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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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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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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難滾等子難大 

 

【文、圖／彭欽清／國立政治大學退休教授】 

 

 

還細時節，人客來愛斟茶分人客食。該央時，暖壺毋係逐家屋有，請人客食

冷茶異失人禮，就愛遽遽去烳滾水泡茶。 

烳滾水，這下來講係小可事情，茶炙仔裝淰來，瓦斯爐撙開來，幾分鐘仔水

就滾了。毋過，三十零年前个鄉下無瓦斯，自來火愛省省仔用，愛跈等烳好一茶

炙个滾水無恁該。  

盡先愛拿一隻草結，捽著自來火點畀著，放到烘爐項，趕草結火當猛該下，

扡一撮仔冇炭放上去，等火炭燒到紅紅，又正加兜仔添，包尾正摎茶炙仔放上去，

用扇仔摎烘爐火撥到熊熊，兩十分仔水就會拋拋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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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係，阿爸在廳下會緊問：「茶好吂？仰恁慢呢？」無法度，將就摎水倒

減兜仔，火炭過添加兜仔，火緊撥，水還係毋滾，急啊去，就掀起蓋來看水滾吂？

一開一弇，燒氣走忒，還較毋會滾，還較急，就腳緊蹬。  

有一擺阿姆在灶下看著𠊎烳滾水烳到恁揹背，同𠊎講：「大戇牯，老時人講

个『等水難滾，等子難大』，你做你在脣項慢慢仔等，水自然會滾。」照等阿姆

个話去做，無幾久仔，水正經就滾了。  

讀大學該下，有一擺上英文課，先生在粉牌項寫一句英文諺語「A watched pot 

never boils.」，愛大家翻到中文，同學大體直接翻：「看等个茶炙仔永久毋會滾」，

先生認為意思著係著，毋過毋係盡合原來个意思。𠊎想在學過个中文尋出相對个

諺語，較想就想毋著。忽然間，愐著還細該下烳滾水个經驗，就用阿姆講過个該

句老古言語「等水難滾，等子難大」來翻。先生聽了，緊說異好，講這正有原句

个意思。毋過，佢認為用國語唸少兜仔韻味，愛𠊎用客話講一到，𠊎就照阿姆緩

緩仔个口氣講出來，先生同同學聽了，緊講客家話異好聽。 

阿姆四十一歲降𠊎，前兩年，八十四歲過身。記得醫生同屋下人講怕好準備

等來該下，𠊎含等目汁問阿姆做得同佢換老人衫褲，徙到廳下無？佢決截个應𠊎

講：「好！」。𠊎將阿姆在架仔床揇到廳下，摎屋下人陪等佢行煞人生盡尾一截路。

看等阿姆安祥个面，想起𠊎還讀大學該下，佢盡輒笑笑仔同𠊎講：「哪久吾這隻

吊尾錘正會賺𠊎食？」𠊎揢等阿姆个手，試著厥手脈肚又傳來緩緩仔个叮嚀，𠊎

知，在佢老人家个心肝肚，佢這隻滿子，係永遠難大个吊尾錘。 

 

 

（四縣腔） 

彭欽清教授 聲檔 — 等水難滾等子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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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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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將至！返鄉投票！ 

 

【圖／涂泰維；文／後生人】 

 

 

 

離投票日剩無一隻月了，你訂好返鄉个車票吂？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个台灣，

千萬毋好儘採放忒做得投票个權利，一月十一號記得去投票！ 

距離投票日剩不到一個月了，你訂好返鄉的車票了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

台灣，千萬不要隨便放棄可以投票的權利，一月十一號記得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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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客家風情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39 期  2019/12/15 出刊／ 半月刊 

11 
 

想像个生趣，生趣个想像 

 

【文、圖／鍾榮富／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 

 

 

想像中个世界最大，最闊，也最生趣。每一个人都有自家个想像世界，但係

每一个人个想像無共樣，有人想上太空，有人想賺盡多錢，有人想去外國旅行，

不管變化幾多，想像个共同點就係：想像中个世界總離毋開自家个生活經驗，這

兜經驗有聽來个，有讀來个，也有親身經歷个。經歷加上想像，往往就係童話創

作个來源。 

頭擺，狄斯耐先生因為生活十分貧苦，連飯都食毋飽，歇个地方自然無辦法

清淨，正會有老鼠來到佢書桌上揙東揙西，想愛拈兜東西來食。一般人看著老鼠，

馬上想愛行去尋鐵鎚，無就大棍，想愛同佢𢫦死。但係狄斯耐同人無共樣，佢看

著老鼠在書桌走來走去，跳上跳下，僅想愛尋兜東西來食。佢就愐著老鼠親像朋

友共樣，會在佢落魄个時節，同佢同甘共苦。故所在佢心目中，該隻老鼠實在生

趣，樣仔嘛盡得人惜。佢就想，愛仰仔正使得同老鼠變啊親切，讓小朋友看著會

㖸、會同佢搞、會同佢做陣。故所狄斯耐先生就拿起畫筆，試了各種不同个樣仔，

最後創作出米老鼠个畫像。狄斯耐有同老鼠共下過夜个經歷，加上佢豐富个想像

力，結果寫出了風靡全世界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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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斯耐先生同𠊎等有麼个不同呢？大概仔講，係佢有童心，有純真个想像力，

最重要个係佢有同情心。舉凡童話中个細鴨仔、細貓仔、細鹿仔、細兔仔、細熊

仔等等能夠行入兒童个世界，引起小朋友興趣，帶來佢等个快樂，聚概都因為創

作者對小朋友个眼光來看世界，底中个角色、對話、動作全部都離佢等盡近，對

佢等相當熟悉。故所小朋友會感動，會有同理心，會去關懷故事中个動物人物。

恁呢，小朋友變做故事動物人物个粉絲。 

志寧校長長期在國民學校教書、兼行政、做校長，日常接近小朋友，對小朋

友个動作、講話、行為等等觀察入微，開口自然帶有八分純真、兩分世俗，讓佢

有本事創作童話。最重要个係佢自家在屋下畜鴨仔、鵝仔、魚仔，可能三不時就

會同鴨仔鵝仔講話。講久了，自然知得鴨仔鵝仔个內心世界，也知得佢等个苦惱

同喜樂。這本《長頸鴨》總共有二十四篇長短不一个小說，刻劃每一隻鴨仔，都

非常鮮明清楚，篇篇精彩。有拗蠻个鴨公，有憨憨个鴨嫲，有單純个細鴨仔，也

有奸雄个鴨仔。原來鴨仔个世界同世間人共樣，有惡心、有鬥爭、有懶尸有煞猛，

有溫情，也有拗暴。簡單來講，這兜故事反映了作者同鴨仔鵝仔之間个對話，作

者用文字來寫出佢等个想法同看法。每一篇个故事都有無共樣个寫法，每一篇都

入味，你讀了一定毋盼得放下來。 

特別值得推薦个，毋單係小說內容好看，最重要个係作者个客家話蓋溜，十

分正板、登真，今下个客人盡少做得講恁順口个客話咧，莫講更加難得个係佢用

寫个。有兜用字對平常个讀者可能過毋熟識，但係也毋會影響對小說个理解，因

爭故事本身盡餳人看。係講讀者認識志寧校長本人，讀忒了這兜童話故事，可能

還會提出疑問：這係佢寫个啊？ 

 

 

（四縣腔） 

鍾榮富教授 聲檔 － 想像个生趣，生趣个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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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人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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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人看世界 

 

【文、圖／後生人】 

 

 
 

12/15 電子報出爐囉，請用滑鼠（手指頭）點看啊！另外也請 follow 我們的

粉絲專頁唷，不吝指教…… 

◆貼心提醒還沒加入中大客家電子報粉絲專頁的先進前輩或同學們，大家可

以複製網址加入：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cuhakkaepaper 

您立馬就能第一掌握到中大客家電子報的資訊唷！ 

  

https://www.facebook.com/ncuhakka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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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政治 

 

【文／後生人】 

 

 

(圖／轉載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2-01/202937 ) 

大家現在關注的網紅或是頻道有哪些呢？每週必點、必看的訂閱頻道是不是

排滿了整個訂閱內容？ 

後生人在此與大家分享，對於還是學生的我，最喜歡看的就是 youtube 的發

燒頻道，只要有喜歡或是有興趣的議題馬上訂閱起來，不管是娛樂或是時事都應

有盡有。 

離 1/11 投票日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近日也會看到很多政治人物直播分

享自己生活及現下政治議題，總會以 kuso 帶有幽默的表現來貼近觀眾，現下喜

歡用手機看直播大多都是青年人，政治人物可透過直播知道年輕世代需求是什麼，

傳達自己理念，可以提升好感度。 

不過並非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被年輕人所喜愛，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政治

人物的一言一行，甚至是表情都會被放大檢視，所以直播前也需要做些準備，不

能一問三不知，沒有 NG 再一次的機會。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2-01/20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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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 1/11 投票日剩不到一個月，後生人已搶好車票返鄉投票，也鼓勵大家

回家投票，別喪失了可以投票的權利！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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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說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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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烏字个討論 

 

【文／范文芳∕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退休教授】 

 

 

ㄧ 、象形字摎指事字 

1.鳥、隹係象形字，用線、點描畫出鳥類个外型、羽毛、目珠。 

2.烏係指事字，暗指鳥个目珠仁摎全身羽毛全係烏色，故所將目珠仁省略。 

二、字意个演變 

1.烏，本指烏鴉，係名詞，在台灣山區，尤其係河谷，常見巨嘴鴉。 

2.烏借指顏色，係名詞，台語指烏色，華語指黑色。 

3.烏轉為形容詞，指烏色个、黑色的，台福語天烏烏，客語天烏地暗，烏社

會。華語烏漆嘛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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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烏借為動詞，摎污同意，台語謂抹污、抹烏，華語稱抹黑，藉政商關係謀

取利益，台語謂烏錢。 

5.客語有特殊个用法，語法上係動詞，火熄滅，客語稱【火烏忒】。 

三、漢文化對烏鴉个特殊看法 

1.將烏鴉看成慈鳥，【慈烏夜啼】，烏鴉有【反哺之恩】。 

2.民間習俗認烏鴉為不吉祥之物，【烏鴉嘴】係指講出真實但不吉利个話。 

3.現代生物學的分類，台灣藍鵲、烏鴉、樹鵲、喜鵲都係鴉科鳥類。 

四、字音个討論 

1.台華語【鴉】【鴨】同音，【雅】也同音不同調。 

2.台語，不論福老或客家，三字皆不同音，鴨音｛ap｝，雅音｛nga｝，鴉音

｛a｝。 

五 、從香港反送中事件得著个聯想 

1.香港地名來由，十七、八世紀，此地係輸出檀香个重要港口。 

2.香港个羅馬拼音 HONG KONG 並非中國漢語拼音 XIANG GANG。 

3.香港人今天還係習慣講母語，包含行政官員、警察、記者、青年學生。 

4.香港青年學生，還係習慣用繁體中文書寫。 

5.香港人保留舊地名｛鴨寮街｝，路牌寫做｛Ap Liu Street｝。 

6.香港有銅鑼灣地名，也有出版眾多對中國採取反省、批判言論个銅鑼灣書

店，負責人林榮基現已逃亡到台灣。 

7.台灣用灣為地名，專指水灣，係名詞，不同於形容詞个彎，華語彎、灣兩

字同音同調，台福、台客語相同，彎係陰平調，灣係陽平調。 

8.台灣客家人，也歡喜用銅鑼安地名，苗栗有銅鑼鄉，桃竹交界處有銅鑼圈，

竹苗交界處有大銅鑼圈、細銅鑼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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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竹有內灣，海陸腔音｛nui33van55｝，苗栗中港溪有三灣，四縣腔音

｛sam24van11｝。 

10.台灣，華語音｛tai13wan55｝福老語音｛dai13wan13｝竹客語音｛toi55van55｝

苗客語音｛toi11van11｝。 

 

 

（海陸腔） 

范文芳教授 聲檔 — 關於烏字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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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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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運動的標誌：「還我母語運動」啟動「臺灣母語運動」 

 

【文／邱榮舉∕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推臺灣母語運動， 

傳臺灣歷史文化。 

修改廣播電視法， 

調國家語言政策。 

邱榮舉 

1987 年 5-6 月，在臺灣解嚴（1987.7.15）之前，任教於臺灣大學的邱榮舉

與一群臺灣客家青年，共 9 人，為了臺灣客家族群的尊嚴、平等及搶救客家文化，

就開始共同籌備創辦《客家風雲雜誌》；7 月 1 日，正式組織完成，且租好辦公

室；10 月份創刊，舉辦創刊酒會。此標誌著「臺灣客家運動」之啟動，它扮演

著「臺灣客家運動」的火車頭、領頭羊的角色。我們開始短期推動「臺灣客家運

動」，長期推動「客家文藝復興」，以利開創與發展「客家文明」。 

1988 年春天，以邱榮舉社長為主的「客家風雲雜誌社」，作為「臺灣客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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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指揮中心，改採「社會運動模式」，發動各類活動，舉辦「六堆客家之夜」，

主導與籌組戰鬥團隊—「客家權益促進會」，集結了海內外客家人和客家之友，

1988 年 12 月 28 日，發動「1228 還我母語運動」，有上萬人在臺北街頭大遊行抗

爭戰鬥，這是臺灣史或臺灣客家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史無前例，是臺灣客家族

群破天荒之舉，它是臺灣客家運動的標誌，代表著臺灣客家人的覺醒，也展現出

臺灣客家族群的怒吼、強烈抗議及基本要求。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發出了臺灣客家人的怒吼、嚴重警告及強烈呼

籲，要求與表達臺灣客家人要「尊嚴、平等及還我母語」，它突顯了「臺灣客家

運動」，使得臺灣的政府與各主要政黨開始重視「臺灣客家運動」的主要訴求，

其中關於臺灣各族群的語言文化，就是重點中的重點，我們必須趕快想方設法搶

救臺灣各族群的「母語」。因此，「臺灣客家運動」的主軸，就是要緊抓「客家文

化」（特別是客家話），一定要想辦法要求政府、政黨及民間，共同重視與傳承臺

灣各族群的語言文化，這樣才能較有效地傳承「客家話」（客語/臺灣的國家語言

之一），此對臺灣客家族群的永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再者，1980 年代發動的「臺灣客家運動」之「還我母語運動」（1988），啟

動了「臺灣母語運動」，它強烈要求當時的政府與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應調整「國

家語言政策」，強調當時不平等、不合理、不公不義的「國語」（類似北京語，或

普通話）政策，應作重大變革；當時臺灣的《廣播電視法》，也應作重大修改，

必須去掉那不公不義的惡法；臺灣各族群的「母語」，應給予重視且有適度的發

展空間；學校教育應實施雙語教育，且落實臺灣的母語教學。後來臺灣政府有從

善如流，逐步落實臺灣的母語教學。此對臺灣「國家語言政策」的重大改變，推

動臺灣學校教育的母語教學，傳承臺灣各主要族群的語言文化，及臺灣歷史文化

的永續發展，產生了既深且廣的重大影響。這就是「臺灣母語運動」在 20 世紀

末的啟動與初步發展。 

因此，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是「臺灣客家運動」的重要標誌。再者，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啟動了「臺灣母語運動」，同時它也是臺灣推動「臺

灣母語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臺灣究竟要如何推動「臺灣母語運動」呢？我認為應該從兩方面來思考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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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一是國內方面；二是國際方面。國內方面，臺灣應該可以從三個層次：憲法

層次、法律層次及公共政策層次，分別向前推進。關於憲法層次，採修憲或制憲

方式，在新的臺灣憲法中，参考國際人權法案強調「母語權」的重要，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重視「母語教育」，讓臺灣人擁有「母語權」保障的基本人權，且重視

「母語教育」。關於法律層次，新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要好好地落實，並修

改《廣播電視法》。關於公共政策層次，應調整「國家語言政策」，並規劃與執行

優質的「客家政策」。至於國際方面，臺灣應推動國際連結，可多参考國際人權

法案，讓臺灣與其他民主國家相互連結，進行國際接軌。 

2018 年 12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全文 17 條。2019

年 1 月 9 日由總統蔡英文公佈後，自 2019 年 1 月 9 日起施行。再者，2019 年 7

月 9 日，文化部訂定發布《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全文 10 條。因此，現今

臺灣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及《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是保障及推動臺灣

各族群語言發展的法律依據。這就是「臺灣母語運動」在 21 世紀初的階段性發

展成果與現況。 

我們為了要傳承與發揚臺灣各族群的歷史文化，就必須共同優先搶救臺灣各

族群的「母語」。「母語」是臺灣各族群文化的「根」，是臺灣各族群文化中最重

要的特色，是評定臺灣各該族群是否有「尊嚴」且有「受到基本的尊重」之重要

指標。例如：「臺灣客家人」，就是「臺灣人」（臺灣共同體），且是「客家人」（客

家共同體）。我們臺灣客家人可以說「客家話」（客語），且「客家話」（客語）就

是「臺灣話」（台語）當中的一種，這樣「臺灣客家族群」才能算是有「尊嚴」，

才有「受到基本的尊重」。有「客家話」，才能一代一代地傳承「客家文化」，客

家人在臺灣才能有「尊嚴」，且不會被滅絕。這就是 30 多年來臺灣客家人所最早

發起、主導及強調的「臺灣母語運動」，它是我們臺灣人民共同搶救臺灣各族群

的「母語」之重要關鍵。 

有關強調「母語」之重要性的「客家祖訓」，例如：「寧賣祖宗田，毋忘祖宗

源。寧賣祖宗坑，毋忘祖宗聲。」這類「客家祖訓」，我們在 31 年來的「臺灣客

家運動」中常提倡與標舉，它強調兩件事：一為祖宗的淵源不能忘，要慎終追遠；

二為祖宗講的話（客家話）不能忘，不能背祖。由此可知，「客家話」（客語）對

臺灣客家族群而言，它是極重要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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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臺灣的「國家語言政策」，獨尊所謂的「國語」，而打壓臺灣各族

群的「母語」。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我們主張臺灣的「國家語言政策」

必須作重大變革，絕不能繼續獨尊過去的所謂「國語」，而是必須讓臺灣所有的

族群語言文化，也有應該有的尊重與適度的發展空間。 

「臺灣母語運動」促使臺灣逐步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並大幅度調整「國

家語言政策」。「臺灣客家運動」和「臺灣母語運動」已推動了 30 年，使得臺灣

逐步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並大幅度調整「國家語言政策」，這是可喜的好現

象和最新趨勢，因此臺灣客家永續發展，應特別重視客家母語的傳承，進而使得

客家文化得以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簡言之，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是「臺灣客家運動」之重要標誌。它

強調：「尊嚴、平等及還我母語」。再者，該次的「還我母語運動」，啟動了「臺

灣母語運動」，迫使臺灣政府與各主要政黨不得不開始重視臺灣的母語研究、教

學及推廣，並開始逐步研制《國家語言發展法》，調整臺灣的「國家語言政策」。 

................................................................................................................. 

作者：邱榮舉/桃園中壢客家，現任台灣客家教師協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臺大客家研

究中心創辦人與主任、國家發展所教授兼所長等。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共

同創辦人與社長，1988 年「1228 還我母語運動」登記人與總領隊。研究領域：

政治學、臺灣政治研究、客家研究、學術論文寫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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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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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思日想 

【文、圖／邱一帆／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博士班】 

 

 

 

在一個無人知个地方 

青青个山頂高 

有青天白雲遶聊 

靚靚个樹林下 

有蟲鳴鳥獸過家 

靚靚个地泥面 

有紅花青草做伴 

清清个流水脣 

有𧊅仔跈等雨水歡唱 

清清个流水項 

有魚仔跈等蝶仔跳舞 

 

 

在一個無人知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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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 

 

日日看等日頭蹶上山 

夜夜望等日頭落山背 

 

 

（四縣腔） 

邱一帆 聲檔 － 朝思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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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外台戲中的語
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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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外台戲中的鬼笑話 

 

【文／薛常威／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在職專班碩士生】 

 

（影片）客家外台戲中的鬼笑話 

恐怖、害怕的經驗，一般很難跟幽默、好笑的感受同時出現在一起。但就是

有一些鬼笑話雖然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更多的是搞笑跟喜劇性。 

在外台戲《包公案》裡，有一段女主角白秀蓮被害死化身成女鬼的情節。女

鬼的造型、背景音樂都非常恐怖，但是演員還是可以在表演裡穿插好笑的片段。

這是怎麼做到的？ 

楊桃假扮成女鬼想把人嚇走，卻意外撞見秀蓮化身的真女鬼，楊桃誤以為遇

到的是另一個假扮的女鬼。 

楊桃：還冤枉，麼个假鬼哇，鬼無像，舌嬤又毋像，喊𠊎又䟓䟓舐張紅紙，冤枉，

頭那毛恁長，熱到會死，這錢盡難賺喔。無相干，為著愛拿錢，遽遽只有恁樣形。 

楊桃：(看見身邊秀蓮化成的女鬼)著也毋著？時局恁毋好，連做鬼也有人相爭頭

路，恁冤枉得著。唉喲，仰會恁得人驚，這隻人無簡單，嗄做得，搶𠊎个頭路。

無摎佢比一下嗄做得。 

(楊桃跳一步，女鬼跟著跳一步) 

楊桃：果然不錯，佢个道行恁深，𠊎跳到叮噹滾，佢跳毋會出聲。比𠊎較慶，該

無摎佢請教做毋得。做毋得，𠊎過試加一擺。 

楊桃：𠊎～係～鬼～ 

女鬼：𠊎～係～鬼～ 

楊桃：唉喔，會嚇死人喔~~麼个啊，𠊎已經當像了，佢正經比𠊎較像。該喊下去，

𠊎會起雞嫲皮。該恁樣形，無摎佢請教下，仰會做得？仰仔好啦。 

(楊桃拍了一下秀蓮女鬼的背) 

file:///D:/雅鈴/電子報/20191215/(影片)客家外台戲中的鬼笑話.mp4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39 期  2019/12/15 出刊／ 半月刊 

31 
 

楊桃：請問一下，這位姑娘，妳做鬼做到恁像。係毋係，妳將妳个功夫教分𠊎。

好無？……伊歐？又毋應。 

楊桃：今妳好無啦。 

(女鬼轉身，楊桃終於看清楚女鬼的臉) 

楊桃：啊啊~~~阿姆，鬼啊。 

恐怖感是一種讓人警醒的機制，是人類進化而來的避險機制。當危險來臨時

人的恐怖、害怕的感覺會急速上升，接著人就開始有提高警覺、呼吸急促、心跳

加快的生理反應，這些反應會讓人安全地從危險情境脫身離開，接著人們會有一

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 

的確有些人喜歡這種死裡逃生的輕鬆感，當然就會有人刻意去設計這種恐怖

的體驗，所以會有很多鬼故事、傳說，恐怖電影、甚至專門製造刺激歷險的樂園，

讓人去體驗。 

但是，所有的這些恐怖體驗的前提是，我們事先都知道它們是安全、可掌控

的。在這個前提下人們才敢享受這種被驚嚇，以及隨之而來的放鬆感。 

看戲的人事先就知道戲台上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精心設計出來要嚇人的，

那些假的鬼也不會真地走下台來傷害我們。但是看到劇中的角色被鬼嚇得半死，

甚至被鬼捉弄，觀眾就會覺得還好不是自己，而覺得特別好笑。 

註： 

1. 冤枉：ien24vong31；誣賴、陷害。另外有白白浪費，無實質效益的意思。 

2. 䟓䟓：dang24dang24；專程、特地。 

3. 舐：se24；舔。 

4. 頭那毛：teu11na11mo24；頭髮。 

5. 慶：kiang55；能幹。 

6. 起雞嫲皮；起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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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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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騰芳古宅遊覽 

 

【文、圖／劉品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歷史沿革： 

 

大溪李家祖籍隴西成紀，宋末遷居福建的詔安縣。詔安第十一世祖善明，也

就是李騰芳的曾祖父，於清乾隆年間來台，從台南登陸。輾轉遷至桃園大溪小角

仔。 

本名李有慶，「騰芳」為清皇帝所賜之官章，今李宅的坐向、顏色與外埕之

兩對旗杆座及夾杆石皆具舉人宅之規範， 是光耀家族及地方的表徵。 

 

建築之美： 

 

李宅建築規模為兩堂四護龍，格局以四合院為基礎，兩道護龍構成包圍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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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合院，屋身最高的是廳堂，為最重要的精神空間，次高的為路口門廳，所有

的高度均一，由後至前、由內至外、左尊右卑的原則，表達客家人對空間的尊卑

秩序。整體建築也是依循《禮記》配色所規定，李宅內部木作精緻，散發文人雅

居的建築風貌，是李宅不可錯失的焦點！ 

 

「抬頭看！李騰芳古宅的屋頂」 

李宅的屋頂樣式是台灣最常見的兩坡水硬山頭，李騰芳古宅的建築物可以發

現有兩種形式的屋脊「燕尾屋脊」、「馬背屋脊」。 

 

燕尾屋脊 

 

燕尾翹脊是舉人宅第的特色，形狀有如燕子的尾巴。李宅內的廳堂、門廳、

南北廳、都有燕尾屋脊，而廳堂的兩組燕尾，翹起的弧度較大，顯得昂揚有力，

門廳也有兩組燕尾，但曲線較平，南北廳的燕尾則較為粗短。 

 

馬背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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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宅除了上述建築之外，其他都使用馬背屋脊，他們的構造和坡度幾乎一樣，

唯獨在「山牆」做了變化，此造型的屋脊分別有金、木、水、火、土五種屬性，

而書中的描述為「金形圓、木形直、水形曲、火形銳、土形方」。 

李金興家族的三獻禮祭典： 

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一與春分、秋分，坐落在月眉的李宅都會舉辦家祭，相傳

李騰芳中舉後，李氏家族開始以三獻禮作為祭祖儀式以顯家族地位。 

這項官賜儀典延續至今，李家後代子孫仍會返回李宅參加家祭，三獻禮由李

家祭祀公業依例、依禮、依儀、依典統籌辦，李氏家族以三獻禮祭典來感念其為

李家所做的貢獻。 

遊園感想：由於 11/9-12/1 在大溪有花彩節的活動，在參訪李騰芳古宅時，

很多古物都不在這邊，只剩下空空洞洞的就房子，主要還是要看他的建築設計， 

比如甚麼兩落四護龍之類的，所以要等週末來聽導覽會比較清楚，不然就會像我

一樣霧煞煞，不過也是花了一個鐘頭在這邊摸索。 

可以在閒暇時間逛逛大溪一整片的花海，讓自己沉溺在其中。當逛完肚子餓

時，也能上來大溪老街吃吃大溪的名產以及帶些伴手禮分享給親朋好友們，還在

煩惱周末要去哪裡嗎？大溪絕對會是你唯一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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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事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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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與客家發展」工作坊(12 月 17 日) 

 

【文／轉載自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工作坊議程.doc 

  

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files/files/%E5%B7%A5%E4%BD%9C%E5%9D%8A%E8%AD%B0%E7%A8%8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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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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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客家流行音樂大賽 決賽暨頒獎典禮 

 

【文／轉自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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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客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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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修連恩 Matthew Lien／《浪漫臺三線-馬修連恩的客家音樂地圖》 

 

【圖、文／博客來】 

 

 

浪漫臺三線-馬修連恩的客家音樂地圖 

客家浪漫大道《臺三線》之所以深深吸引著我，在於它不僅是一條沿途風景秀麗

的旅遊路線，充滿濃厚客家文化風情與豐饒物產，同時也是許多居住在山腳下與

山谷中的朋友心中的「家園」。 

當我有機會創作這張專輯《客家音樂地圖》時，是懷著興奮的心情去深入探索這

塊我所熱愛的地方；對我而言，它是蘊藏許多鮮為人知的寶藏之地，從而啟發了

我的音樂靈感。 

這張專輯中最有意義的收穫，是我在旅途中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即使大家來自許

多不同的地方，難能可貴的是如知音般聲氣相投。 

最重要的是，我要對成就了客家浪漫大道《臺三線》的當地風俗人情，表示感謝

之意。希望跟著這張音樂地圖，你也能從中發現一方新天地、認識新朋友。 

相信你也會和我一樣，滿載而歸。 

-馬修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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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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u33480@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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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u33480@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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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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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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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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