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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是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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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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下還有民間文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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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下還有民間文學無 （四縣腔） 

 

民間文學在中國、在臺灣，一直就在民間流傳。無人用漢字寫成作品，也無

人認為該做得安到文學。就恁樣，上一輩个人講分下一輩人个聽， 聽著个人又

用厥个話，講分別人聽，傳等下去。故所這種民間口傳口所形成个文學安到「口

傳文學」，也安到「口頭文學」。這種文學，(同)用一般个文字來表現个「俗文

學」就無共樣。 

    就因爭係口傳口，無共樣个口，就會傳出無共樣个東西(像故事、神話、諺語、

歌謠、令仔……等等)。結果，共一個故事，無共地方、無共時代，流傳到背尾， 

就會有兜仔變化、有兜仔差別，這就係民間文學个第二特色「變異性」。  

    除忒口頭性、變異性以外，民間文學係毋知麼人寫个，無作者姓名，淨知哪

流傳出來定定。也做得講係民間集體个創作，各地就有人去傳去講，你傳吾个、

你傳(亻厓)傳、你講佢講，緊講緊變，緊傳緊多作者，這就係民間文學个第三特

色「匿名性」(也係集體創作性)，同一般有名有姓个作家文學無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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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李文古故事」，梅縣該片講李文固係松口人，明末清初个秀才。還

細時就精靈古怪，聰明好抓作人，尤其同厥叔同佢个細叔姆、先生、同學、搞伴

仔之間，搣出一大堆个笑料。傳到臺灣，就改變好多仔个笑料，也共樣流傳下去，

像梅縣袁祥宗所傳个李文固。係講李文固阿叔李二何，分明朝解職轉到梅縣，心

肚不滿，就在厥拐棍仔項刻等：「用之則行，不用則藏，唯我與汝相賴」，李文

固看吔偷偷仔也在拐棍仔項刻：「危而不恃，顛而不扶，愛汝有何作用？」李二

何分侄仔諷刺了後，就將拐棍攉忒。這段故事臺灣个李文古笑科，因爭愛配合表

演唱曲，較難表現，故所一般場合，就無拿來傳講，慢慢仔同梅縣就有差別，這

就係民間文學个變異性，兩片就毋知作者係麼人，故所也有厥个匿名性，這故事

係用講用唱來表現个，故所也係口頭性同表演性个民間文學。 

    這兜民間口傳口流傳下來，當豐富又有歷史傳承个文化之寶，對每一個族群

來講，係傳承文化命脈个所在，也係代表族群本身特色文化个重點。尤其一個分

人統治無自家語言自主性个族群，下二擺愛恢復自家語言文化，尋轉自家文化特

色該下，就愛靠自家个民間文學所傳承下來个種種特色，去建立、去組成自主性

个文化。像德國從法國統治當中獨立出來，就靠民間流傳个日耳曼語，傳承德國

民間文化，脫離法國統治以後，也靠民間文學來重建自家个文化。其他像芬蘭脫

離瑞士，乜係靠傳承芬蘭語言文化个民間文學，正有辦法尋轉自家个芬蘭文化。

客家人一直就講別人个話，自家个語言文化慢慢仔就消失特咧。下二擺，乜愛靠

客家民間文學所傳承个語言文化，來重建自家个文化特色。 

    毋過，文化生命拚毋贏時代進步，今晡日媒體網路進步忒遽，網路電視吂發

達以前，自由講古傳分後代無記名个作品，抑係大家坐到涼樹下、禾埕肚，大人

講分細人仔聽个東西，現下全無辦法傳承接續下來，大家一有閒就揇等電視、電

腦、手機，無機會聽長輩个老古人言。該當然，祖先留下來个口頭文學在這代人

就會斷層。下二擺係講還有流傳民間文學，可能伸著網路流傳个毋知作者个笑料

同歌曲，抑係半打油詩等等个東西。其他祖先流傳下來个故事，像神話，抑係諺

語感情、智識智慧，一抹煞會攉到淨淨，轉換到網路流行个俗文學定定。也就係

講有歷史性傳承性个口頭作品，因爭無承傳个能量就會日漸日消失，留下來个係

網路流行个俗文學，這兜有文字記載个東西，就毋係口傳文學咧，加上有作者有

版權也無係集體創作，該就無變異性吔。 

    總講現代網路發達之下，客家民間文學係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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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尞尞」海客文化音樂季 

                                                                         【文、圖／陳婕如】 
八月已於桃海三生專欄尾端向大家賣個關子，自九月開始將一一介紹學生

精心企劃及設計的作品，首先要介紹的是由中央大學徐嘉佑同學與中原大學林

思華、李右慈、陳奕霖同學共同企劃的『「海邊尞尞」海客文化音樂季』。 

明、清時代來臺的漢人主要是中國大陸沿海一代的閩南人與客家人，渡海

來臺後，閩南人大多定居在沿海或平原，從事捕魚或農耕，客家人大多定居在

丘陵地區，以種植作物維生，故有：「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之說，但桃

園市臨海的新屋區除了將近九成的人口是客家人，境內的永安漁港更是臺灣少

數的客家漁港。客家族群在臺灣不只有他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近年來更有許多

年輕一輩的客家子弟投入客家流行音樂的創作，期望能夠將客家元素融入於流

行音樂之中，讓更多的人能夠看見客家文化。因此本團隊規劃一個活動，將活

動命名為「海邊尞尞」海客文化音樂季，希望透過聽覺藝術來吸引各方民眾前

來永安海邊，到海邊來玩玩、到海邊來逛逛，也是海邊尞尞的意思。一方面透

過音樂季帶來人潮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民眾能夠體驗當地的特色產業，聽

聽當地的故事，另一方面能對外傳遞客家流行音樂，打破以往客家音樂被侷限

為客家山歌的印象，也能夠讓大家更了解新屋獨特的海洋客家文化。 

 

 

為使音樂季能順利進行且會場秩序能更加流暢，本團隊參照其他大型活動，

設計貴賓證、工作人員證等相關證件以供識別，參與民眾則發放獨家設計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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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供現場識別亦可留念。現場還有販售許多精心設計的相關周邊商品，如海

邊尞尞帆布包、紀念貼紙及以牽罟漁網概念純手工編織的提網可供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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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時間…過…好快… 

【圖／涂泰維；文／後生人】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暑假要結束啦～要好好調整作息準備上課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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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止有八合米  行遍天下不滿升 

【文／何石松】 

何石松教授 聲檔 — 命中止有八合米，行遍天下不滿升（海陸腔） 
  命中止有八合米，行遍天下不滿升，從表面認知介意思來看，係講一生人命

中止有八合米糧，仰般也無辦法長到一升介米，斯像命帶入骨，刀嫲斧頭削毋㪐

共樣。其實，這係正言若反，唱顛倒歌，希望刺激後生人愛增志，愛打拚，多做

好事，毋好分衰運打橫，毋好分苦境困著，處處替人設想，天助自助人助，該就

無一定會不滿升。 

 

歷史上就有一個安到范丹介後生人，非常打拚做事，但是，還係苦到屙痢肚。

聽講佢 20 歲該年，摎外背討轉來介米，愛捨到米缸肚去，實在真奇怪，明明帶

轉來幾下升介米，該一升米介米缸，仰般都張毋會淰。無奈何，歇睏一下好咧！ 

 

范丹堵堵當想愛睡目，迷迷痴痴試著有一條老鼠來偷食米，佢目珠擘啊開，一

下就摎老鼠捉著，愛摎佢擲死，無想著，老鼠煞煞就講：「范丹啊，你做毋得

摎𠊎(亻厓)打死！」范丹一聽，啊，老鼠也會講話，就問：「該你仰愛來偷食

𠊎(亻厓)介米呢？」老鼠就講：「係佛祖喊𠊎(亻厓)來食介，佢講你這生人賺幾

多，食幾多，你命中止有八合米，仰般做也不滿升，所以多出來介，就愛摎你

食忒啊！」范丹就問：「佛祖戴哪位？」老鼠講：「佛祖戴在天西無恁遠，愛

經過七七四十九條河壩，愛翻過九九八十一座高山，受過八八六十四隻災難，

正會到該西天啦！」 

 

范丹仰般都想毋解，佢賺介米會不滿升？就決定愛單人獨馬，自家一儕去西

天尋佛祖，問隻講究，仰會行遍天下不滿升？𠊎(亻厓)正毋信。范丹正經愛去尋

佛祖囉，一個人壯志凌雲出鄉關，毋驚苦來毋驚難；日時毋驚日頭曬，暗時毋驚

鬼來纏；行到目花又鼻黃，踉踉蹌蹌嗄橫在路邊漘。佢醒來時節，一個老阿伯兜

等一碗糜分佢食，非常關心佢，仰般會橫在路邊漘啊？ 

 

老阿伯知著范丹愛去西天，就拜託范丹講：「𠊎(亻厓)有一個妹仔，十八歲

還毋會講話，你摎𠊎(亻厓)問好無？」范丹答應好，繼續向前行，毋知經過幾多

日仔，來到一間廟前，廟肚伯公知范丹愛去西天，也拜託范丹：「𠊎(亻厓)在這

修煉千年咧，仰般還無辦法上天，你摎𠊎(亻厓)問一下佛祖，好無？」好心介范

丹，當然就講好。嗄等又上路，行到一條大河壩，原來該就係通天河啊！河壩又

闊又大，流水又深又急，仰般過呢？既然來到這，死乜愛過去，無想著一隻大團

魚講愛背佢過去，團魚又拜託佢講：「𠊎(亻厓)修煉千年，還無辦法變龍，你摎

𠊎(亻厓)問問仔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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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千辛萬苦介范丹，該載啊來到西天咧！不過，恁毋堵好，佛祖出國去尞

咧，交代一位尊者，問范丹，尋佛祖做麼介？范丹講：「𠊎(亻厓)愛問自家介事

情，還愛問別人介事情。」 

  

尊者講：「人做毋得恁貪心，你愛問自家介事，無就問別人介事！做毋得

問自家介事情，又愛問別儕介事情！」范丹聽著盡尷尬：𠊎(亻厓)一心來西天，

就係愛問自家介事啊，不過，若係問自家介事，加下轉去路上仰般對佢兜交代？

係問佢兜介事，𠊎(亻厓)自家介事又無問著，該毋係石灰掞路――打白行乜？范

丹想去想轉：𠊎(亻厓)一生人都做好事、講好話、守信用，摎人𢯭手，常扯在該

無火挼菜刀――暗幫別人，仰般今日可以大大方方介來幫助別人，嗄恁為難？哈！

范丹啊范丹，當然愛問別人介事情正著啊！ 

 

突然之間，范丹感覺天寬地闊，一色青天，就摎尊者講：「𠊎(亻厓)愛問別

人介事情！」尊者就對范丹講：「佛祖愛走介時節有交代，係講有人來問自家介

事，摎佢講，佛祖麼介都毋知唷，係講愛問別人介事，佛祖已經寫好在壁頂，請

佢自家看。」原來啊壁頂有四句話在該： 

     	范丹好運在眼前，	

	 	 	 	 	 	石女遇夫口能言；	

	 	 	 	 	 	伯公貪財金滿屋，	

	 	 	 	 	 	一鼈三珠難上天。	

 

范丹歡喜壢天行等轉，行到通天河，堵著該隻大團魚，就摎佢講無辦法上天

介原因係：「一鼈三珠難上天。」團魚聽著非常歡喜講：「難怪啊，𠊎(亻厓)身

上有避水珠，又有避火珠，還有避風珠，這斯能保護自家性命定，無辦法幫助別

儕啊，難怪毋會上天。𠊎(亻厓)將這三隻寶珠全部送你好咧！」果然，該團魚一

下就變龍上天去咧！ 

 

范丹拿等三隻寶珠轉到伯公下，將佛祖介話摎伯公講：「伯公貪財金滿屋。」

伯公聽了後，就摎佢平時壙起來介金銀財寶，全部送分范丹。 

 

范丹轉到老阿伯介禾埕背，恁堵好厥妹仔企在該，一看著范丹，就大聲頦該

喊：「爸爸，范丹轉來咧！范丹轉來咧！」厥爸聽著奇怪，煞煞走出來，一看著

范丹，當暢斯問：「佛祖仰般講？」范丹斯將「石女遇夫口能言」摎老阿伯講，

老阿伯歡喜歕天，就將妹仔送分范丹做餔娘。范丹人財兩得，渡等餔娘，帶等珍

珠錢財，慢慢仔行等轉，正經係――范丹好運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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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止有八合米，行遍天下不滿升，范丹用佢介堅耐打拚，老實信用，處處

為別人設想，重新註解這句話，該就係：命中哪止有八合米定定，行遍天下服務

社會，更係淰盆淰缽，滿斗滿升；財丁兩旺，金玉滿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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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56 期中大客家電子報出刊嚕！請大家多多指教。 

 

承蒙大家，恁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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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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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全國交通大執法 

【文／後生人 圖／中央社製圖】 

 

「馬路如虎口 」，內政 部警政署 宣布於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全

國路口大執法，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機車不停讓行人」、「車

輛轉向不暫停讓行人優先通行」，罰鍰都是 1200 元至 3600 元，「汽機車闖

紅燈」罰 1800 元至 5400 元，「紅燈右轉」罰 600 元至 1800 元，「行人未依

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行人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手勢指揮穿越

道路」罰鍰都是 300 元。提醒駕駛人轉彎、行經路口減速 慢行，應禮讓 行

人，尊 重行人路 權，行人也要 走斑馬線，不闖越車道，共 同遵守交 通規

則維護安全，減少交通違規，降低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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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人打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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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人打嘴鼓 

    講客廣播電臺自今年 4 月起，在本校客家系開設 3 個節目，分別是大學部學

生製作的【如淇而至】、【係在阿囉哈】和研究所師生主持的【後生 Hak 到你】。 

    節目都採預錄方式，你只要點開網址，或下載講客廣播電臺 APP，隨選隨聽，

內容精彩，也歡迎您的加入，以下為各節目的簡介： 

 

【如淇而至】每週二 3：00〜4：00 

把深夜的疲憊與一天的緊湊感在這一小時內放下，傾聽那些簡單又平凡的生活閒

聊及主持人帶來的書籍、音樂、展覽推薦。拋下生活的煩悶，一起進到「如淇而

至」的世界，也一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會如期到來。 

 

5 月 26 日本期在第一單元【閲光華華】單元介紹關於頭前溪的故事《吾爸》。第

二單元【弦外之音】 介紹張惠妹及分享其歌曲「偏執面」。第三單元【藝起行

行】則是推薦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歡迎民眾參加體驗。 

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17279 
 

6 月 2 日本期在第一單元【閲光華華】單元介紹「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辣炒年

糕」該本書籍。第二單元【弦外之音】 延續上周，分享「這樣你還要愛我嗎」、

「我要快樂」。在【藝起行行】中分享名偵探柯南科學搜查展的展覽資訊及其特

點。 

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1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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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本期在第一單元【閲光華華】向大家分享《臺灣客家文學選集》中杜潘

芳格的作品，在【弦外之音】則是分享臺韓混血的創作歌手洪安妮及她的歌曲，

後的【藝起行行】推薦大家可以去臺北信義區的眷村：「四四南村」逛逛，了

解眷村文化。 

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17650 

 

  【係在阿囉哈】每週三 3：00〜4：00 

     6 月 3 日第十集邀請到 Practices community 的創辦人──通訊系的戴宇星同

學，分享創辦 Practices community 社群的經驗以及社群舉辦的活動。Practices 
community 是中大第一大的社群，主旨是幫助參加的人能找到自己的興趣，並進

行自主學習，他們舉辦的活動不計其數，也提供給很多中大的同學資源，是令中

大人驕傲的學習行社群。 
究竟宇星創辦這個社團的契機是什麼呢？高中老師的一則煩惱文，提供什麼

樣的靈感？在這四年來的風風雨雨， 感謝的人是誰呢？四年來有困難、坎坷，

也有欣慰與驕傲，歡迎大家在節目中聽他娓娓道來。  
〈客家文學〉單元帶來邱一帆老師的三首新詩：〈在哪位〉、〈番薯〉和〈蟻

公人生〉 
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1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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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戴宇星 
    6 月 10 日第十一集《係在阿囉哈》再次邀請到戴宇星，這次他要和我們分

享參加「客庄移居計畫」的大小事！「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由客家委員會發

起，希望藉由召集有意願者入住客庄，發揮創意與靈感，整合地區資源發展，為

客庄注入新活力。 
是什麼激發他去參加這個計畫呢？為了申請客庄移居計畫，他準備了什麼樣

的內容？這個計畫只是他大一到大四的願景中的一部分，其餘的部分是甚麼呢？

讓我們一起聆聽這位自強不息的強人娓娓道來吧！ 
〈客家文學〉單元帶來邱一帆老師的三首新詩：〈茶園坪〉、〈好望角〉、

〈工夫茶箍〉 
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1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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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戴宇星 

6 月 17 日第十二集《係在阿囉哈》邀請到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的劉虹均來

到節目中分享參加「2019 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的心路歷程。「客家青年國

際事務訪問團」是客委會為鼓勵青少年參與國際事務特地籌組的團體，帶著客家

青少年赴海外學習國際事務，以體現客家文化世代薪傳新氣象。 
 
這麼特別的訪問團甄選條件很嚴格嗎？訪問團出行之前有哪些特別的訓練大小

事？出訪前往的國家在遙遠的南半球呢〜想知道更多「客家青少年國際事務訪問

團」的資訊嗎？快來關注按讚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HakkaYouthInternationalAffairsMission/ 

〈客家文學〉單元帶來邱一帆老師的三首新詩：〈山腳下个日本宿舍〉、

〈番薯跈葉愐起〉、〈禾田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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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17961

 
圖：劉虹均 

 

歡迎按讚、追蹤我們的粉專，可以看到我們的 新的資訊唷！ 
https：//www.facebook.com/Isinal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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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嚇到你】每週四 3：00-4：00 

8 月 13 日第 20 集「昔日與客家的緣分，今日突破難關完成學業 / 受訪者：楊世

玲」 

 

這一集節目很高興邀請到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暨社會科學系在職專班已經畢業的

世玲學姊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外省人的她從小在客家庄長大，並受到好客

的鄰居阿公阿婆照顧的可愛溫馨小故事，也因為這些童年回憶讓她寫下了動人的

文章，投稿至客家語朗讀文章，以及參與客語教學教案比賽獲選的作品也會在這

一集節目中分享喔！當然研究生 重要的寫論文的過程，世玲學姊發生了一件大

大大事，讓在場的主持人目瞪口呆，究竟是什麼事呢？來聽這一集能量滿滿，故

事也滿滿的後生 hak 到你吧！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1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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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楊世玲學姊 

 

8 月 20 日第 21 集「認真生活，熱愛研究，沉浸在訪談之中 / 受訪者：邱兆乾」 

 

很高興可以再次訪問超優秀的兆乾學長，上集訪問他時正在煩惱論文如何收尾及

畢業後的目標─公職生活，這次來到節目中卻已華麗轉身為準畢業生及準博士生，

這樣的轉變中間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論文完成的他，在這條路上又發生了什麼有

趣又感動的小故事呢？你一定要來收聽！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1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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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準博士生邱兆乾 

 

8 月 27 日第 22 集「對音韻有獨特的熱情與興趣，並創立讀書會與學弟妹一同學

習 / 受訪者：羅程詠」 

 

從大學開始進入客家系，參與了大大小小的社團與活動，生活充實之餘課業也兼

顧，研究所時創立讀書會與學弟妹們一起學習，讓大家認為困難的音韻跟上進度，

並感到興趣，現在已經成為博士班的新生，對客家研究充滿熱情的程詠學長究竟

會如何安排接來的生活，而這一段漫漫長路又有遇到什麼困難與浪漫呢？讓我們

一起聽下去吧！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19933 

 
右二：羅程詠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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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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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過百年歲月个圓光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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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過百年歲月个圓光禪寺（四縣腔） 

中壢月眉里个圓光禪寺，自日本大正 6（1917）年開山創立到這下，行過 103

年吔！係桃園地區有名个佛教聖地，毋單止第一任住持係客人，連到這下第五任

住持全係客人。  

圓光禪寺个開山祖師、第一任住持妙果法師，係中壢郡平鎮金雞湖人，俗名

葉阿銘，清光緒 10（1884）年出世，到民國 52（1963）年過身，享壽 80，戒臘

51 年。13 歲厥爸就過身吔，過無幾年間，三個阿哥也一個一個仔離開人間，心

肝艱苦，試着人生無常，18 歲食齋，到大溪員樹林个齋明堂（今齋明寺）修行。

幾經因緣，熟事福州鼓山湧泉寺來臺灣个覺力禪師，在明治 44（1911）年，過海

到湧泉寺聽覺力禪師講法，跈佢披剃出家，過一年，同振光老和尚受具足戒。後

來有事情轉來臺灣，因緣際會又在觀音山凌雲禪寺熟事大湖个劉緝光先生，談講

起佛寺个計畫。 

過忒年，大正 1（1912）年 1 月，劉緝光、吳定連兩儕邀請妙果法師到大湖

汶水起建佛教道場。開工過後，佢過海去鼓山同厥師父覺力法師報告起寺經過，

邀請師父來主持開山。就恁樣，大湖个法雲禪寺，在劉、吳兩隻家族出錢出力，

覺力、妙果兩位法師弘法之下，在大正 3 年落成過後無幾年間，學佛風氣大勝，

名山高僧、各地信眾，相賽來參拜進香，使得大湖法雲禪寺同基隆月眉山靈泉禪

寺、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高雄大岡山超峰寺，合講「日本時代臺灣佛教四大道

場、四大法派。」 

圓光禪寺原來係當地邱屋人打算愛起來修行个位所，有一日，邱阿興、邱葉

梅妹兩公婆到法雲禪寺去參拜，試着建築當莊嚴，念佛之聲當好聽，心肝歡喜，

就恭請妙果來中壢開山。妙果又請示覺力師父，得着師父个准可。邱屋捐地十過

甲，銀圓七千零，在大正 6（1917）年開始起建，三年後完成，當時安到「月眉

山圓光寺」，擔任第一任住持（圖 1）。因為鼓山湧泉寺傳个係佛教曹洞宗，一

脈下來，法雲禪寺、圓光禪寺也係曹洞宗。圓光寺創立過後，妙果法師全力弘法，

創辦「臺灣佛學院」，禮請慈航法師過海來臺擔任院長。毋過怕係因緣吂足，抑

係時機吂熟，維持六隻月就暫停吔！毋過當時係無妙果法師打下个基礎，也無後

來个圓光佛學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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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一代住持妙果法師（2020.08.22 翻印自《走過百年－圓光禪寺開山一百

週年回顧展集錦》）頁 18 

 

民國 52 年，妙果法師過身，選出第二代住持能明法師。能明法師俗姓謝，

苗栗公館人，到 62 年高齡 85 歲退休，選出第三代住持本明法師。本明法師係桃

園本地人，俗姓葉，係妙果法師个高徒，擔任過獅頭山元光寺住持 12 年，毋過

因為年紀大咧，做 1 年就堅持讓賢，選過如悟法師擔任第四代住持。如悟法師俗

名蕭金榮，昭和 13（1938）年在苗栗頭屋出世，14 歲在法雲禪寺跈真源法師出

家，讀過幾下間佛學院、香港能仁學院，學識、功力當深。 

如悟法師 63 年擔任第四代住持過後，首先同原來个大殿拆忒，重新起過北

方宮殿式个建築，莊嚴雄偉，加上庭園設計，景色非常个靚美。民國 70 年，繼

續辦理僧伽教育，將「臺灣佛學院」改名安到「圓光佛學院」，擔任院長，開始

第一屆招生。學生仔毋單止係本國人，還有從世界各地來个。到 73 年第二屆招

生，分初級班、高級班、研究班，民國 76 年，成立「圓光佛學研究所」，變到

國際性个佛教學院。其他還成立「財團法人圓光文教基金會」，同醫院合作到鄉

下醫療義診，在西片析買地增設「圓光佛學院」校本部，起學寮宿舍，出版佛學

書籍，舉辦佛學研討會發表論文、齋僧大會、普渡法會這兜，擴大辦學規模。 

民國 100 年，如悟法師擔任圓光禪寺導師，選出第五代住持性尚法師。性

尚法師民國 55 年在美濃个佛教家庭出世，民國 90 年，36 歲時讀圓光佛學院大

學部，跈本寺住持如悟法師披剃出家，46 歲接住持。佢後生、用心、煞猛，當肯

學習，繼續辦理佛學教育，海峽兩岸宗教論壇，106 年辦理慶祝開山 100 週年紀

念慶典，舉辦展覽、到大湖、鼓山尋根之旅，參加桃園市政府臺灣燈會、花草節

這兜活動。 

當多人老一輩个人怕還記得，頭擺中壢吂有圖書館以前，讀書人想愛考大

學、高普特考，圓光禪寺環境清幽，花草清香。有石桌石凳，大樹遮陰，陣陣涼

風，係讀書个好所在，當多人會來這位讀書。到這下，斗換星移，寒來暑往，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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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知仔，行過百零年歲月个圓光禪寺，培養當多佛學个人才，變到遠近有名个佛

教聖地，還有當多人來這參拜遊尞。（圖 2、3） 

  

圖 2、3  107 年筆者帶領桃園客家事務局辦理个桃園客家知識學苑學員參訪圓

光禪寺，該院法師紹介建寺沿革、弘法、佛教教育、普渡眾生工作。

（2018.07.29 攝） 

 

「出家容易修行難，受戒容易守戒難」，相信圓光禪寺將來擴大佛學教育弘

法，會同佛法匯集成一股清流，讓法燈做得燈燈相續，光明無限照耀，分眾生儕

儕都清涼自在，離苦得樂，增加福慧安康。 

 

（本文參考圓光禪寺編印个《走過百年－圓光禪寺開山一百週年回顧展集錦》、

《圓光禪寺開山 100 週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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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卦 

賴維凱老師 聲檔 — 目卦（南四縣腔） 

 

【文／賴維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Instagram @twentythirdnineteen 

聽講你蓋靈 

儕儕都尋你問事 

你目金金仔 

聽等同事个故事 

堅定个眼神 

支持佢等个心事 

跈等講个話 

分人燒暖个感動 

 

就係恁仔 

聚概人都蓋欽服 

自家乜係 

不時去尋你目卦 

有事無事 

分你目卦一下仔 

大事細事 

總會分你化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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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苦吔恁多年 

總算愛行入你想過个人生 

命運仰會恁仔 

麼个愛定定仔帶走若目珠 

想過尋你目卦 

嗄毋知愛仰仔安慰你過好 

一斡頭个笑容 

顛倒看著你心目中个日頭 

 

【註解】 

目卦：音 mugˋ gua；借「卜卦」之意，指能用眼神參透對方的心事。 

聚概：音 qiugˋ koiˋ；全部。 

化核：音 fa hedˋ；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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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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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合作个時鐘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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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針摎分針，本來係好朋友，日日在圓形个運動坪走相逐。分針腳長長，三

步腳就走到濛線，時針腳短短，任走就走毋贏分針，故所分針就緊來緊驕傲。分

針講：你還濫喔！(亻厓)一日走二十四轉涼涼，你正捩著兩圈，還拔氣毋上頸，

較細義兜仔嘿！蟻公毋好踏死喔！時針本旦毋插佢，自家 mak_mak_e_（堅毅不

懈）緊走。日仔一日一日過，分針見超過時針一圈就笑一擺。 

 

第一圈笑一聲「噹」。 

第二圈笑兩聲「噹噹」。 

第三圈笑三聲「噹噹噹」。 

每半圈又還愛加笑一下「～噹～」。 

 

  人講：「火愛人燒著，人愛人打落」，這一日，時針想：「(亻厓)愛較增志

兜仔，走分分針看，莫分佢看衰。」時針開始煞猛逐，短短个腳，(足兼)到愛大

步又愛大步。 

 

第一日，分針走二十三轉，時針就走完兩圈，還緊～來緊遽。 

第二日，分針走二十二轉，時針就走完兩圈，還緊～來緊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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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分針走二十一轉，時針就走完兩圈，還緊～來緊遽。 

 

從時針開始起腳逐分針起勢，時鐘个主人上班，就開始緊來緊奇怪。第一日，

去到車頭天吂光，想愛坐車，公車司機吂上班。翻轉第二日去到車頭，雞吂啼狗

吂吠，想愛坐車，公車司機吂䟘(足亢)床。到吔第三日，去到車頭，星仔橫橫，

天河顯顯，想愛坐車，一個警察阿伯行過來，當關心个問佢講：「麼个先生，汝

來車頭做麼个？」 

 

佢應警察阿伯講：「噯！你講个係麼个話，來車頭毋就係愛坐車，(亻厓)愛

坐車去上班啦！巡查先生，分(亻厓)相借問一下好無，仰般日仔緊來緊慢，六點

鐘仔還像半夜？算來係哪所爭？」 

 

警察阿伯也應佢講：「噯！汝講个又係麼个話，來車頭(亻厓)當然乜知係愛

坐車，毋過，你星光半夜就 dia′(逛)來車頭，算來係愛同司機先生蓋被，也係愛

喊司機先生䟘(足亢)床屙尿？莫恁無冤大枉哪～人家被骨就毋知睡燒吂哩！請

你先轉去睡加一覺目，愛加三點零鐘，正有頭枋車好坐。」 

 

時鐘个主人，聽著無奈何，只好斡轉頭，噥噥噥噥緊行、緊想、緊講：「天

年倒貶哩！天年倒貶哩！麼个六點鐘安到半夜話？改爽哩！改爽哩！……」。 

 

  轉到屋下，佢臥起頭那看時鐘仔。好恬恬，佢頭那一拍、腳脾一搭、皮鞋一

蹬，就講：「唉哦～(亻厓)就知～原來係吾時鐘仔壞忒得斯。」 

 

原來這央時，分針指到十二，時針指到六摎七个一半，時針還緊走緊笑講：

「莫看(亻厓)細罔細，吾拳頭斯尖～膩膩喔，毋使加幾久，就換(亻厓)走分你逐、

走到你跈無蹤毋著、走到你鼻騷毋著……」還「噹.噹..噹...」緊笑。 

 

  還吂笑煞，時鐘仔就分主人從壁上取下來，電池剝忒，準備上班該時節，順

續拿去整。 

 

這央時个時針同分針，因為佢兩儕無合作，鼓無扛等來打，知差咧，肅恬，

啞狗無言，毋敢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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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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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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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檔 — 自心書房（四縣腔） 

 

「自心書房」乜算係一間獨立書店，今年 7 月 18 正正式開始營業。這間書

店，本來就係店主人姜小姐自小戴到大个老屋，斯在佢以前讀个中壢高中旁脣。

姜小姐講佢本來斯當好看閒書，看書做得分佢當歡喜快樂，佢斯想著摎自家這間

老屋重新整理做書店，雖然屋係自家个，毋使繳屋稅，裝潢、書架乜係自家親手

來做，毋過乜花忒不少錢，佢講。 

 

 

    「自心」个意思係講，讀書，做得分人回轉到自家內心。這下个人，大家个

生活當勞碌、當無閒，當少做得小可停下腳步，尞下。上背「自」，下背「心」，

這兩隻字鬥起來堵好斯係休息个「息」這字，歇睏个意思。在這，人做得好好歇

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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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店一樓係放當多書个書架，還有當多位仔分人坐等，人客乜做得點一杯涼

水、茶來啉，食兜點心，輕鬆自然个看書。二樓个房間就係駐店藝術家个工作室，

三樓還有教人做瑜珈，舉辦藝文講座个教室。 

 

    「自心書房」个成立，斯係一種老屋翻新再過利用當好个例仔。毋係單淨恁

樣形定，葉小姐還邀請異多後生人進駐到這空間，帶來新个元素，變到還較有人

好來尞。 

    「自心書房」長透會辦兜文藝活動， 近一場係這隻 9 月 4 號拜五晚夜个：

人係樣形學會講話个。歡迎大家來聽講，聽看看人个語言係仰般開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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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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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沒人告訴我，在以色列租屋那麼難 （上篇） 

【文、圖∕樓和念∕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以色列租屋的市場行情 

  我住的地方位於特拉維夫（Tel Aviv）市中心，在著名景點是拉賓廣場（Rabin 

Square）步行五分鐘處，以平均價格來說，一間房間租金一個月 3000 謝克爾（約

臺幣 26000 元），算是合理價格中的高標。但如果比較房間品質，整體來說房間

老舊，切割成四間房間，其中一間房間有七面牆壁，是利用客廳、廚房切割出來

的畸零地，以房間總市值 12000 謝克爾（約臺幣 10 萬元）來說，同樣的價格其

實可以找到更舒適的空間（例如格局更方正，或是更靠海邊）。 

 

  國際學生因為租約期短（大多只簽 12 個月合約）、未能提供財力證明、未

有當地保證人，在市場上的房源本就不多，而我們找到的房東，專門做國際學生

的生意，簽約條件寬鬆、地段良好，我們就帶著一簍一簍的鈔票入住，不知道前

方路途險惡。 

 

  先打個預防針，臺灣那種包租婆、包租公的親切、八卦形象，在以色列的房

仲市場上一概無法套用，總和聽下來的經驗，只有一位交換生朋友在以色列遇到

好房東，其他自租客的房東大多都是強勢的商人性格。前室友搬出去的時候說：

「我為頂替我的室友感到滿抱歉的。」問已知房東個性的新室友為何搬進來，他

說：「一山還有一山高，還有比他更差勁的。」 

 

市中心大多數這種方陣，三到四層樓的建築。頂樓是隔離期間我們唯一的戶外場所，由大

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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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訓練：制度只是參考，爭取才是真的 

  其實在來以色列之前，就一直被網路上的文章提醒，在以色列有什麼事情就

要自己去爭取，而試驗幾次也真的如此：一個生物系（碩班）的朋友來交換，母

校的合約裡面要求至少要選一堂專業科目的課程，但原先 TAU 沒有開放生物系

的課，結果，在第 11 封信後也順利拿到加選資格。學校的宿舍也是如此，在一

開始的交換文件裡面寫道，沒有提供住宿，但經過去年來的交換前輩的提點，主

動寫信去問，大部分的交換生都拿到一個學期的住宿資格了。 

 

  誇張的是簽證，這次交換辦理的學生簽 (A2) 以一年為限，除非有拿到新

的在學證明才能申請延長。因為一些原因我們計畫延簽，跑去找負責外國學生簽

證的行政人員詢問，沒想到居然得到以下答覆：「像你們這種延長一兩個月的，

不需要額外申請，再加上你們又是學生，出境的時候走了就走了，不用擔心。」

言下之意是，在沒有想要長久居留的意圖下，非法居留也是可以的。 終我們沒

有照著行政人員的建議處理，但聽他信誓旦旦的說之前學生這樣處理，還是順利

回國，我心裡突然懂了： 

在以色列，不論是書面上還是口頭上，所有的 no 都隱藏著一個機率，這是 100% 

的 no ？還是 50％的 no？要親自去試試看才知道。 

 

剩下的建築則是風格混雜，但各有各的風味，有的老舊粗獷，有的又是走極簡現代的

Bauhaus 風格。 

實戰演練：不要魯莽，不然就是當砲灰 

  搬進去之前就對房東有個第一印象：他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因為他解決問

題的方法，就是否認問題的存在。臺灣室友 Yishuan 當時剛搬進去，和室友們都

不熟，想跟房東拿自己房間的鑰匙，結果房東一個神回覆：「妳應該要對你的室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56 期  2020/09/01 出刊／ 半月刊 

45 
 

友多一點信任。」哇！沒有鑰匙的問題就瞬間被解決了，變成了室友的錯，妳怎

麼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呢？ 

 

  如果可以帶入文化背景的標籤，那溫良恭儉讓是華人社會普遍讚賞的美德，

溝通凡事以雙方的面子為重，以和為貴，不論這次的結果如何都不要鬧翻，才是

高原則，而猶太人的 Chutzpah（ הפצוח ，音：虎子帕）則是普遍被認為是猶太人

成功的關鍵特質，主要強調「放肆」、「大膽」、「厚顏無恥／自信」、「不懼

權威」等等意思，這兩者對決的結果，可見一斑。 

 

  不幸的是，他大概是強悍中的強悍，而我則是慫中之慫。在房東與房客的關

係之前，他身上寫了滿滿的 NO，而我雖然照著行前訓練學到的依樣葫蘆，卻還

是屢戰屢敗，完全變炮灰。 

 

  雖然身為一個滿腹委屈的炮灰，但一路上還是受了很多人的幫助，每次討拍

的時候都會得到一些方向指引，把這些從別人身上學到的東西整理起來，也分享

給那些跟我一樣，凡事求個圓，卻常常氣在心裡，困於維持膚淺的表面關係，一

些漂亮反擊的溝通心法。 

 

  在我搬進去的第一天，也因為地毯的問題和房東起了小衝突，合約上要求我

們付一筆清潔費（300 謝克爾，約 2500 元 臺幣），並不是每個合約都有，因此

我堅持著房東要房間清理乾淨，包含地毯，但 後被狠狠地拒絕了。 

第一、「我覺得」開頭的句子，基本上就輸一半 

    容易被拒絕的理由：我覺得地毯很髒，我覺得你應該要清理，我覺得你這樣

很過分⋯⋯。老實說，當對方鐵了心要拒絕你，根本不會在乎你「覺得」怎麼樣。 

第二、信任有分朋友之間的與商場之間的信任，而這兩個可以是各自獨立的 

  回頭翻我們兩個的對話紀錄，發現他每次生氣的點都差不多，因為「他覺得」

我不信任他。（忽略別人的「覺得」，但是以自己「覺得」的意見作為攻擊的出

發點，也算是我們房東的特異功能）當他跟我說地毯不屬於房東負責清理的物品，

我說：「ok 我會回頭讀合約。」當他拒絕要在我離境的時候繳回我的押金時，我

說：「那如果我離境了但你沒有把錢給我怎麼辦？」。 

 

  然後他就，爆炸。 

 

  在現實中，我的確不信任他，但就商業互動來說，在他沒有真的傷害我之前，

即使我多麼的堅信他就是一個非善類，還是不能把我的預設一覽無遺地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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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他說手頭沒有現金，堅持要兩天後才能退還押金，我只能堅定我的立場並

且反駁，不能去預設說，天啊他怎麼可以說出這句話，他根本就是有想要敲詐我

的意圖。 

 

  如果是一場商場上攻防，不要太快套入加害者跟被害者的關係。 

 

  下篇中，提到另外兩點實戰經驗之後的所思所想，也再深入闡述這樣的經歷

過後，有了什麼樣新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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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永安盤藍村(完結) 

【文、圖∕梁萩香∕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博士班】 

「盤藍村」觀光景點的第一站，竟然是公共廁所，哈哈哈!!長途跋涉加上村

裡零下五度，導致陷入窘境，迫不及待尋找「聽雨軒」(廁所古代通稱溷廁、溷藩，

文人雅士美稱其為溷軒，今日女廁美稱聽雨軒、男廁美稱觀瀑樓)，隨著老人家指

引的方向，小心翼翼踩著堆砌在梯田上的石塊、木板，一層一層往下走，沒住過

農村的我，走在梯田上的不規則田埂路，心中驚嘆，覺得盤藍村民非常厲害、技

高一籌，從側面遠遠地看過去，聽雨軒像藝術品般懸在半空中。懷疑它不太穩固，

因為它只用幾根粗壯木頭支撐著，看不出……誰給它撐腰，害怕眼前木板、紅磚、

水泥組成的聽雨軒，因為本來很重，再加上我的重量，一腳踩上去就破了個大洞

而摔下山崖去？但沒想到它穩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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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藍村聽雨軒外面 

簡陋的山區、鄉村廁所，常常讓人望之卻步，那間讓我不得不靠近的奇特「聽

雨軒」，竟然有隔間、有迴廊設計，右轉、右轉再左轉才抵達可解放之處， 裡

面還有隔間，隔成三間，公廁竟然有放置打掃用具的迷你工具間，都是用木板、

木頭搞定隔間，一看就知道純手工打造，超神奇!! 聽雨軒找不到燈光設備，傍晚

時分，我從略為昏暗的公廁小窗框往外看，(本來為了)確認周圍是否有人，無意

間發現窗外的梯田美景像幅畫，實在令人驚喜讚嘆!!  The scenery really was 

beautiful. 

盤藍村聽雨軒內部 

進到永安盤藍村找老人家閒聊，他們顯得相當緊張，原因是怕生，當地人說

一整年幾乎沒有訪客，連離鄉背井工作的村民亦幾年返鄉一次，不常回家，這些

住在深山裡的盤藍村民，用手指著東邊方向說，那兒有個「青水畲族鄉」，那兒

〜才是深山。青水畲族鄉原本為「區」，後來改永安市青水鄉，於 1987 年 7 月

福建省政府才批准青水鄉為畲族鄉，轄 21 個行政村、65 個自然村，138 個村民

小組，哇……聽起來「青水畲族鄉」範圍挺大的。現今通行語言有青水話、永安

話、槐南話、客家話，以講青水話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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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水畲族鄉(烏瓦白牆)鍾家大院(本圖引用自 kknews.cc/history/zlearp.html) 

青水畲族鄉位於三明市永安東南部，其東北面為槐南鄉(轄 14 個村)，槐南鄉

皇曆村(海拔 590 米)相當樸實，為什麼突然打岔提到這個小村莊呢？因為它是福

建、臺灣李氏宗親心目中的崇高神聖之地，也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公認的祖

源地之一。 

盤藍村老中青三代建築物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56 期  2020/09/01 出刊／ 半月刊 

50 
 

盤藍村民除了會講客家話，也會講永安話，這永安話與三明話 為接近，三

明話舊稱三元話，是閩中語的一種方言， 多通行於三明市三元區及梅列區(唐

代時的方言稱尾歷)，其變調較為簡單，快說變調、慢說則不必變調，也算有趣。

盤藍村與青水畲族鄉現在是隔壁鄰居，聽說以前在一塊兒，故村民往來較外地人

密切些，田調發現，將這區域切割成三等分，較接近平地的鍾姓開口便說閩語，

經濟條件佳，中間區的盤藍村鍾姓說客語，經濟條件普通，有意思的是深山裡畲

族鄉鍾姓說畲語，經濟條件差。住平地的人，較多居民可說雙語或是雙語以上，

可以跟山區溝通，愈山區的居民，他們閩語說來生硬，雖然在語言上大多仍能溝

通，某些詞彙聽來也像，但深山裡鍾姓居民確定自己為畲族，其他地區居民確定

自己是客家人、是閩南人，受訪者自己的「自我(身分)認同」，會依自己接觸的

大環境影響而改變，這從平地到深山居民的-m、-n、-ng 韻尾是愈往山裡方向走，

韻尾就愈往口腔較裡面的舌根位置走。 

影片：製作艾粄的傳統方式(影片) 

「青水畲族鄉」解放前叫「龍青鄉」，因一清澈見底的池塘而得名，是閩中

地區古建築稠密的鄉鎮之一，現存古建築數量有 400 多，較精緻的有 100 多，當

地以鍾姓、藍姓為主，當地仍有鳯凰圖騰及崇拜盤瓠，有名的鍾家大院石柱及牆

壁仍看得出鳯凰圖騰、盤瓠王公刻痕。這裡的大腔戲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戲曲有千年犬王演繹畲族文化，另外有鳯凰舞、儺舞、打黑獅、畲族竹竿舞(當地

人喜愛的娛樂項目；戲曲內容為耕山狩獵結合盤瓠而產生)……等。這裡還有很多

人穿「大襟衫」，以紅、藍、黑為主色，衣裳甚至袖口都有許多刺繡，除了花紋

圖案， 多為鳯凰圖案，聽說這代表三公主(盤瓠王的妻子)，也象徵幸福(在自己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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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準備祭祖的艾粄 

這裡的農曆三月三日(以前清明祭祖的日子)及過年，是一樣重要的日子，家

家戶戶都要蒸烏米飯(食材多放些就像鹹味八寶飯)、打粄(捶打米糰成糕點)、祭

祖(畲、客皆重視)、包許多糯米果(較扁圓形的客家菜包)、炒米(也有人稱它為打

油茶；鹹味擂茶)、堆糕盆(一層一層往上堆高的艾粄、紅粄)、打黑獅(與客家舞獅、

弄獅差不多)、跳竹竿舞、唱山歌……，有趣的是唱山歌，當地方言直接講「唱歌

仔」，「唱歌仔」不僅僅是唱歌這個動作，而是指唱山歌(山野、田間即興演唱的

民歌)，非唱其他類歌曲，以上畲族節慶內容與客家文化相似之處實在很多，是巧

合嗎？項目多得讓人覺得並非巧合。畲族鍾家介紹他們大約 240 年前從江西遷徙

過來，這遷徙路線及語音現象，與法國語言學家 Laurent Sagart 在〈ON GAN -

HAKKA〉提到江西省臨川等地往福建省方向移動之語料比較、語音演變，竟不

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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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客家研究碩士學分班招生 

【圖／文轉自客家・中大 Ncu・Hakka	facebook粉絲專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客家研究碩士學分班開始招生 

報名資訊如下： 

1.報名日期：109 年 7 月 25 日(六)至 109 年 9 月 12 日(六)截止。 

(一律採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2.開班日期：109 年 9 月 14 日至 110 年 1 月 15 日，共 18 週。 

3. 招生人數：每班(課程)5 人採隨班附讀方式授課，依報名順序錄取 

4. 課程資訊如圖 

5.更多資訊傳送門：  

http：//hakka.ncu.edu.tw/Hakkapolitical/web/view_announce.php?aid=1472  

歡迎各位學士學位或學士以上學位者，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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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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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美食 2020 料理比賽 

  【圖／文轉自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2020 客家美食料理比賽登場囉 

今年主題是「好客竹廚，誰與爭鋒」，活動主題是「竹」料理，邀請有拿手廚藝

又想學做料理的ㄚ哥ㄚ姐們組隊參賽，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9/14 止，遽遽手刀報名

起來。 

也可參加支線活動「社區餐餐點開發工坊」，或是在 10 月 3 日決賽當天到桃園

觀音崙坪地景文化園區一起來玩！ 

詳細資訊請見活動官網及粉絲團 

http：//hakkadata.tycg.gov.tw/eventWeb/hakka_cuisine/index.aspx 

https：//www.facebook.com/hakkacuisine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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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客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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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時代生活劇《茶金》公視開拍 重現 1950 臺三線客庄茶業風華 

【圖／文轉自客家委員會】 

 

    公視與客家委員會聯手推出生活劇第三號作品《茶金》，由公視自製並網羅

《一把青》、《我們與惡的距離》等金鐘創作團隊。於在大稻埕開拍，客委會主

任委員楊長鎮、新竹縣長楊文科、公廣集團董事長陳郁秀、以及主要演員出席記

者會，共同見證由新竹北埔發跡商人，如何在爾虞我詐、競爭激烈的「茶葉戰爭」

中，讓臺灣茶揚名國際的故事。 

        《茶金》主要演員郭子乾、溫昇豪、連俞涵、薛仕凌、李杏、朱陸豪、洪都

拉斯、溫吉興、范姜泰基、洪毓璟出席記者會，演員們為了展現 佳演出，開拍

前積極投入各項訓練。當中使用海陸腔客語、閩南語、上海話、華語、英語、日

語等六種語言演出，成為 大挑戰。 

         楊長鎮主委表示，公視在生活劇已經耕耘努力了一段時間，有相當亮眼的成

績，客委會與公視合作拍攝茶金電視劇，講述浪漫臺三線上的客家人在北臺灣開

墾的歷史故事，臺三線有一半的產業基礎是靠茶產業而興盛，茶產業也跟大稻埕

的產業連結一起，讓臺灣茶葉運往全世界，與大航海時代的殖民貿易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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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層次非常的豐富，劇中我們也可以透過客庄家庭與女性奮鬥的故事來認識客

家。 

         《茶金》導演林君陽指出，因為沒拍過時代劇，更想要挑戰自己！語言的重

責大任則交給語言指導及演員來擔負。郭子乾、溫昇豪、連俞涵除了華語外，還

要挑戰海陸腔客語、閩南語、英語、日語四種語言，一邊要精準詮釋時代角色，

還有把語言練好，難上加難。 

     茶，半個世紀前一直是臺灣外銷經濟作物之首，可說是臺灣 早的經濟奇蹟。

《茶金》描繪臺三線的新竹北埔地方仕紳、人稱「吉桑」的張福吉（郭子乾飾），

所經營的「日光公司」紅茶出口占臺灣總量的三分之一，日光八座茶廠養活了北

埔七成的茶農。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接受美援，臺灣茶金時代進入另一個轉折，吉桑

的獨女張薏心（連俞涵飾）要如何一肩扛起龐大的家族事業，在一個沒有「女商

人」的時代，該如何在各方角力的「茶葉戰爭」中，帶領日光茶廠走向世界呢？

《茶金》全劇共十二集，預計於 2021 年於公視及客家電視臺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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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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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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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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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之後，第一個專業的

法政研究所，也是北臺灣唯一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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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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