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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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 
 

◆ 發行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 榮譽發行人   周景揚校長 
 

◆ 發  行  人   周錦宏院長 
 

◆ 編輯顧問： 
 

王俐容老師、王保鍵老師、江俊龍老師、 
 

周錦宏老師、姜貞吟老師、孫  煒老師、 
 

陳秀琪老師、陳定銘老師、張翰璧老師、 
 

黃菊芳老師、劉小蘭老師、蔡芬芳老師、 
 

鄭曉峯老師、賴守誠老師、鍾國允老師、 
 

羅肇錦老師。（依姓氏筆畫排序） 
 

◆ 主      編  周錦宏院長 
◆執行編輯：陳秀琪系主任、黃菊芳老師、邱
一帆老師 
 

◆ 編  輯  群： 

 

涂政強、梁萩香、彭淑姿、陳昀楨、彭賢明、
賴音如、賴亞華、羅雅鈴。（依姓氏筆畫排
序） 

 

◆ 網頁製作    李岳哲 
 

◆ 連絡電話    03-4227151#33180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48  2020/05/01 出刊／ 半月刊 

iii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目錄 

 

 

客家化…………………………………………………… 4 
 

 

客迷不可………………………………………………… 7 
 

 

客家諺語………………………………………………… 9 
 
 
後生人看世界…………………………………………… 13 
 

 

客庄風情………………………………………………… 17 
 

 

客語新文學……………………………………………… 21 
 

 

客家社會企業…………………………………………… 24 
 

 

後生部落格……………………………………………… 28 
 

 

客事雲來………………………………………………… 34 
 

 

藝文活動………………………………………………… 40 
 

 

哈客不遜………………………………………………… 43 
 

 

閱覽者意見回饋………………………………………… 47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組織架構……………………… 49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48  2020/05/01 出刊／ 半月刊 

4 
 

 

 

 

 

 

 

 

 

 

 

 

 

客家化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48  2020/05/01 出刊／ 半月刊 

5 
 

跈俗就係大眾化 

【文／羅肇錦∕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榮譽教授】     

 

 

 

羅肇錦教授 聲檔 — 跈俗就係大眾化 （四縣腔） 

源頭个客話同漢文無麼个關係，因爭分人統治，為著同統治者對話，故所煞

猛學漢文漢語，為著進入同統治團體，故所晴耕雨讀，參加科舉考試，識字學官

話。漸漸仔就將官話學來用到自家个話底肚，緊學緊多緊變緊遠，今晡日大家講

个客話，同源頭客話差到天仔隔五里。也就係講，用今晡日講个客話同老祖先對

話，係無辦法溝通个，會兩儕噥噥噥噥，全係鴨聽雷。毋過，以當時來講，乜無

麼个了不起个變化，就大家跈俗定定，各各大眾化比手畫腳乜毋怕，大家聽得識

就好。這所謂「跈俗」，就係跈較多人講个話講， 借較多人講个話來用，毋多知

仔，自家个話就變淨淨。 

 

比將講頭下講「毋多知仔」，官話講「不知不覺」，大眾化个人就講不知不覺，

毋使幾久，跈俗講話个結局就係不知不覺大家就毋記得愛講毋多知仔正係本來个

客話。下背𠊎用三組詞彙對應來講這種現象： 

第一種「毋」變「不」： 

早期講「久久仔（下把仔）」來尞一擺，背尾借官話「三不二時」來尞一擺，

今晡日大眾化就講「 有時會」來尞一擺。無就像講「無正無經」變講「不三不

四」。還有講時間「毋罅」，借文讀音時間「不夠」，甚至現下有人用時間「不足」，

file:///C:/Users/User/Desktop/10羅老師_講來講去之十_「學老」本來个意思係「客人」.WAV
file:///C:/Users/User/Desktop/10羅老師_講來講去之十_「學老」本來个意思係「客人」.WAV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guhQHIWtUFhVMcNqcURas1vyk2MYz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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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文个講法就係大眾化个表現。其他像「毋曾→不曾」 「毋願→不肯」「做

毋得→不應該」「下把仔→  不時→有時 」「做毋得→不可以」 「毋識→不曾」

「將就→不得不」「無毋著→的確」「毋記得→記不得」。全部係先用「毋」構成各

个詞彙，背尾正用「不」結合起來个詞。 

 

第二種語序 N＋A→A＋N： 

古時代，南方話詞彙結構方式，係形容詞在背尾 N＋A 个形式，今晡日南方

个南島語、侗傣語都還用這種方式講話。苗瑤畲客堵堵夾在帝中央，故所學北方

話為主个結果， 慢慢仔就變成 A＋N 个北方形式佔大部分，客話本來係南方 N

＋A 个形式，大眾化以後， 淨存著一息息仔定定。像早期客話，同主人相對个

客安到「人客」，但係，後期「客人」个稱呼變「客家人」。「客人」在官話肚係

人客个意思，故所現下客話，大眾化个影響，有兜所在「人客」毋講，續講「客

人」。以𠊎所知，馬來西亞个客人，當多人「人客」講「客人」，因爭本來个「客

人」佢兜係講「客家人」。台灣客人較早徙來，國民政府來台以前，無人講自家

係客家人，全部講「𠊎係客人」「𠊎講客話」◦  到今晡日受國語影響， 歸个仔

變「𠊎係客家人」「𠊎講客家話」，毋過該在，還有人講「𠊎係客人」，正會大家

本本用「人客」來同主人相對，恁樣正毋會將 N＋A 的「人客」變成 A＋N 的「客

人」。 講到這，你定著看到頭暈腦扁，人客客人交手亂竄，可見大眾化跈俗也係

一個當毋科學个方向。 

 

其他，風篩→颱風，棄嫌→嫌棄，紹介→介紹，鬧熱→熱鬧，面前→前面，頭

前→前頭，後背→背後，背尾→後來。這係存下來个一息息个本質元素，像新竹

个頭前溪，就係客話學老話語序保留到國語肚个特殊現象。 

 

第三種係硬硬去俗化：這係新个事物產生新个詞彙不得不借入來用。比將講

轎車、電腦、手機、高鐵，你就毋好解說講轎車係像轎仔个車仔，電腦係通電个

頭腦，手機係手項个機器，高鐵係當高个鐵路。另外，本來客話就有个詞彙，大

家毋肯用，硬硬用國語對音過來變客話。像「吂得時」毋講，挑挑講「 還早」

「 早得很」，「做得」毋講，挑挑講「 還可以」，「歇到哪」毋講，挑挑講「住奈

位」，「吂知」毋講，挑挑講「 無想著」，「定定仔」毋講，挑挑講「慢慢仔」。還

有還較無準則个係「電鑊仔」毋講講「電鍋」，「 號位仔」毋講講「佔位仔」，「暗

晡夜」毋講講「今晡暗晡夜」，「恁仔細」毋講講「謝謝你」。照恁樣發展下去 「謝

謝你」影響久了，下二擺就會講「恁仔細你」，就毋會想著「恁仔細」係形容詞，

背尾做毋得加「你」◦ 共樣个道理，「今晡暗晡夜」講多了，就會恅著「暗晡夜」

係「暗晡頭」个意思，毋知本來係「今天晚上」◦    

 

總講客話變客家話，全係大家慣習用跈俗大眾化个方式，去學習語言所產生

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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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季 

【圖／涂泰維；文／後生人】 

 

  夏天到了，天氣越來越熱，油桐花也開囉！大家可以上觀光網站查查哪裡的

油桐花已經盛開了，白色的油桐花一朵朵花瓣隨著風飄落，就好像在夏天也下雪

了一樣，所以油桐花也叫做五月雪喔！在出門賞花踏青的同時，大家也別忘了要

記得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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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文／何石松】 

何石松 聲檔 —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海陸腔）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係講會畫圖介人，雖然佢能夠畫出老虎

介表面形態，但是畫毋出佢介內心骨相世界，斯像可以認出一個人介外表，共樣

毋知佢介心肝肚在該想麼介。這係教精世間人，看事情毋好斯看表面，愛有深入

介了解。老虎恁惡，會食人，但是還有比老虎更加得人驚介，就係人心。 

 

  自古以來，人人都驚老虎食人，聽講當惡介老虎，佢識食忒 436 個人，雖然

武松能夠打虎，但是，分老虎食忒介還係當多。老虎會食人，人還係可以避開佢。

人心係看毋著介，愛閃佢就無恁該。所以，這句話更進一步介意思係講：老虎可

以畫，骨難畫。歷史上儘多有名介畫家，像魏晉時代介張僧繇、唐朝介吳道子，

畫有儘多老虎，毋使畫佢介骨頭，人還係知老虎會食人。但是，人就難講咧，單

看人面，還係毋知佢心肝肚想麼介，心肝肚介惡毒，可能比老虎還較深，仰做得

毋提防？ 

 

  所以，到後來，人類發覺人心介凶險難測，比老虎還較得人驚。不管有老虎

抑無老虎，都會講：「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下背𠊎俚就來看畫

虎畫皮介歷史變化。 

 

  畫虎，正經係畫虎，畫皮，該就毋係用畫定定，係一種惡鬼變做一隻靚細妹

仔來摎書生結婚，嗄等剖開細徠仔介肚屎，食忒佢介心肝，然後走忒介故事。最

有名介就係清朝．蒲松齡《聊齋志異》裡肚介〈畫皮〉。〈畫皮〉故事係從頭擺慢

慢變化來介，最早介畫皮，係在魏晉南北朝，南朝．劉義慶《異苑》裡肚關於細

妹仔變老虎介故事。 

 

  聽講頭擺有一個人安著徐桓，一日出門，看著一個細妹仔，講無兩句話，細

妹仔斯湊佢共下去草竇肚，徐桓看佢恁靚，就跈等去。無想著該細妹仔突然變一

條老虎，摎徐桓揹在背囊頂，行到深山肚去。屋下人仰般都尋毋著，十過日以後，

該老虎平安摎佢送轉來，大家正敨一下大氣。 

 

  這條故事介老虎，無食人也毋會害人。但是，後來有一隻和尚仔，拈著一垤

虎皮，佢試著生趣，就袈在身上行來行去，人話著係老虎，斯驚著東西無跨拿就

煞煞走，掉下儘多錢銀，和尚仔當歡喜，全部變做自家介財產，從此以後，佢就

常常袈等虎皮去嚇來往介生理人，結果賺儘多錢。正經係虎皮人心，假老虎，正

惡心，人心比老虎還較得人驚。所以，後來介人，睹到人心難測介時節，就會講：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j-GHsB7ZI_NNPnbKwZmmKaSTNjCFh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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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這句話出現在明朝．高明介《琵琶記》裡肚：明朝時有一個趙五娘，厥老公

蔡中郎上京考試，一去無轉，掉下兩個八十零歲介老人家住屋下，無樵無米又無

錢，偏偏又鬧飢荒，正經係無錢無銀家難當，無米無油食礱糠。恁衰過，實在無

法度過日仔，強強就過毋下去，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兩老瘦浹浹，

病懨懨，嗄過身咧，五娘無奈何就畫好兩老介像，上京去尋蔡中郎，想起當年老

公講介，係有寸進，就會遽遽轉，無想著恁多年來全無消息，愛知啊，年年歲歲

花相像，歲歲年年人不同，人會老，仰般爺哀死忒還毋知好轉，你係麼介心肝？

正經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也有人講「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水滸傳》裡肚，忠直

介石秀看著好朋友揚雄介餔娘，摎人有無正常關係，斯摎揚雄講，揚雄當老實，

斯問厥餔娘，無想著，厥餔娘嗄顛倒講石秀常常撩佢，搣耍佢。揚雄聽著火當著，

斯罵石秀講：「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石秀分揚雄冤枉咧，正經

係「貓扡粢粑，毋得㪐爪」，好心著雷打，人心難測水難量，做毋得盡採冤枉人

啊！ 

 

  又乜有人講「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金瓶梅詞話》裡肚講

著西門慶介文書先生溫葵軒，喊畫童過去，畫童壙在門邊毋去，噭起來，不論月

娘、平安、潘金蓮等仰般勸化，佢乜毋講做麼介毋肯去，事情鬧到西門慶該位，

畫童正講溫葵軒動阿著就打人，還喊人去偷金銀財寶，行藏鏖糟，無廉無恥，當

會燒話。西門慶聽著斯講：「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𠊎摎佢將人看，

麼人知佢人皮包狗骨介東西。」斯摎佢辭忒咧。 

 

  以上有人講「畫虎畫皮」，有人講「畫龍畫虎」，還有人講「畫虎畫龍」，其

實這摎龍全無關係，係為了避諱介禁忌，因為唐高祖介阿公安著李虎，大家就做

毋得講虎，堵著畫虎就愛講畫龍。到了宋朝以後，愛有七代以內介皇帝正避諱，

所以，不管畫虎畫龍，或者畫龍畫虎，自在你愛仰般講就仰般講。 

 

  在所有介小說戲劇裡背，凡是講著畫虎畫皮難畫骨這句話介時節，摎老虎可

以講一點關係也無。重點係講人心深如海，難測也難量，愛細義正好。在上早以

前，百姓毋驚老虎，斯驚暴政，正有家官、老公、徠仔分老虎食忒，還愛戴在深

山肚，這就係「苛政猛於虎」啊！ 

 

  毋單淨「苛政猛於虎」人心也惡過虎，所以大家正會講「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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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介」為大眾通用的「的」，同教育部訂的「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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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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到了！！！！！東北季風結束後，馬上就迎來了炎熱的五月呢，大家有

想好要去哪裡看油桐花了嗎？現在桃園大溪，新竹十八尖山，還有苗栗都有油桐

花開了，大家趁著假日約親朋好友一起賞雪去吧！ 

 

 

 

還沒加入中大客家電子報粉絲專頁的先進前輩或同學們 

新的一年就繼續訂閱電子報吧！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 臉書粉絲專頁 

傳送門 → https://www.facebook.com/ncuhakkaepaper 

 

 

 

https://www.facebook.com/ncuhakka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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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鋕逝世 20 週年──我們現今社會的性別近況 

【文／後生人、圖／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今年的 4 月 20 日是葉永鋕逝世 20 週年的日子。他過去長期因陰柔的性別

氣質（亦即，娘娘腔）遭同學欺負、施予暴力，甚至被強行脫褲來「驗明正

身」，以至於他不敢在下課時間上廁所。葉永鋕命案，促使立法院在 2004 年 6 

月 4 日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 

 

  隨著 #metoo 運動在國外展開，曾經受到性暴力與性騷擾的人紛紛站出

來，有越來越多人為了性別平等而發聲，台灣一直以來從不間斷且越辦越盛大

的同志運動，也促使了《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同性婚姻法）的

實施，使同志族群得以成家，讓台灣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女性

參政的比例也逐年提升，到了今年，女性立委的比例突破了四成。 

 

 

  即便在這 20 年間，台灣的性別平等環境雖然有改善許多，但根深蒂固的父

權主義與性別歧視，依然存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是你我的腦袋之中。我

們仍然能常常看到有關性騷擾、偷拍、性別霸凌的事件出現，甚至在這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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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有小男孩會因為粉紅色口罩而擔心被同學嘲笑，可見我們的性別平等教

育，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性別平等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而性平教育也是非常需要重視的，除了

學生需要接受性平教育之外，家長與師長作為與孩子交流的重要對象，更是需

要有正確的性別觀念來傳達給孩子，網路等媒體也是每個人接收性別意識的重

要載體。從 2015 年男性警察留長髮被記申誡、2016 年輔大性侵案、2017 年房

思琪的初戀樂園事件、2018 年#metoo 運動、2019 年的心跳法案，許許多多性

別相關的議題依然持續在社會上被討論，這些年過去了，台灣的性別平等真的

進步了嗎？還是造成了社會上的對立與衝突呢？希望大家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並讓台灣的性別環境更加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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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鎮黃屋个過往歷史 

 

【文、圖∕徐貴榮∕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徐貴榮教授 聲檔 — 安平鎮黃屋个過往歷史（四縣腔） 

 

黃姓係大姓，在全國排第三，桃園排第二，平鎮區排第五，可見黃屋人口十

分得人畏！平鎮个黃屋，在安平鎮庄个係廣東省鎮平（今蕉嶺）縣來个；在東勢

个分別有梅縣、福建省詔安來个；在高山下、八角塘个係饒平來个。本報 322 期

有紹介過八角塘黃屋「平鎮黃復興號兄弟同心」，該係饒平底个。至於安平鎮黃

屋分大坑缺、矮崗仔兩位，雖然共樣係鎮平來个，毋過來台祖無共樣。 

大坑缺个係 18 世黃乃揚、乃拔兩兄弟大約在清朝嘉慶年間，從廣東鎮平縣

石窟來台灣，在淡水上陸過後，先到南崁開墾。毋過來个時節算慢吔，就搬到今

這下个鎮興里新光路大坑缺一搭仔贌田耕，種茶生活，還過自家製茶買賣。煞猛

打拚開墾慢慢仔有成功吔！19 世黃宗康、黃宗漢在清朝末年開始起屋。宗漢降四

个倈仔，除忒第三個標澄早亡以外，其他標清、標立、標成三兄弟在日本大正年

間，同也係黃姓个大地主黃念初買地起公廳（圖 1）。 

 
圖 1  鎮興里大坑缺「千頃世第」黃屋公廳（2013.09.11 攝） 

講着黃念初，根據當地文史工作者陳東亮个調查，佢本來安到黃娘盛，厥爸

黃賢琛，係較早來到平鎮開發个大家族長、大地主，田地當闊，富甲一方，從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guhQHIWtUFhVMcNqcURas1vyk2MYz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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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仔南平路到瓦窯湖、中興路都有田地。平時畜當多承勞，也設有學堂教子弟詩

書。故所黃娘盛家學淵源當深，字墨異飽，詩文書畫樣樣通。甲午戰爭滿清戰輸，

台灣割分日本。第二年，日本人六月來到中壢、平鎮，黃娘盛、胡老錦帶領家丁、

義勇軍，對日本軍開出第一銃，抵擋日本人來接收台灣，日本軍無想着台灣會有

人抵抗，打幾下擺都打毋贏，死忒好多人！毋過日本人有大砲、銃子，這兜人奈

毋何，敗忒過後，家財散忒，無人知黃娘盛走到哪去欸？聽講過忒兩三年，等到

大局好勢，恬靜無問題吔！佢正偷偷仔走轉來，驚分日本人知着，改名安到「黃

念初」。因為當有才學，黃姓又係望族，日本政府還分佢做安平鎮庄个庄長咧！ 

20 世三兄弟分家過後，大個標清本本在舊公廳伙房，老弟標立、標成搬到鎮

安宮廟面前个巷仔，標立起「千頃世第」（圖 2），標成起「千頃第」（圖 3）老屋。

到這下鎮安宮廟面前的巷仔，做得看着有一排連等幾下間十分老舊个大瓦屋，總

下係大坑缺黃屋後代子孫个住所。黃家當多个地，光復過過後，實行土地放領，

正減少盡多。 

 

圖 2  二房「千頃世第」（2013.09.11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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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三房「千頃第」（2013.09.11 攝） 

另外還有一位安到矮崗仔黃屋，係在安平鎮到掌路寮一搭仔，也就係這下个

平鎮里南平路到縱貫路交接該位子。18 世祖黃乃彥在清朝從廣東省鎮平縣來台，

先到楊梅，後來搬到這搭仔起屋，經營茶米生理過磚窯廠，製茶加工，賣茶米。

當時陸橋南路到南平路一搭仔，甚至到埔心、高山頂味全牧場，當多都係這黃屋

个土地。 

明治 41（1908）年，日本人鐵路改線，愛同安平鎮停車場搬到草湳陂（今埔

心），安到「草湳陂驛」，安平鎮無車頭吔！聽講在當地人士个遊說過黃姓人个熱

心捐地之下，這隻車頭毋係在安平鎮，毋過離安平鎮界近近仔，還係安到「安平

鎮驛」，可見當時黃姓人个好額同勢力。 

（「安平鎮驛」大正 9（1920）年，改名「平鎮驛」；「平鎮驛」民國 44 年 3 月

初 1 改名「埔心車站」，有關詳情請看本刊 330 期〈埔心个過往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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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天伯公揹等冷咻咻个北風 

【文、圖／張捷明／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在職專班碩士】 

 

 

 

  寒天伯公揹等冷咻咻个北風，呼～呼～呼～來到桐花森林肚膨尾鼠个屋門口，

又跋上半天高个電線楯，佢將電線準五線譜，吹出嗚～嗚～嗚～緊顫个音符。 

 

  膨尾鼠老弟勼(giuˊ)到樹窿肚，冷到咭咭顫。寒天伯公蒼涼个歌聲，實在得

人畏，分佢想起一年四季：該春天阿姐當溫柔，摎世界換新妝；熱天阿哥當熱情，

分萬物成長；秋天阿姨當慈悲，讓果子收成入倉，就單淨寒天伯公盡無情，只帶

分大地風寒，大家一定都當惱寒天伯公。 

 

  膨尾鼠老弟就湊大家共下參詳，愛寫信仔投玉皇大帝，希望春天阿姐永遠無

愛走，寒天伯公永遠毋好來。 

 

  樹頂个貓頭鵰博士聽著這个想法，就教大家講：「係無寒天伯公年年天下行

一輪，田肚个害蟲愛喊麼儕除？動物个體格愛請麼儕來鍛練？春天阿姐个溫柔愛

仰般來表現？若(ngiaˊ)公毋係有教過汝兜，只愛先有春耕夏耘，就會有秋收冬

藏，就毋驚霜雪十二月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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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頭鵰博士接等又講：「寒天伯公毋會恁緪(henˇ)心，佢逐年愛轉該下，總係

先拉動風爐起火，趕春天阿姐來到該央時，還分大家燒暖个天時。寒天伯公面冷

心熱無人知，其實四季分明逐儕都係好心腸。」聽了貓頭鵰博士个解析，這下大

家正知得，寒天伯公年年分人拗枉還係年年來，實在當偉大。 

 

  故所到今，年年還係春夏秋冬四季輪等來，膨尾鼠老弟也年年跈等阿公，趕

秋天栗仔成熟時，煞猛撿轉樹窿肚，囥(kong)等好安心過冬。到了寒天北風來時，

佢還愛認真聽等窗門外背寒天伯公講个古──寒天伯公講佢適銀色世界旅行時，

堵著盡多盡多面對困苦、堅耐打拚个感動故事，講愛一樣一樣講分膨尾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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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文、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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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常威先生 聲檔 — 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四縣腔） 

 

  台灣鐵路係縱貫歸隻台灣西邊逐隻大城市个重要交通工具，除忒火車做得載

人載貨之外，在日本時代開始，逐隻火車頭旁脣全部有起一間一間當高當闊个倉

庫。該央時，倉庫係用來暫放穀，放肥，還過其他貨物，再過用火車載到其它所

在。背尾火車頭旁脣緊發展，緊鬧熱，人緊來緊多。穀摎肥就另外尋較庄下个所

在來放。最尾嗄變到舊个倉庫沒用著，漸漸舊忒、壞忒，變到無人敢去該片行。 

 

 

    這幾年政府開始整理火車頭旁脣个舊鐵路局宿舍、閒置个倉庫，拿來活化再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HDRUYTXsm-0laM6GZJzTP-T0rs_56V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HDRUYTXsm-0laM6GZJzTP-T0rs_56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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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像以前紹介過个「舊事生活」，就係竹東火車頭旁脣个舊宿舍整理翻起个。 

 

    中壢火車頭旁脣，共樣乜有恁樣形，81 年歷史个「五號倉庫」。在重新整理

以前，這係一間東南亞餐廳。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碩士畢業个劉醇遠，自 104 年開

始用桃園藝文陣線个名，在網路頂項，摎在地个後生人，用「藝術返鄉」、「桃園

在地」做目標，摎這車頭脣个閒等無用著个倉庫租下來，重新整理，在 107 年正

式開放，斯安到「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五號倉庫」在車頭旁脣，交通當方便，除忒做得分在地劇團、青年就業計

畫、摎在地小旅行「旅壢」、文創品牌「澗仔力製造所」做共下工作个空間。80

坪个空間，乜做得作展覽，還過分劇團表演，未來桃園市設計相關个學生，乜做

得在這辦畢業展，舉辦文化相關个活動，推廣文化觀光，實踐桃園駐地、藝術留

鄉个理念。 

 

    夢想看起來盡好，這群後生人也已煞猛，毋過這下堵著大問題係桃園鐵路地

下化摎車頭愛改建，「五號倉庫」可能會共下分人拆忒。雖然鐵路局講，桃園鐵

路地下化最少愛十年，在這十年內，建物還會保存。這群後生人還係希望這倉庫

做得原地保存，故所今年 2 月 27 號重新發起中壢鐵路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希望

關心在地文化个大家共下來加入連署。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48  2020/05/01 出刊／ 半月刊 

27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48  2020/05/01 出刊／ 半月刊 

28 
 

 

 

 

 

 

 

 

 

 

 

 

 

 

 

 

後生部落格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48  2020/05/01 出刊／ 半月刊 

29 
 

從官方語言變成外國語言？以色列的阿拉伯文 

【文、圖∕樓和念∕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學校公文的第二封信 

前陣子以色列政府緊急宣布，所有大專院校改行線上課程，晚上 8 點宣布，

而學校（難得）有效率地在當天晚上 11 點 email 跟學生更新狀況，告訴我們不要

擔心，而學校因應政府政策應對的細項如何如何，在第一封信裡面，附了兩個檔

案，希伯來文與英文，但有趣的是，過了十分鐘之後，學校又補了一個阿拉伯文

的版本。 

 

英文不是我的母語，用英文讀正式文章還是顯得吃力，但現在狀況時時刻刻

在巨變，每個資訊都很重要，就算有看不懂的字、查了字典還是看不懂怎麼翻譯

的字，還是會一讀再讀，用猜也好，就是要想辦法詮釋每個細節，「要是有中文

的版本有多好」我忍不住在心裡這樣想。出於對翻譯資訊的渴望，這封「補寄的

阿拉伯公文」吸引了我的注意，雖然是補寄，但身為一個非母語人士，我深深知

道能夠用母語讀重要訊息的感覺有多好，我還是很肯定這樣的行為。 

 

但是我和猶太朋友提到這件事的時候，他的態度卻不太一樣：「每個阿拉伯

人都需要學希伯來文，我不太懂學校為什麼要這樣，他們明明就看得懂。」 

 

先分流再合流：三語成為進入大學的基本門檻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被阿拉伯國家環繞、敵視的以色列境內也有阿拉伯人？

也許有人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有許有人覺得很矛盾，他們的處境大概就像這封信

一樣，偶爾被忘記、偶爾被想起，若有似無地存在在這個大猶太主義的國家裡。 

 

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在英國託管之前，以色列這塊土地是鄂圖曼土耳其的一

部份，當時被稱作巴勒斯坦，上頭住了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的阿拉伯人。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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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以色列建國、數次以阿戰爭，有的阿拉伯人離開，有的無處可搬所以被送進

難民營，一待就是三個世代，在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土地上，撤了帳篷，蓋起房子，

如果不看入口處的拱門，難民營內的房舍和一般民宅並沒有太大差異。但還有些

阿拉伯人，選擇留在以色列，玩著一套不為他們設計的制度，成為以色列的公民。

截至 2011 年，根據以色列中央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的資料，以色

列本土及東耶路撒冷有將近五分之一的阿拉伯人（20.5％）。 

 

我的猶太朋友說的沒有錯，在以色列，舉凡要進入大學的阿拉伯人，都需要

精通希伯來文，因爲升學考試和大學授課都是希伯來文，但是弔詭的是，這樣的

教育政策卻不是從小開始的。從國小到高中，以色列採取隔離教育（segregated 

education），依照宗教和語言而分流，一套系統給猶太小孩，一套系統給阿拉伯小

孩，各自用自己的語言學習，兩套系統的課綱相近，但不完全相同（identical），

例如在阿拉伯學校，希伯來文是第二外語，但是猶太學生不會或是很少被要求學

阿拉伯文；極端正統猶太教（Ultra-Orthodox, Haredi）上極正統的猶太學校，世俗

猶太人進入世俗學校，但政府不提供穆斯林學校給阿拉伯學生。 

 

簡而言之，先分流再合流的教育體制下，阿拉伯學生都需要精通三語：阿拉

伯文、希伯來文、英文，語言的門檻無疑提升了阿拉伯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的困難

度，2018 年高等教育委員會（ Israel’s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簡稱 CHE）

的數據顯示，只有 16.1%的阿拉伯學生進入以色列的高等教育系統（學士、碩士、

博士），而大學入學率只有全占全體大學生的 6.3％。 

 

正在希伯來大學唸書的台灣朋友提到， 學校有個輔導員制度，幫助母語不

是希伯來文的同學，不會因為語言而耽誤學習進度，「我有些阿拉伯朋友也會有

輔導員，所以我常常會看到一個很可愛的畫面，一個穆斯林跟一個帶著 kippa 的

猶太人坐在一起討論功課。」而這個可愛畫面背後的數據是，入學後的阿拉伯學

生的輟學率偏高，必修科目的通過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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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和 10 年前的入學人數相比，阿拉伯裔的學生成長了將近兩倍，

在去年高等教育的入學人次正式突破 50000 人。CHE 表示，2012 至 2016 年投入

大量經費，幫助有意願在以色列大學就讀的阿拉伯裔高中生、大學生，準備入學

考試以及輔導希伯來文，也特意撥了款項，幫助那些順利入學的阿拉伯學生，能

夠挨過大學第一年的適應期。因為成效顯著，政策延長期限至 2022 年。 

 

 

（順利進入高等教育的阿拉伯學生，跟十年前相比人數有將近兩倍的成長，但只佔全體學生不到兩成的比

例。圖片來源） 

 

在 70 年、2 個月又 5 天之後，阿拉伯文被官方語言除名 

 

阿拉伯文在以色列不只是被排除在正式的考試制度、高等教育之外，她在日

常生活中的地位也逐漸受到威脅。初來乍到，不論是公車的報站系統、大街小巷

的白色路牌、食物標籤，都不難看到希伯來文、阿拉伯文、英文三語並行，原來

https://che.org.il/en/%d7%94%d7%a0%d7%92%d7%a9%d7%aa-%d7%94%d7%94%d7%a9%d7%9b%d7%9c%d7%94-%d7%94%d7%92%d7%91%d7%95%d7%94%d7%94-%d7%9c%d7%97%d7%91%d7%a8%d7%94-%d7%94%d7%a2%d7%a8%d7%91%d7%99%d7%aa/
https://che.org.il/en/%d7%94%d7%a0%d7%92%d7%a9%d7%aa-%d7%94%d7%94%d7%a9%d7%9b%d7%9c%d7%94-%d7%94%d7%92%d7%91%d7%95%d7%94%d7%94-%d7%9c%d7%97%d7%91%d7%a8%d7%94-%d7%94%d7%a2%d7%a8%d7%91%d7%99%d7%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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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頻繁的出鏡率，是因為他「曾經」是 70 年、2 個月又 5 天的官方語言，

但前陣子正式被除名了。為什麼？並沒有明確發生什麼事造成這個改變。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因為跑步而腳趾甲脫落的經驗。受傷的腳指甲不會直接脫落，而是會

被慢慢的代謝，等到新的指甲長穩了、變得強壯了，舊的指甲只要輕輕一碰，就

掉了。阿拉伯文也在大猶太主義長穩了、變得強壯之後，而「自然脫落」於以色

列的社會之外。 

 

（不論是公車的報站系統、大街小巷的白色路牌、食物標籤，都不難看到希伯來文、阿拉伯文、英文三語

並行。） 

 

兩年前（2018），內坦雅胡政府正式廢除了阿拉伯文的官方語言地位。第四

條明文提到，以色列的官方語言只有希伯來文，「阿拉伯文仍保有特殊地位」。但

是以色列當地媒體+972 Magazine 前主編 Michael Schaeffer Omer-Man 評論：「有時

候法律實際做了什麼，比她說了什麼更重要。這個法律由裡到外顯現的，就是告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48  2020/05/01 出刊／ 半月刊 

33 
 

訴你，身為阿拉伯人的以色列公民，因為你不是猶太人，所以這個地方不屬於你，

相反的，以色列屬於「所有」猶太人，儘管其中有一半不是以色列公民。」。而

法源依據——國家基本法（Basic Law: Israel as the 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

更因為牽涉敏感的屯墾區議題，而被許多人評論是充滿爭議、甚至是帶來問題的

（problematic）。 

 

用你懂的語言，訊息可以進到你的腦袋，但是用你的語言，訊息可以進到你

的心 

 

有時語言是工具，有時候語言是感覺，一種被接納、「回家」的感覺。每個

阿拉伯人也許會說希伯來文，但無可否定母語挾帶資訊進入腦袋，更是提供安定

人心的力量。在以色列每五個人裡面就有一個有阿拉伯血統，他們在國際上被稱

為以色列人，他們住在自己的國家，拿著國家的護照。我拿著台灣的護照，來到

這裡一年，我是一個外人，他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生活在這裡，但在一套不歡迎

非猶太人的制度之下，他們似乎一樣也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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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腦瓜不只是賣腦瓜 

  【圖／文轉自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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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珩偉影像培力工作坊 

【圖／文轉自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活動日期：固定每週四（04 月 16 日至 06 月 04 日） 

 

活動時間：18：30 ～ 20：30 

 

活動地點：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HK11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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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對影視廣告有興趣者 

 

活動內容：藉由導演之授課，培養學員影像獨立接案與執行能力，尤以具電  

影感之影像風格為主。 

 

講師資訊：邱珩偉 導演／編劇／剪接 

⚫ N&M Films 負責人兼創意總監（2010 年 5 月至今）。 

⚫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碩士班創作組，專攻導演、編劇。 

⚫ 電影短片作品《該死的日子》入選 2015 第 31 屆柏林國際短片影展、2016

第 15 屆城市遊牧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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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海外客家 

【文／圖轉載自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講者：中壢社大前校長藍清水博士 

 

日期：5 月 7 日（四） 

 

時間：14:00-17:00 

 

演講地點：客家學院大樓 HK-115 教室 

 

主辦單位：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防疫期間，參與師生請務必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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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客家語朗讀文章徵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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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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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桐花祭  

【圖／文轉自客家委員會】 

 

桐花．客家．緣 

每年春夏交替之際，臺灣嘉義以北山區、東部的花蓮、臺東，到處都可以欣

賞到油桐花滿山遍布的雪白美景，尤其是桃園、新竹、苗栗一帶客家庄四、五月

更是白雪紛飛，形成臺灣最美的風景。 

 

客家人經歷兩、三百年「開山打林」的歷史，滿山遍野的油桐樹，曾是客家

人早年重要的經濟作物，所以油桐樹與客家人的淵源相當深厚。 

 

油桐生命力強，也被用來描述性格節儉、堅毅的客家人。隨著時代變遷，油

桐樹的經濟價值不復存在，但是強勁的生命力，仍在山林間隨春日時節花開花落，

為客家庄的經濟變遷做最好的見證。也如同歷經多次遷徙的客家民族，在面對不

同環境的淬煉中，總是堅守根本、堅持創新。 

 

活動資訊 →  https://tung.hakka.gov.tw/ 

  

https://tung.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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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雪 地景藝術 

  【圖／文轉自客家委員會】     

 

活動時間： 4／4（六）－ 5／24（日） 

 

活動地點：臺灣客家文化館 （苗栗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南路 6 號） 

 

活動內容： 

桐花，不僅是花， 

而是一個季節中的無限想像與美景。 

 

藝術家游文富以竹、土地等大自然元素， 

詮釋桐花落地浩瀚雪景， 

為客家、土地、生命力，作了最美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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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客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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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àu-lú khah-lah 少女卡拉∣許你一片麥田  

【圖、文／轉自 Youtube】 

 

【2019 客家流行音樂大賽 首獎】 

Siàu-lú khah-lah 少女卡拉，用少女心歌唱，歡喜又帶著輕鬆的氣息，就像是

卡拉帶陪伴在大家身邊。用臺灣的語言創作，希望可以讓大家聽我們的歌，把母

語學回來。 

 

歌詞 

gimˊvongˇ mag long ciin ciin suiˋ vunˇ 

金黃麥浪 陣陣水紋 

ngiˇdenˋienˋ hi iuˊ ngiˇ ge siinˊ iangˋ 

你等遠去 有你个身影 

ngaiˇ cai fuˇ bienˊ seuˋ vugˋ denˋ ngiˇ 

𠊎在湖邊小屋等你 

denˋ ngiˇ 

等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z0Y4cc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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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ˋ enˊ deuˊ idˋ pienˋ mag tienˇ 

許(亻恩)兜一片麥田 

zeuˋ a zeuˋ ba seu ngienˇ seu ngˋ 

走 a 走 pa 少年少女 

zeuˋ a zeuˋ pa zeuˋ vongˊ siiˇ toi duiˊ iaˋ 

走 a 走 pa 走往時代追呀 

maˋ nginˇ hiˋ enˊ deuˊ idˋ pienˋ mag tienˇ 

麼人許(亻恩)兜一片麥田 

gimˊvongˇ mag long ciin ciin suiˋ vunˇ 

金黃麥浪 陣陣水紋 

ngiˇ denˋienˋ hi kiuˋ doˋ ge nginˇ iuˊmoˇ gieu a 

你等遠去 揪著个人有無噭啊 

ngaiˇ cai fuˇ bienˊ seuˋ vugˋ denˋ ngiˇ 

𠊎在湖邊小屋等你 

denˋ ngiˇ 

等你 

mˇ go ngaiˇ 

毋過𠊎 

diauˇ do di idˋ pienˋ mag tienˇ 

著著在一片麥田 

zeuˋ a zeuˋ ba seu ngienˇ seu ngˋ 

走 a 走 pa 少年少女 

zeuˋ a zeuˋ ba zeuˋ vongˊ siiˇ toi duiˊ iaˋ 

a 走 a 走 pa 走往時代追呀 

maˋ nginˇ hiˋ enˊ deuˊ idˋ pienˋ mag tienˇ 

麼人許(亻恩)兜一片麥田 

zeuˋ a zeuˋ ba seu ngienˇ seu ng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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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a 走 pa 少年少女 

zeuˋ a zeuˋ ba zeuˋ vongˊ siiˇ toi duiˊ iaˋ 

走 a 走 pa 走往時代追呀 

maˋ nginˇ hiˋ enˊ deuˊ idˋ pienˋ mag tienˇ 

麼人許(亻恩)兜一片麥田 

kiuˋ doˋ liaˋ kiunˇ bunˊ liˇ benˊ gongˊ 

揪著這群奔離崩崗 

gimˊvongˇ mag long ciin ciin suiˋ vunˇ 

金黃麥浪 陣陣水紋 

ngiˇ denˋ ienˋ hi 

你等遠去 

iuˊ ngiˇ ge siinˊ iangˋ 

有你个身影 

ngaiˇ cai fuˇ bienˊ seuˋ vugˋ denˋ ngiˇ 

𠊎在湖邊小屋等你 

denˋ ngiˇ 

等你 

hiˋ enˊ deuˊ idˋ pienˋ mag tienˇ 

許(亻恩)兜一片麥田 

 

作詞：李唯聆、N̂g tí ka（黃稚嘉） 

作曲：N̂g tí ka（黃稚嘉） 

主唱：N̂g tí ka（黃稚嘉） 

吉他：陳秉強 

貝斯：林威佐 

鼓手：王柏元 

和聲：邱丹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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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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