因此客委會在推動相關政策時，絕對不會忽

略各地的獨特需求，也會全力推動臺九線沿線客庄地區的發展，讓花蓮、臺東地

區的客家文化能成為臺灣東部重要的在地文化亮點之一。 

 

而針對在地鄉親詢問有關補助地方公共建設的情形，李主委表示，各地在進行客

家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時，務必要將對的經費與資源，用在對的地方，以極大化

效益。李主委特別以高雄駁二特區的活化經驗說明，鼓勵大家善用現有館舍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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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客委會也一定會從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及產業的角度予以協助，並作為各

地客庄與行政院各部會間的溝通平台，讓中央與地方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才能

讓客家文化展現蓬勃生氣。(2016-07-05)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257 期  2016/07/15 出刊／ 半月刊 

25 
 

李主委訪臺東客家學堂 打造東部客家藝文亮點 

 

【文╱轉載自客家委員會】 

 

為協助臺東地區持續深耕客家文化，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繼昨(3)日訪視臺

東縣鹿野鄉及關山鎮，今(4)日則深入臺東市市區訪視「臺東客家學堂」修繕計畫。

李主委期許中央地方攜手合作，共同打造東部客家藝文新亮點。 

為了解「臺東客家學堂」的現址狀況與規劃情形，李主委上午在立法委員劉櫂豪、

臺東市長張國洲、臺東縣議會議長饒慶鈴、臺東縣議員洪宗楷與林參天，及多位

當地客家鄉親的陪同下，前往預定修繕之建築物現址，聽取臺東縣文化處處長鍾

青柏的簡報。 

 

李主委在聽取簡報後，除感謝劉櫂豪委員、臺東縣政府及臺東市政府對推廣及保

存臺東客家文化的熱忱與用心，也表達將全力支持臺東地區持續深耕客家文化。

他指出，「臺東客家學堂」修繕計畫除了能延續舊建築的價值，還能透過設施活

化與人文連結的方式，賦予它新的意義，進而成為東部客家藝文的亮點，同時也

讓臺東市、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等客庄居民，多一個展演、教學、聯絡的空

間，進一步地串連起客庄經濟發展，所以他特別期許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共同

打造東部客家藝文新亮點。 

 

劉委員則特別感謝李主委以 2 天的時間深入臺東各地，親自聽取臺東地區客家鄉

親的心聲與意見，也表示將成為中央地方合作的平台，為臺東地區客家文化深耕

持續努力。 

 

由於臺東市的客家人口數約有 1 萬 3 千多，是縣內客家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但

長年缺乏適當的場所與館舍，用以推廣客家文化及辦理各項聚會及展演活動，因

此臺東縣政府特別於104年向客委會申請「臺東客家學堂修繕計畫設計規劃案」，

預計將臺東市民權里(寶桑路)轄內 17 座日式宿舍建築群中的其中一棟，修繕並活

化使用為多功能的客家文創、研習及聚會的空間。李主委在訪視後，對於「臺東

客家學堂」預定修繕之建物所散發出來的歷史氛圍與文化底蘊表達高度讚賞，也

仔細地詢問有關景觀保存、工程施作及維護運作等細節。 

 

客委會表示，臺東市寶桑路是清同治年間，漢人移民開發形成的第一條街廓，舊

名寶桑庄、草厝街，1930 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即規畫為日本高級官員宿舍區，因

而有現在日式舊建築聚落群。台灣光復後，日式舊建築聚落群成了台東高中、台

東女中、部分國軍軍官宿舍，已故阿美族音樂家李泰祥也曾住過。目前臺東客家

學堂將區分為行政、展演與教育三個空間，未來除了扮演臺東地區推動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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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據點，也將與周邊日式舊建築群，形成一個多元族群的文化聚落。

(201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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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手工藺草帽 透氣通風夏季熱銷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楊以諾 苗栗苑裡】 

 

天氣炎熱，許多民眾都會祭出各種消暑聖品，苗栗縣苑裡鎮的手工編製藺草帽，

造型種類眾多，又帶有淡淡香味，戴起來又涼快，因此苑裡藺草帽，每到夏季都

十分搶手。各式各樣的草帽，有波浪帽，還有像動漫人物的魯夫草帽，每頂帽子

都是採用苑裡藺草，手工編織而成，淡淡的藺草香味，加上透氣通風的舒適感，

讓民眾都愛不釋手。 

 

民眾：「很涼很舒服，對，會散熱，因為我們平常買帽子，就跟這個不一樣。」 

台灣藺草學會商研中心經理 王佳渝：「旺季的話就是 6、700 頂，淡季就可能只

剩 1 成。」 

 

純手工編織的藺草帽，採用苑裡特有的，三角藺草編織成，不但材質天然環保，

還可利用日曬，還原藺草清香。 

 

台灣藺草學會商研中心經理 王佳渝：「因為你戴一段時間，假如發現它沒有香

味，那你就可以利用濕布擦，再拿去太陽底下晒，之後藺草的香味又回來了。」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藺草，「藺草學會」也開發多樣藺編草帽，融入現代時尚美學，

讓傳統工藝也能跟上現代化。(201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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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人才回美濃 客委會最高補助 50 萬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曾宏智  高雄美濃】 

 

為了鼓勵各領域優秀文創人才，回流美濃，高雄市客委會辦理「客家文創人才留

美培力實施計畫」，以美濃文創中心周邊為範圍，甄選文創人才，為期 1 年的駐

地營運，並提供最高 50 萬元的營運補助金。 

 

掀開花布，美濃永安老街上第一間，透過文創人才培力的實體店面正式開幕，以

美濃米、野蓮、橙蜜香番茄果乾為食材的應用，讓這間麵包店獲得評審青睞，也

得到一年 50 萬元的營運補助金。 

 

麵包店業者 蔡妙青：「那我們既然在農村落地生根，我們勢必要跟小農做結合，

除了我們使用食材，在天然作物的部分，我們也提供各式各樣的櫃位，給其他小

農，或者是媽媽她們的手做產品，都可以放在我們店做販售。」 

 

有 200 多年歷史的美濃永安老街，保存許多百年伙房和日治時期的公共建築，高

雄市客委會表示，期望透過文創人才及特色商店的進駐，帶動老街活化。 

 

高市客委會主委 古秀妃：「開店的內容我們完全沒有限制，你要開餐飲也好，

是一個工作室也可以，還是說你要教人畫漫畫等等的都可以，主要是把店打開來，

要和人互動。」 

 

有特色店家的進駐，就能吸引更多人走入老街，欣賞美濃開庄 200 多年的文化內

涵，高雄市客委會表示，這個營運補助金，並沒有限制以美濃人為主，也歡迎更

多人文創意，一起在永安老街發展。(201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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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客家夏令營 認識台灣二次移民史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張國興 花蓮鳳林】 

 

花蓮縣客家事務處，在暑假期間為國小學童舉辦了客家夏令營，安排語言、歌謠，

和客庄參訪等課程，希望藉由活動，讓孩子們了解客家文化，以及島內二次移民

的歷史。 

 

孩子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生活客語的對話，雖然講起來還是有點生疏，但無

形中，已經讓小朋友慢慢習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 

 

看著自己做的植物染圖案，正在用染料蒸煮，完成上色後，小朋友滿心期待地打

開染布，看到布上，呈現出自己設計的圖案，大家都感到很高興 

 

學童 黎鎮緯：「這個是豆腐圖案，(為什麼會綁豆腐圖案)，因為那個比較簡單。」 

學童 劉采妮：「花跟蜘蛛網，(滿意妳的作品嗎?)滿意。」 

 

鳳林鎮文史工作室理事長 劉青松：「 (二次移民)100 年之前，幾乎都是坐船來的，

坐船在那裡登陸知道嗎，在北濱國小的旁邊，南濱公園有去過嗎?」 

 

課程也安排到鳳林鎮客家文物館參訪，要讓孩子們了解客家人在島內二次移民的

歷史，客家事務處希望透過，這次為期 5 天的課程，讓小朋友能更加了解客家，

親近客家。(201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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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設計營 開拓六堆產業新視野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潘成旺 屏東】 

 

屏東縣政府主辦的第 5 屆六堆設計營，吸引 22 名青年學子參與，學員們在屏東

縣客家文物館，以「體驗六堆」的形式，為 11 家合作廠商，展開「工藝創新」、

「CIS 企業識別系統」，以及「衍生性商品」進行設計，開拓六堆產業創新視野。 

如果可以強調自家的話，也許可以是，溫家過貓沙拉。 

 

六堆設計營的營長黃世輝，和學員一起討論設計方向，要為六堆的傳統工藝，與

地方產業特色，設計企業識別系統，以及衍生性商品。 

 

設計學員 陳慧靖：「背包肩帶的地方，放置手機的地方，就是做放置手機的地

方，我在想說能不能用這種東西，去延伸說，客家文物館裡面的東西，去做聯想。」 

 

高中二年級的徐靖，選定了高樹鄉的藍染，作為包裝設計的元素，為產品做新的

包裝。 

 

設計學員 徐靖：「幫他們做包裝，然後成品，因為他們要做防蚊液，所以會為

他們做外包裝。」 

 

製作有客家特色的手機袋，用來作客家文物館的識別，讓隨身用品變成廣告看板，

用藍染布讓防蚊液，有客家元素的新面貌，青年們創新的設計理念，受到廠商的

青睞。 

 

六堆設計營營長 黃世輝：「如果他設計的是比較是 LOGO，平面的東西的話，

那麼因為他的製作成本，會比較低，那對廠商來講，比較容易採用。」 

 

學員設計的作品，將從業界角度與思維，評選出客家精神獎、最佳實踐獎、最佳

設計獎，及評審團特別獎等獎項，自 7 月 7 日起，將在西勢客家文物館展示。

(2016-07-06)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257 期  2016/07/15 出刊／ 半月刊 

31 
 

苗栗高中文學營 培養賞析.創作能力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楊以諾 苗栗】 

 

苗栗高中舉辦暑期文學營，以現代詩為研習主軸，並邀請國內知名詩人、作家，

進行專題講座，藉由作者親自導讀，要培養學員賞析與創作的能力。 

 

客家新秀歌手陳孟蕎，與苗中校友邱湘晴，將渡也的詩「我將壺中的水倒入湖中」，

融入歌曲之中，讓人聆聽起來，別有一番韻味。 

 

苗中畢業生 邱湘晴：「我是頭屋人，所以第一次看到渡也老師，我將壺中的水

倒入湖中，這首詩的時候，就覺得把頭屋鄉放進詩裡，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所

以我就決定把這首詩譜成曲，然後今天要唱給大家聽。」 

 

苗栗高中利用暑假舉辦文學營，請來國內知名詩人、作家，及縣內客家詩人，要

與學員交流作品，希望未來能培養更多藝文創作的人才。 

 

苗中駐校作家 李喬：「閱讀完了要沉思，閱讀與沉思間要觀察，觀察完了你要

好好生活，生活要好好的生活，每個人一樣過 24 個小時，你每一天非常虔誠，

認真的去生活，把握每一件事情，然後最後寫下去。」 

 

詩人 陳啟佑(渡也)：「早年如果有像這樣的團隊，有機會讓我有表現，那我就

有機會申請中文系，讀中文系，我大學先念物理系，所以各位何其有幸，要珍惜，

要謝謝苗栗高中，辦這樣好的一個活動。」 

 

這屆的苗栗文學營，共吸引了 6 縣市 23 所學校，近百位師生參加，一連 4 天的

活動，除了有專題講座外，也安排學員進行創作，希望透過彼此的交流，深化苗

栗文學的發展。(201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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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認養計畫」掛牌 打響三灣梨品牌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鍾志明 苗栗】 

 

為了協助苗栗三灣梨產業轉型，青年農民許智雄發起「三灣梨果樹認養計畫」，

獲得在地農民認同及農會輔導，苗栗縣政府特別舉行掛牌儀式，宣布開放認養的

梨樹，都取得吉園圃標章以及 QR-code 二維條碼追溯認證，希望打響三灣梨產地

品牌，讓高接梨產業能夠永續。 

 

一顆顆金黃飽滿的水梨，看起來很誘人，而今年已有 20 幾位梨樹認養者，把這

些收穫全部帶回家，三灣青年梨農許智雄今年開始推動梨樹認養計畫，雖然消費

者因為不熟悉，沒能創造出亮眼的認養人數，但今年認養的果樹已經達百棵，萬

事起頭難，苗栗縣政府也協助進行果樹掛牌，希望帶動認養風潮。 

 

苗栗縣農業處副處長 陳樹義：「那我想縣政府是非常支持的，透過這個如果認

養數好的話，再擴散到各個地方去，那我想在整個消費者，跟我們的梨農，他能

夠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出來。」 

 

由於目前三灣梨農逐漸老化，許多梨園都面臨下一代，不願意接棒的窘境，發起

果樹認養的青年農民，許智雄強調這項認養計畫，除了能保障農友們，獲得更好

的收益，另一方面，也間接刺激年輕人回鄉，活絡農業生產力。 

 

三灣梨樹認養計畫發起人 許智雄：「藉由這樣子的計畫，我們能夠把我們的成

本，控制下來，然後把我們的利潤空間，拉出來以後，那對於青年回鄉來務農，

來接高接梨的產業的話，會有更大的誘因。」 

 

三灣鄉農會總幹事 賴元鳳：「這個計畫，對我們三灣梨未來的促銷，是非常大

的幫助，因為整個樹的認養，比零星賣時間上(效益)差很多。」 

 

三灣梨果樹認養計畫，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農民之間的信任夥伴關係，更喊出「種

梨種福田 認養結善緣」口號，希望結合小農與消費者的力量，守護家人食安與

農業未來發展，而今年三灣已經有民眾認同果樹認養，苗栗縣政府也將積極輔導，

希望將梨樹認養風氣，擴張到大湖、卓蘭等其它梨鄉，吸引更多苗栗青年返鄉投

入農業。(20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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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推「客語通行場所」 獲 30 商家響應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陳沿佐 鍾淑惠 新北市】 

 

新北市的客家人口約有 55 萬人，是全台第二多的縣市，但民眾在日常生活中，

卻少有使用客語的機會，有一位年輕設計師李元福，2011 年底開始推動「客語

通行場所」的概念，目前已經獲得 30 多間商家的支持，希望藉此讓客家話，能

有更多機會在都會區繼續流通。 

 

住在新北市的鄉親，假如在逛街的時候，看到商店的門口，貼著這張貼紙，就可

以進來跟老闆用客家話聊天喔。 

 

走進這間位於林口的家飾店，只見老闆娘親切的和朋友閒話家常，就連用專業術

語介紹產品，全程講客家話也沒問題。 

 

老闆娘黃楚蓁表示，自從加入客語通行場所後，生意雖然沒有增加太多，但這間

小店卻意外成了，附近客家鄉親，交流情感的重要場所。 

 

家飾店老闆娘 黃楚蓁：「要是有客家商店，我們當然會跟客家鄉親，有進一步

的認識，因為我跟我們客家人的客人，講客家話，那個親切感比較親切，他也覺

得說人不親土親，我們同樣是客家人。」 

 

年輕設計師李元福，5 年前在新北市自主發起客語通行場所的概念，希望讓隱身

在都市的客家鄉親，也能聽見久違的母語，經過他的奮力奔走，目前已經獲得

30 多間商家支持，民眾甚至還可以知道，能到哪裡參加客語教會，在生活中自

然接觸客語。 

 

客語通行場所發起者 李元福：「是覺得我們可以把這樣的方式，推廣出去讓更

多的客家人，可以在都市裡面，在台北還是在新北市，客家人比較少的地方，可

以說客家話。」 

 

儘管藉此民眾在新北市，能夠自在使用客家話的場所，已經增加了不少，但參與

商家仍感嘆，目前大多只能引起年齡層較高的民眾迴響，發起者李元福表示，未

來還希望開發手機 APP，讓民眾無論走到哪，都能找到機會親近客語。(20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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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美濃藝傳師計畫」 邀人間國寶演出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曾宏智 高雄美濃】 

 

高雄市的美濃客家八音團，今年被文化部列為人間國寶之一，高雄市客委會舉辦

的「美濃藝傳師計畫」，也邀請八音老樂師在美濃客家文物館現場表演，讓民眾

有機會欣賞國寶團體的演出。 

 

嗩吶聲一起，讓人彷彿想起，從前農村熱鬧的場景，這種 4 人為 1 組的表演型式，

是客家八音最大特色，過去只要在婚喪喜慶場合，都看得到他們的表演。 

 

現場觀眾 李奎妹：「他好像有幫我討媳婦，會想到我以前嫁人的時候。」 

 

鍾雲輝八音團團長 鍾雲輝：「我們客家八音，很重要的是娶媳婦，要向神明還

願，要滿年福、祭祀土地公、祭祀祖先會用到八音。」 

 

因為時代變遷，請八音團到現場演奏的機會，愈來愈少，這項傳統技藝也漸趨沒

落，為了讓珍貴的文化資產有機會展現，高雄市客委會啟動「美濃藝傳師計畫」，

讓民眾能面對面，欣賞美濃國寶的精彩演出。 

 

高雄市客委會主委 古秀妃：「這就是耳濡目染，一個人看到、聽到、聞到、吃

到，是五官最重要的接觸，所以我們要讓大家聽到的是客家音樂。」 

 

高市客委會表示，從 7 月到 9 月，將會有「鍾雲輝客家八音團」、「溫福仁客家八

音團」和「林作長客家八音團」，接力演出，8 月 27 日當天，還會有 3 大八音團

的拚場演出，希望無論老少，都有再接觸客家悠揚樂音的機會。(20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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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補助 1668 萬 修建台東客家學堂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陳君明 台東】 

 

日治昭和年代至今的，台東市民權里日式宿舍建築群，繼日前獲得文化部承諾補

助 1 億 8 千萬元整修後，4 日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及立委劉櫂豪到場會勘，更同意

再全額補助 1668 萬元，將其中一棟日式建築，修建為台東市客家團體集會及學

習推廣客家文化課程的場域。 

 

台東市民權里日式建築宿舍群，即便在 2007 年被公告為歷史建築，但礙於整修

經費龐大，只能被長年閒置荒廢，許多建築體破爛不堪，民權里及客家社團便爭

取，其中一棟修繕為客家學堂，作為客家鄉親聚會之用。 

 

民權里民 余英雄：「以前是宿舍，沒人住就沒人管理，就亂七八糟，被撬壞了。」 

 

台東縣桃竹苗同鄉會理事長 劉昌榮：「池上有(客家)文化園區，實在是離台東

比較遠，不方便，所以台東變成有那麼多(客家)人，沒有聚會的場地。」 

 

到場會勘的客委會主委 李永得，也現場承諾全額補助 1668 萬元，並希望台東縣

政府能盡速搶救修繕，並同步擬定後續維護營運計畫。 

 

客委會主委 李永得：「傳統舊的宿舍整理起來，這樣的方式最好，新建一個不

一定比較好，這個有歷史有文化有傳統。」 

 

而負責修繕計畫的台東縣文化處也強調，客家學堂修繕計畫，雖然客委會才剛允

諾經費的補助，但有信心明年中就可以完工，除了是客家活動的舉辦場所外，屆

時也成能為其他族群了解客家文化的窗口。(201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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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傳播人才 客視後生提攜計畫始業式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林君蓉 徐榮駿 台北】 

 

客家電視台在暑假期間，都會開放後生來到電視台實習，今年後生提攜計畫，邁

入第 8 個年頭，今天也是始業式第一天，學員們在台上與大家分享，畫出一起實

習的夥伴，讓大家更認識彼此。 

 

客家電視台後生提攜計畫，今年邁入第 8 年，每位後生對於客家的傳播，充滿熱

情和活力，雖然才第一天認識，但彼此卻已像好朋友一樣熟識，台長李儒林，也

鼓勵每一位後生努力學習，客家電視台也將在 7 月 6 日，全面轉入高畫質播出，

第八屆的後生也將參與，並見證客家電視進入高畫質時代的里程碑 。(201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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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好聲音」歌唱賽 提供音樂築夢平台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陳文霖 台南】 

 

為了發揚客家音韻的優美意境，由台南市政府舉辦的「客家好聲音」歌唱比賽，

3 日圓滿落幕，主辦單位表示，希望藉由寓教於樂的比賽氣氛，提供民眾展現自

我以歌聲追夢的舞台，並讓客家歌曲，有更多創作發表的機會。 

 

用胡琴自拉自唱，或是連歌帶舞表現自我「客家好聲音」歌唱比賽，提供府城各

級學校的學生，自我驗收歌唱學習成果的舞台。 

 

參賽選手 黃資淵：「我想要有比較多的經驗。」 

 

參賽選手 林子瑛：「老師讓我們報名，然後我是合唱團的，所以我就報名。」 

 

除了表現歌唱技巧，「客家好聲音」歌唱比賽，也是客語相互交流，以及發表創

作歌曲的共同平台。 

 

參賽選手 李美郁：「就將我們詔安客語讓大家知道，知道我在唱客家的客語。」 

 

參賽選手 傅小姐：「感謝這個比賽，讓我的歌曲可以發表的機會，也讓學生知

道客家歌曲的美。」 

 

這項歌唱比賽，分為幼兒組、國小組，國中組、社會組、長青組，主辦單位希望，

藉由熱情、溫馨的比賽氣氛，傳遞客家聲韻的美感，並將客家優美的生活情調，

分享給更多民眾。(201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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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藝師受證人間國寶 歷年來人數最多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李新隆 台中】 

 

由文化部舉辦的「人間國寶」授證典禮，2 日下午在台中文創園區舉行，今年總

共有 9 位藝師 1 個團體，獲得人間國寶的殊榮，是歷屆人數最多的一次，文化部

長鄭麗君，除了肯定他們對傳統藝術文化的貢獻，也期許技藝能永遠流傳。 

 

10 位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行業的國寶級大師分別上台，接受文化部長鄭麗君，

頒授象徵文化界最高榮譽的「人間國寶」證書，而親友也上台獻花，這份榮耀可

說是實至名歸。 

 

文化部長 鄭麗君：「文化部我們期待，未來能形成國家級的，文化保存政策，

以及跟地方政府，如果也能形成，地方文化保存政策，我們相輔相成一起來重視，

我們的傳統藝術，跟無形文化資產，讓我們台灣的藝術跟文化，能夠展現生命力。」 

今年總共有，9 位藝師 1 個團體，獲得人間國寶的殊榮，其中從事土水修造的傅

明光與廖文蜜，以及大木作技術的梁紹英，還有美濃客家八音團等，都是客家籍

的人間國寶。 

 

人間國寶 廖文蜜：「其實我是要退休的人，能得到這麼隆重的獎，自己覺得愧

不敢當。」 

 

人間國寶 梁紹英：「做了 60 幾年，能得到文化部的重視，很高興，希望能夠傳

承下去。」 

 

人間國寶 傅明光：「 我的太太幫忙我 50 幾年，來到我身邊做我的左右手，現

在我的女婿又幫忙我，做我的左右手，感覺到我非常 12 萬分的榮幸。」 

 

人間國寶美濃客家八音團團長 鍾彩祥：「成立有 10 年，去過歐洲、巴黎、瑞士、

日內瓦，還有國家音樂廳（表演），再來就是傳承下去。」 

 

為了讓民眾能欣賞到國寶大師的傑出創作，文化部也在台中文創園區的育成中心，

舉辦「咫尺匠心」傳統藝術作品展，讓國人認識傳統藝術技藝之美。(2016-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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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藍染節 看見創新藍染作品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陳沿佐 鍾淑惠 新北市】 

 

已經舉辦 15 年的新北市三峽藍染節，2 日下午在三峽老街舉行開幕式，在地鄉

親也總動員熱情參與，而在今年的活動中，更看到許多創新的藍染作品，有師傅

結合養生概念，自行研發出藍染手工皂，更有結合木材等多元材質，所製作出的

創新藍染作品。 

 

雖然午後下起大雷雨，但為了三峽藍染節開幕式，在地民眾與小朋友，還是穿著

藍染服飾，興高采烈在台上勁歌熱舞，而在一旁的攤位，更有體驗藍染 DIY 的

民眾，看到自己第一次完成的作品，好有成就感。 

 

民眾 何先生：「 就是還滿新鮮的，因為我住三峽，我一直很想要來試試看，今

天有路過就剛好來試一下。」 

 

染上特殊圖騰的布料，除了能做成帽子及上衣等服飾，現在更有藍染師傅，首度

嘗試，在手工肥皂中加入染碇，將藍染產業，與草本養生的概念結合。 

 

藍染師傅 謝佩樺：「因為我們都知道大青植物，對我們人體是一個很好的植物，

然後對它做了很多嘗試，譬如說把它用到吃的，譬如說用到茶，用到雞湯用到蛋

糕用到餅乾，最近這 1、2 個月就想說，如果它拿來洗不是最好嗎?」 

 

經過藍染的花布，製成的包包等生活小物，獨特的色調與花紋，更別有一番風味，

除了過去布料及皮革，這些常見的材料，現在更有新銳設計師，以木材來進行藍

染創作，更一舉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三峽在地特色產業，經過鄉親們，多年的

轉型創新更顯風華。(2016-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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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雙慢城旅遊地圖」打造慢城藍圖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楊以諾 苗栗】 

 

苗栗縣三義鄉及南庄鄉公所，今年申請國際慢城認證成功，苗栗成為了全台唯一，

具有雙慢城縣市，縣府代表團 6 月底，還親赴葡萄牙接受認證，苗栗縣長徐耀昌

預計 8 月，要完成「苗栗雙慢城旅遊地圖」，整合在地觀光資源，重新打造苗栗

的慢城藍圖。 

 

苗栗縣組團赴葡萄牙，參加 6 月 25 日在葡萄牙維澤拉，所舉辦的國際慢城年會，

接受義大利總部頒贈，慢城會員證書及旗幟，代表團指出，授證過程中，與其他

國際慢城代表交流後，受益良多，將相互借鏡提升在地特色。 

 

三義鄉長 徐文達：「 他都市裡鄉村裡的過程，讓外地遊客慢慢的走，慢慢了解

在地文化，在地居民住的習慣、風俗，慢慢的體驗。」 

 

南庄鄉公所農業暨觀光課長 吳炯毅：「他特別有提到一點，所謂慢城教育的推

廣，他不是只講慢城，他一樣有包括數學，包括有天文地理這些，所有的學科他

還是有涵蓋進去，只是他會再加入，慢城教育的元素。」 

 

苗栗縣長徐耀昌指出，三義、南庄兩鄉一南一北，同時通過慢城認證，縣府將整

合兩鄉的慢遊、慢活、慢食資源，加強觀光行銷。 

 

苗栗縣長 徐耀昌：「我們預計在 8 月份，要設計完成，本縣雙慢城旅遊地圖，

廣為行銷。」 

 

苗栗縣政府也指出，有了雙慢城認證，縣府也會從旁協助，啟動慢城商家認證輔

導，開發特色伴手禮，提升慢城認證中的 72 項指標，以慢城為主軸的食衣住行

育樂，強化在地特色，希望讓更多國外旅客，認識苗栗客庄。(201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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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夏令營 聚焦客產業.青年創業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林君蓉 范綱儀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首度與產業界合作舉辦客家夏令營，開放給 17 歲以上

年輕人報名，由於課程聚焦在客家產業以及青年創業上，文化傳承與實務兼具，

200 個名額，短短 3 天就已經額滿。 

 

桃園市中平國小小朋友，帶來饒平布馬舞，活潑生動的表演，讓台下觀眾接觸多

元的客家文化，而今年的客家夏令營，除了文化面之外，更著重在實務的創業、

行銷等課程。 

 

客家事務局長 賴金河：「我們只是對客家有興趣的我們都來，這樣客家才能夠

開展出來，讓更多的人認識我們客家的產業。」 

 

由於兼具知識性與實用性，首次舉辦跟產業相關的部分，就吸引了 200 位學員參

與，不少人表示要趁著暑假，跟朋友一起來了解，客家文化產業的樣貌。 

 

夏令營學員 陳佾玄：「想認識更多的，應該說青年客家好朋友，認識更多產業

方面，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夏令營學員 高琦璇：「可以一起對話客家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少之又少，所

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母語，我希望可以傳承下去。」 

 

而針對文化語言的傳承，來授課的學者也建議，青年朋友可以運用各種資源以及

平台，學習客家文化。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院院長 張維安：「現在年輕人機會真的很多，但是自己要花

一點時間來學習，我一直覺得客家電視台是非常好的學習平台，每天看客家電視，

看了你就會了。」 

 

主辦單位也希望，年輕人透過參與活動，與各行各業交流，能夠重新認識客家文

化與產業的內涵，不但為未來就業提前準備，也要一起傳承客家文化。(2016-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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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讀南庄文學營 詩人邱一帆引領創作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鍾志明 苗栗南庄】  

 

苗栗縣南庄鄉的老街、郵電局，還有永昌宮等景點，都是有地方發展故事的地景

與建築，為了讓更多民眾認識南庄，苗栗縣文化觀光局特別邀請南庄當地的客籍

詩人邱一帆，以地景文學為主題，在 8 月初舉辦十分特別的「行讀南庄文學營」，

邱一帆將把自己的創作，結合地景引領學員認識南庄，希望引發學員們心中的文

學創作幼苗。 

 

以客語新詩著稱的南庄鄉詩人邱一帆，細心地，為參與行讀南庄活動的同學，講

解每個南庄地景的由來與故事，小朋友滿臉好奇與興趣，讓這個名為「行讀南庄

文學營」活動，多了豐富的樂趣與參與。 

 

參與同學 廖芷玲：「很好玩，能了解南庄自己的家鄉，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一件

事情，以前不了解的我，現在終於了解了。」 

 

參與同學 黃羽婕：「因為以前沒有這種機會，所以現在有這種機會，我覺得應

該好好的去把握它。」 

 

負責帶隊的邱一帆表示，土地是孕育創作的養分，南庄的建築與地景，塑造了南

庄的故事與人文，也因為這些養分，才能讓他的創作，多了更多的感動與傳承，

因此這個行讀南庄的文學營，他會盡力分享他對南庄的感動。 

 

行讀南庄文學營指導老師 邱一帆：「我就想說帶領小朋友，去認識這歷史的景

點，除了我的認識與了解之外，還加上小朋友的參與、體驗，在體驗的過程中我

相信，能夠產生一種心中的感受，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將在 8 月初舉辦的文學營，學員年齡限制在國小 4 年級至 7 年級，名額只限

量的 30 位，這樣結合地景與文學，能為孩子們創造什麼樣的感動與回饋，邱一

帆表示，他自己也很期待。(201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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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會.工研院合作 推動客產業創新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楊以諾 苗栗】 

 

為了提升客家產業層次，客委會與工研院攜手辦理客家產業，群聚創新推動計畫，

要在全台 4 處設置客家產業，群聚創新推動計畫服務站，28 日並在苗栗縣竹南

科學園區服務中心，舉行聯合揭牌儀式，希望透過整合產、官、學、研，跨界資

源，創新客庄產業發展。 

 

由客委會、工研院及地方產業代表，手持打氣筒，象徵為客家產業加油打氣下，

全台北、中、南、東，4 個客家產業服務站正式啟用，希望藉由工研院的技術加

值，為客庄產業注入新活力。 

 

客委會產經處副處長 陳瑞榮：「工研院有技術的部分，客委會資源投入，希望

再結合在地產業業者，學界可能有些研發，再結合中央其它部會的資源，我們共

同來努力，希望產生共同群聚的效果出來。」 

 

4 大服務站，分別以北客茶陶南客野蓮，東客米庄為推動主軸，中部則會進行客

家特色產業調查研究，透過異業廠商結盟，整合產、官、學、研 4 大領域資源，

創造客庄產業新亮點。 

 

工研院地區產業服務組副組長 李士畦：「我們的椪風茶，有它獨特的香氣，我

們可以開發出，它特殊香氣的這種陶器，來裝這個茶，讓它能更發揮它香氣的效

果。」 

 

工研院指出，4 大客家產業服務站，分別在苗栗、南投、高雄、花蓮等地開始運

作，平時都有專人為民服務，提供有需求的業者，進行產業諮詢服務及相關資源

引介，讓傳產為主的客庄產業，也能夠朝技術提升與創新發展，來面對市場的競

爭。(201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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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水師傅」傅明光 客傳統建築活教科書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黃文垚  新竹】 

 

文化部今年辦理的人間國寶，其中獲得指定，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的，土水

修造匠師傅明光，他從事伙房，及古蹟屋頂瓦作修繕，長達 63 年，這位來自新

竹竹東的老師傅，在興建或是修繕一棟房屋時，會依傳統五行八卦的，建築風水

設計，並依照魯班尺吉利規格施工，因此被譽為「客家傳統建築的活教科書。」 

 

高齡 79 歲的傅明光與他的女婿，正為北埔鄉的姜氏家廟西廊道屋頂，進行排水

施工，這樣依古法純手工的修繕技術，是目前古蹟修復不能缺少的瓦作工班。 

 

監造工程師 王雅玄：「在每一個瓦壟在拆解時候，以及我們在鋪設時候，他都

一定會操作，(測)試(漏)水這個部分，接觸到很多的瓦作的工班，其實現在來講，

像傅師傅這樣謹慎在做的人，真的已經非常的少了。」 

 

即便站在離地 5 公尺的家廟屋頂，傅老師傅就算面對狹小的空間，身手卻依然矯

健，從 16 歲開始拜師學藝的他，雖然在業界歷練了 63 年，對於師傅當年傳授的

技藝方法，卻還是記憶猶新。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得主 傅明光：「陳能濤師傅他就教我，廟(屋頂)燕子

尾，怎麼用彩繪色調搭配，是他正式教我的。」 

 

傅明光的師傅，除了傳授給他屋頂瓦作技藝之外，還講究建築物的地基，以結合

五行八卦作為基礎，輔以吉利尺寸丈量方式，製作成圖面後才能進行施工，對於

工法及品質全都馬虎不得。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得主 傅明光：「這基礎做的時候，要納入八卦這五行

要弄好，依據走路，一定符合單步天井(尺寸)，才會有吉利步數，依照魯班尺步

數去做，訂為多少面積後，正面要做 1丈 3尺還是 1丈 4尺，都是由主人來決定。」 

 

對於能夠獲得人間國寶的殊榮，傅明光則謙虛表示，他個人不好名利，因此將功

勞歸功於教導他的師傅，今年 9 月底，姜氏家廟第 3 期工程完工後，他考慮要將

工作交給女婿及兒子接手，自己則退居第二線，希望讓下一代的年輕人，繼續把

先人的建築技藝傳承下去。(201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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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新科人間國寶 「美濃八音團」獲獎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曾宏智 高雄美濃】 

 

文化部今年度的新科人間國寶，共計 9 人 1 個團體，其中「美濃客家八音團」獲

得，國家重要藝術人間國寶團體，得到肯定的八音團團員除了表示高興，也希望

有更多的配套機會，可以把技藝傳承下去。 

 

1 人吹嗩吶、2 人拉二胡，還有 1 人負責打擊樂器，這種 4 人為一組的表演形制，

是南部客家八音團最大的特色，過去只要在婚喪喜慶的場合，就可以看見八音，

與常民生命禮俗的深刻關係。 

 

文史工作者 謝宜文：「4 人可以演奏這麼多的曲子，又可以和生命禮俗一起伴

奏，現場伴奏的在台灣已經沒有了，只有美濃才有。」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長 王文翠：「在地的生活民俗，它是參與在人民的生活

裡面的，所以才因為這樣子，被登錄為國家指定的重要的民俗團隊。」 

 

今年 78 歲的八音老師傅鍾彩祥表示，他 14 歲開始接觸八音，在這個行業超過一

甲子，對於這次獲得國家肯定，他相當高興。 

 

鍾彩祥八音團團長 鍾彩祥：「像我們去瑞士，去法國的時候，全都叫我們國寶

級的了，年紀有那麼多了，被認定到當然高興。」 

 

因為時代變遷，聽八音的觀眾愈來愈少，登台表演的機會也大不如前，老師傅鍾

彩祥表示，雖然還是會面對現實上的經濟壓力，但為了讓大家欣賞客家八音，還

是會想辦法把一生的技藝傳承下去。(201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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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六堆客語教師協會 精進教學品質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潘成旺 屏東】 

 

為了繼續推廣客家話，客家薪傳師於 26 日成立了屏東縣六堆客語教師協會，客

委會主委李永得肯定協會對發揚母語的用心，並允諾支援師資培訓，要讓客語教

師們更精進教學品質。 

 

「千年榕樹同條根，世界到處有客家人，雖然一時沒見面，客語能通萬里心。」 

主持人講四句開場，道出四海之內都有客家人，不過現在說客家話的人其實不多

了，連在屏東六堆地區，客語使用也遇到了瓶頸。 

 

屏東縣議員 鍾明輝：「尤其是我們屏東市很悲哀，屏東市很悲哀，屏東市連伸

手的機會都沒有。」 

 

屏東縣議員 李世斌：「屏東市城鄉差距那麼大，我們客家話真得很難生存。」 

 

客委會主委 李永得：「我特別來參加客語教師協會的成立，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客家面臨最重要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客家話如何傳承下去的問題。」 

 

屏東縣六堆客語教師協會表示，協會集合了客語薪傳師，共同研究並互相交流，

要精進教學品質。 

 

屏東縣六堆客語教師協會理事長曾秋梅：「我們希望請更多的專家教授，來指導

我們增強我們的能力，未來我們結合政府的資源，我們可以推展更多客家語言文

化。」 

 

客委會主委 李永得：「比如說沉浸式教學，有很多專業的地方，將來會鼓勵所

有地區，我們客家所有的教師，共同來研習。」 

 

李永得表示，客委會自民國 94 年起，開辦客語認證至今，已累計 9 萬 5530 人通

過認證，今天協會的成立，無疑是推動客語學習環境，更有力的推手，未來希望

透過更多合作，把客語教育推展到更多角落。(201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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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得主委赴新竹縣市與首長共推客家文化 

 

【文∕轉載自客家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為瞭解新竹地區在推廣客家文化上的需求與所遭遇

的問題，今(27)日特地前往新竹市聽取「新竹市客家展演中心設置計畫」簡報，

隨後參加「新竹縣客語扎根座談會」與當地國中小學校長面對面溝通「客語沉浸

式教學」的實益性與必要性。 

 

今日行程開始前，李主委特地前往新竹市柴橋里，向日前不幸過世的里長、同時

也是龍鳳園戲劇團團長李永乾表達追思之意；隨後轉往新竹市政府會晤市長林智

堅，並就新竹市在推廣客家語言文化上的需求及問題交換意見。 

 

由於南桃園、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等地區缺乏大型客家藝文展演場所，新竹

市政府因此研議在新竹市世博臺灣館停車場現址，興建「新竹市客家展演中心」，

以滿足南桃、竹、竹、苗地區在辦理客家藝文活動、引介大型國際展演時所遇到

的場地問題。 

 

李主委表示，現有桃竹苗地區的客家藝文展演場所大多是小型廳館，缺乏中大型

展演中心，對此，客委會將會進行研議並尋求行政院相關部會的支持，希望讓桃

竹苗的客家鄉親也能擁有國際級的大型客家藝文中心。 

 

隨後，李主委前往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與新竹縣長邱鏡淳一同參加「新竹縣客語

扎根座談會」，除了聽取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所長鍾鎮城分享「國小

客華雙語教學計畫」的研究成果外，也面對面地與縣內各國中小學校長，就各校

在推廣客語教學時所遭遇的問題、如何發揮各項客語學習計畫(例如，客語生活

學校、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客語能力認證等)的加乘效益；以及，如何結

合中央、地方、學校、家庭與社區資源，促成客語普及化等議題交換意見。 

 

李主委致詞表示，客語認證並不是唯一的客語學習指標，而是眾多不同客語學習

管道中的一環。行之有年的客語認證獎學金制度，將從明(106)年度起取消，相關

預算預計用於推廣「客語沉浸式教學」。李主委以高雄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

的經驗說明，必須讓客語從「語言教學」轉變成「教學語言」，讓客語成為課堂

的一部分，並用鼓勵的方式，讓孩子在自然情境中開口說客語，孩子們才不會有

壓力、不會有受迫的感受，客語才能真正扎根。 

 

鍾鎮城所長則指出，在多語環境中成長的三歲以前孩童，並不會因為語言的轉換

而產生語言混淆，反而可以將不同語言內化，發展出使用多種語言的能力。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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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特別呼應鍾所長所提出的觀點，並希望家長把握這段語言獲得的關鍵時期，讓

孩子們透過多種語言、培養多種能力。 

李主委接著表示，根據研究指出，「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學習效果相較於鄉土語

言教學更為顯著，客委會因此將運用薪傳師的資源、培訓現職教師運用雙語教學

的能力，並協助修編新式教材，來協助客家人口稠密地區試辦「客語沉浸式教學」；

他也懇請邱縣長研議在新竹縣推出「客語沉浸式教學示範計畫」，讓客語真正扎

根生活之中。 

 

李主委最後表示，未來政府可以透過立法的方式，藉由諸如「國家語言發展法」，

來確立母語的地位，因為「一代人的失落、要兩代人來救」，客委會一定會持續

努力，讓客語能夠世世代代，永不失落。(201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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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包為主題 敖幼祥用漫畫推廣客家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張國興 花蓮吉安】 

 

以烏龍院成名的漫畫家敖幼祥，受邀在花蓮縣客家文物館，展出烏龍院系列作品，

這次敖幼祥，也特地以客家菜包為主題，創作一系列的漫畫，透過漫畫的方式，

讓民眾更了解客家。 

 

「烏龍院」是陪著許多人一起長大的漫畫，這次漫畫家敖幼祥，特地將烏龍院的

菁華帶到花蓮展出，讓民眾回味一番，而在這次的展覽中，敖幼祥也特地以菜包

作主題，創作出漫畫食譜，來呈現菜包餡香皮 Q 的美味。 

 

民眾 陳麗晴：「利用漫畫的手法，然後把客家的精隨表現出來，就是菜包的香

甜，餡很香、皮很 Q，讓大家吃得回味無窮，津津有味，就是我們客家的菜包本

色最好的呈現方式，而且他以漫畫的方式，會讓我們很容易記得。」 

 

漫畫家 敖幼祥：「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法，來包這樣的客家菜包，包括它麵皮

的做法，還有它，它是用柚子葉，做一個底部的(烹飪)，這可能跟我們一般吃的

包子，不一樣，形狀也不一樣，所以用漫畫畫食譜，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 

 

除了漫畫的成品之外，這次敖幼祥，也展出了他的手稿，要讓大家知道漫畫是如

何一步步完成的。 

 

漫畫家 敖幼祥：「那我也把部分的大長篇的原稿，就是所謂的草稿，裱框以後

在現場做一些呈現，大家就可以看到漫畫原來是從零開始到完稿，中間的過程是

長什麼樣子。」 

 

敖幼祥也將他去年，到法國當駐村藝術家的經驗和大家分享，希望透過漫畫表現

出藝術無國界的特性，利用有趣的故事，呈現出各地不同的生活型態與在地特色。

(201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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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詔安古早味 二崙媽媽端私房料理 

 

【文∕轉載自客家電視台∕李新隆 雲林二崙】 

 

說到客家美食，一般人都會想到，桃竹苗等地的客家料理，其實在雲林縣的詔安

客家庄，也發展出在地口味的客家菜，二崙鄉客家文化發展協會，今天舉辦了一

場「二崙古早味客家美食品嚐會」，邀請社區媽媽拿出私房料理，和大家一起分

享，現場滿滿的人潮，大家都想品嚐最傳統的詔安客家菜。 

 

一大鍋的現炒高麗菜，至少也有上百人份，還有內行人，才知道的美味，醃蘿蔔

煮豬腳，另外看似平常的白飯，淋上特製的紅蔥油酥以及醬油膏，馬上變成香味

四溢的古早味油蔥飯。 

 

社區媽媽 廖女士：「油蔥飯有豬油醬油，飯煮好要趁熱，鹹度要剛好就很好吃，

古早味的。」 

 

除了社區媽媽在現場料理之外，農會家政班也一起參與，總共 60 道客家美食，

讓現場香氣四溢。 

 

農會家政班劉媽媽：「大家出去玩吃到好吃，就叫我炒薑絲炒大腸，自己先吃看

看，沒酸就不好吃。」 

 

為了推廣詔安客家美食，二崙鄉客家文化發展協會與二崙鄉農會，首次合作舉辦

美食品嚐會，要讓好味道四處飄香。 

 

二崙鄉農會總幹事 陳惠珍：「家政班 37 班所有班員合作，大家都出一道美食，

希望大家來品嚐。」 

 

二崙鄉客家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 廖寄章：「二崙鄉早期我們的文化不錯，我們

的美食別人覺得很有特色，詔安客家的特色，我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有很好吃的

東西。」 

 

主辦單位表示，這次活動，共有上千位民眾到場參加，透過大家的分享與交流，

詔安客家美食的推廣已成功跨出第一步。(201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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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者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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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客家學院電子報有任何意見，歡迎來信。 

ncuhakka@gmail.com 

 
 
 
 
 
我們也在進行「閱覽者滿意度調查」，如果您願意表達對客 
 

家學院電子報的滿意度，歡迎來信。 

 

ncuhakka@gmail.com 

 
 
 
 
 
 
 

 

承蒙您！ 

恁仔細！ 

勞  瀝！ 

多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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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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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2013 年 8 月設立，培養學生具備客家語言文化與社會科學學科基本能力，以培 
 
植具備多元文化、公共視野與國際觀之客家人才。大學部的課程規劃在提供學生 
 
跨學科的基礎訓練，教學方式強調創新、多元、實用，為投入就業市場做準備， 
 
並重視學科理論的奠基，為從事客家研究做鋪路。 
 

http://hakka.ncu.edu.tw/HakkaUndergraduate/ 
 
 
 
 

碩士班 
 
 

客家社會文化碩士班： 
 

2003 年 8 月設立，培養客家學術研究與教學的人才，和深化客家社會文化 
 
研究為目標。發展方向兼涉本土與國際，以國內及東南亞客家社會文化相關議題 
 
為硏究重點，並致力於推動平等和諧的族群關係，進而達成多元社會文化議題的 
 
論述能力。 
 

http://140.115.170.1/Hakkaculture/index.html 
 

 

客家語文碩士班： 
 

2004 年 8 月設立，為全國首間標榜以客家語文為主要研究範疇的學術單
位， 

 
且客家語文研究是客家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本班分為客家語言與客家文學研 
 
究兩個取向，客家語言研究鑽研客家話之語音、詞彙、文字及語法，客家文學研 
 
究則探索客家之傳統文書、現代文學與民間文學。 
 

http://140.115.170.1/Hakka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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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 
 

2004 年 8 月設立，強調從政治經濟角度來推動客家議題之研究，以族群政 
 
經關係、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客家文化產業為三大重點發展方向，期盼為 
 
臺灣社會培養優質的客家事務管理人才、創造多元和諧的族群政治環境、引領客 
 
家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 
 

http://140.115.170.1/Hakkapolieco/main/index.php 

  
 

客家硏究碩士在職專班： 
 

2006 年 8 月設立，是在提供不同學科領域與經驗取向，且對客家事務有高度熱 
 
忱人士的在職進修管道，課程設計多元，強調科際整合，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之 
 
客家研究與行動實踐人才，以符合客家社會對客家社群發展與發揚客家文化之
需 
 
求。 
 

http://140.115.170.1/Hakkapolitical/web/index.php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本所於民國９５年８月正式成立，為國立中央大學在台復校之後，第一個專業 
 
的法政研究所，也是北台灣唯一強調「法律」與「政府」兩個領域結合的研究所。 
 
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不是走傳統的法律路徑，亦不是無所不包的政治議題，而是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公共事務必須要有全盤的思維、全盤的配套措施，始能提昇 
 
政府的施政品質與效能，並落實法治國家理念。 
 

http://www.lawgov.ncu.edu.tw/ 
 
 
 
 

博士班 
 
 
 

客家研究博士班： 
 

2011 年 8 月設立，為全國第一個以客家研究為名的博士班，其目標在提升和深 
 
化客家研究學術人才的養成教育，建構以客家為主體性的研究論述，以及拓展客 
 
家研究的多元族群關係與公共事務關懷之視野，進而強化本學系及臺灣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的國際能見度。 
 

http://hakka.ncu.edu.tw/DPAES/news.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