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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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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字有音又還借音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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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人 羅肇錦—四縣腔 

 

  臺灣這位个客話，有兜明明本來就有音有字个詞，結果大家還係相賽借別人

个音，創無共樣个字來用。像「喙」這隻字，自古以來南方人就講「烏喙狗」，

無就講「講話喙長三尺，做事手重五斤」，反正畜類人類个喙就用「喙」字，禽

類个喙正安到「嘴」。毋過大家試著「嘴」較熟絡較好學，故所就借「嘴」來做

「喙」，干單攉忒有本身特色个字顛倒借別人个字來用。還創出一隻新个「觜」

來做嘴。 

 

    「嘴」係官話借來个，大家異容易了解。在這位，亻厓想愛講个係學老話借

來个新創个字。像菜色當「青」，硬借學老音 qi~，因爭客話無鼻音~，故所讀 qi，

創出「萋」字。客話滷菜滷肉，大家用慣慣个「滷」(luˊ)這隻字，佢毋用，硬愛

借學老个 lo，漢字改用「魯」。這係食忒閒無事做，挖泥空來屙尿。下背亻厓就

尋加幾隻當會想毋著个字來說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eLps_SvHH2AWRw9ja7N4CbE7QGHLmby/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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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漏氣(leu hi/lau kui)：客話借 lau kui 恁仔个音來用，毋故比對漢字音就係「漏

氣」這兩隻字，該恁仔就用「漏氣」來讀 lau kui，當然也做得講 leu hi，毋使硬

愛創出「落櫃」恁仔个新詞◦ 

 

2. 糊糊搭搭：客話本來就有「糊」(goˇ/fuˇ)這隻字个音，像糊泥糊壁，借學老

話「糊」(goˇ)這隻音，該就本本寫「糊」字做得有兩隻讀音。一個 fuˇ 一個 goˇ。

毋好(口尢)過創新詞寫「膏膏滴滴」。 

 

3. 大箍：南部客講「大箍」安到 tai koˊ，北部客安到 tai kieuˊ，該就「箍」這隻

字，一下仔分佢三隻音來，guˊ(茶箍) ，kieuˊ(箍圓圈) ， koˊ(大箍) ，定著毋好創

加一隻字「大顆」个「顆」。 

 

4. 焿粉：學老話「焿更粳」全部讀鼻音个 gi~，客話「焿更粳」全部讀 gang

ˊ，可見焿粉、焿粽(音 giˊ) ，係借學老音來个，本成个音愛讀 gangˊ(焿粉焿

粽)，恁仔个借法，毋使又(口尢)過造「俥粸」這兜字來代用。 

 

5. 風颱：學老話風颱，國語颱風，本來愛「風篩」、「篩風」正著。但係大家慣

用早期創出來个「颱」這隻字，因爭學老音「颱」(tai )客話對應過來愛讀 tsaiˊ

(篩粉)同 qiˊ(米篩目) ，故所用「風颱」、「風篩」就毋係問題，但係用「風搓」

就恅差代了，因爭「搓」係手搓東西个意思，讀 co 毋會讀 caiˊ。 

 

    上背五隻學老借來个用字音，最好還係用本來个漢字，用「破音」个方式，

分佢加一個無共樣个音，表示無共時代个字讀無共樣个音。恁樣，正毋會運用漢

字濫糝鬥，下二擺愛追溯源頭嘎下，就會「毛蟹吊頸，抓無頭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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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湘琳老師談如何在馬來西亞進行客家研究 

【文、圖／客家社會文化碩士班一年級／曾淑珮】 

 

這學期有幸能夠參與到蔡芬芳老師開設的「東南亞社會文化田野實作」課程，

原本預計於學期中到馬來西亞吉隆坡進行移地課程，因為疫情的影響而延遲。然

而我們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學術交流仍不間斷，在課程中老師安排了三次視訊演講，

分別邀請了馬來亞大學馬來語暨應用語言學學系系主任陳湘琳老師、馬來西亞拉

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陳中和老師、南方人文工作室負責人黃燕儀博士

等三位研究領域不同的馬來西亞學者。 

 

 首先揭開演講序曲的是馬來亞大學馬來語暨應用語言學學系的系主任陳湘

琳老師，同時與我們一起參與演講的還有馬來亞大學的 14 位同學。此次湘琳老

師的演講主題為「研究方法：以馬來西亞客家群體為例」，前半部分主要是講述

在馬來西亞進行研究時必須具備的背景知識，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很複雜，以西

馬的角度來說大體可以分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其中華人又可再細

分為福建人、廣東人、客家、潮州人、福州人等，不同類別的族群不僅僅是所講

的語言不同，在馬來西亞分布的區域也也所不同。 

 

也因此以馬來西亞華人研究為例，我們可以從了解受訪者來自什麼地區？什

麼城市╱市鎮？進而推測出他們的祖籍地甚至是所說的語言；而從受訪者所使用

的語言，我們可以再進一步了解他們是出身於哪一種教育制度背景，以就讀華小

╱國民型中學為例，其所用的是語言可能是華語以及馬來語，而若是華小╱獨中，

其所用的是語言可能就是華語。我覺得此部分可以應用到我們所有的田野研究當

中，當一位研究者要進入研究場域之前，了解當地的歷史背景是必備的技能，也

是對於受訪者、研究場域的一種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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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視訊演講的方式與馬來亞大學的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後半部分的演講，湘琳老師則是介紹她所做的三項研究，其中印象最深刻 

的是第一項研究，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宗教對於語言的影響，研究場域選擇在沙巴

的亞庇以及砂拉越的石龍門，研究對象是當地的客家人，方法上採用混和方式研

究（同時有量化以及質化研究）。比較特別的是兩種研究方法呈現出不同的結論，

從量化的數據顯示宗教會影響語言的維持與轉移；而從質化研究來看比較矛盾的

是，客家宗教機構是以促進宗教信仰為首要任務，而不是先選擇維護受威脅的傳

統語言，呈現出宗教比語言還重要的情況。 

 

演講中我們與湘琳老師也討論到，不同地區的客家人所產生客家認同的方式

也不一樣，這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以馬來西亞為例，西馬客家人會以祖籍

地來做為區分的依據，例如他們會說自己是河婆客家人或是大埔客家人等；而位

於東馬的客家人，則會說自己是沙巴客家人，呈現出東馬的地方認同與在地化更

加強烈，與臺灣的情形相似。最後，非常感謝湘琳老師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講，

除了更加了解馬來西亞的的歷史背景、族群關係，也透過老師的田野經驗分享，

再次了解到進行田野研究時所需注意到的細節，挫折感與失敗是難免的，但重要

的是從中吸取經驗值為往後的書寫增添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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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視訊演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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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總是漫長的艱難…… 

【圖／涂泰維；文／後生人】 

 

  期中考週又過了，各位同學還活著嗎（笑）？有些老師為了怕同學準備考試

太累，所以把考試改成了報告，雖然不用再多熬夜讀一個科目，但是報告準備起

來也是很花時間的啊！老師們，下次報告的題目不要出那麼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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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仔尾長長 十月去 二月轉    轉來簷下做爺娘 

【文／何石松】 

 

發音人 何石松—海陸腔 

 

  燕仔尾長長，十月去，二月轉，轉來簷下做爺娘，係一張尺幅千里，燕燕于

飛介真情畫卷。講燕仔勞勞碌碌做爺娘介艱辛過程，無一滴仔怪怨，無一息仔偷

懶，不管仰般，終究係恁樣介快樂，帶分大家無窮介歡喜摎幸福。 

 

  這係充滿家庭幸福，家道興旺，添丁發財，百福千祥，一種好頭彩介諺語。

因為，燕仔從秋冬之間介十月，離開北片，飛向南方，一直到明年春夏之交介二

三月，當守時守信用介，又陸陸續續介飛轉來，尋著一隻好人家，作竇起屋，生

卵孵子，歡歡喜喜做爺娘，使歸隻鳥竇金晶爧，鬧熱煎煎。 

 

  意思係講，燕仔一生人非常無閒，十月去，二月轉，黏皮就愛起屋作竇，生

卵孵子，傳宗接代以後，又愛千里遷徙，過著當勞碌介日仔。但是，夫妻還係當

恩愛，甜蜜合作盡做爺娘介責任。正經係「夫有千斤擔，妻㧡五百斤」。 

 

  有句客家令仔講「頭鸚哥，尾剪刀，肚底有黏泥，離泥成丈高。」斯係講燕

仔介頭那像鸚哥，尾像一把剪刀，佢兜非常辛苦介從外背尋兜樵草泥仔，飛到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9_9NgreZx4oUU3VUMJI6B3iVn5dzNdG/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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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高介屋簷下，開始起屋作竇，肚底難免會黏兜泥仔，也代表著「有土斯有財」

介進財之象，係講你屋下有燕仔飛來作竇，該愛恭喜你喔，家運一定大吉大昌。 

 

  燕仔，毋係儘採就飛落人屋肚去作竇介，佢會選擇開洋介屋場，淨利鬆爽介

位所，還愛看這間屋主人係毋係善良，毋好起屋起到一半，斯分人追走，凡是分

燕仔選著介吉祥之地，主人大概係非常鬆容介，無愁無慮，係一隻好人家。因為

燕仔毋落愁人之家，毋落無福之地，燕仔會分主人帶來光明，主人也會分燕仔帶

來安全幸福，這就係摎自然介一種和諧，年長月久，互相影響，希望會「年年發

達年年旺，日日進財日日興」。日仔自然就會食著豐湧。摎燕仔來往，慢慢斯會

發達起來，難怪人講「燕仔尾翹翹，毋摎窮人笑；燕仔尾叉叉，毋到窮人家」。 

 

  這毋係燕仔看毋起窮人，係講燕仔愛選淨俐亮線介屋場，會使著家道興旺起

來，因為燕仔當好一色青天介光明，佢係在空中飛等討食介，一片飛，一片摎眼

前介蚊仔蟲仔一隻一隻食忒。聽講佢一季之間，可以食忒 25 萬隻蟲仔，對吾俚

屋脣介環境能夠大大改善，一種清朗鬆爽介感覺，係最優秀介環保志工。尤其係

燕仔兩公婆永遠一條心，共下打拚，係一隻幸福介家庭。所以盡多人希望燕仔來

屋下作竇。 

 

  因為燕仔落屋，會帶來一年四季興旺喜慶。看該燕仔選著好屋場以後，就雙

雙對對，銜泥作竇，正經係燕仔銜泥嘴當穩，佢係仰般介專心；燕仔銜泥無腳跡，

來無影，去無蹤，感覺上一下仔竇就作好咧！ 

 

  其實，燕仔係當無閒介，假使竇無作好，就無位所戴咧，不論如何，一定愛

遽遽分佢入新屋。有兜好心人士，常常會在屋簷下搭隻架仔分佢作竇，恁仰，一

下仔就可以看著燕仔雙雙對對，歡歡喜喜唱歌，帶來春暖花開，鶯鶯燕燕，暖暖

春春，停停當當，純純真真，鶯聲燕語介快樂景象。 

 

  哇！原來，燕仔在該做好事請人客，辦理終身大事啊，所以大家會念「燕仔

尾長長，屋下看新娘；燕仔吱吱嗟，屋下看行嫁。」燕仔落屋係一遍介歡樂。正

經係看新娘，毋使出門；看鬧熱，毋使走遠，難怪人類在祝福人新婚賀詞，常常

會講著「燕爾新婚」，意思係講「祝你新婚，像燕仔恁樣介幸福快樂！」因為佢

兩儕總係眼箭來來去去，深情款款，含情脈脈，恬恬無講出來，所謂「燕仔銜泥

口愛穩，蜘蛛結絲在肚中」，心中永遠有你，相思常在內心，所以，燕仔，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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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百福千祥介代名詞。燕仔落屋，會帶來歸年介幸福。 

 

  燕仔一生人都恁辛苦，從作竇、生卵、孵子，愛歸個月介時間，鳥子出來以

後，鳥嫲飼子逐點鐘有 15 次，鳥嫲飛出飛入去尋食，來來回回差毋多愛 500 零

擺。一隻熱天消滅 100 萬隻蚊仔。到了哀瘦子大介時節，又愛教佢學講話，學洗

毛，學行學飛，又驚貓來銜，又驚狗來咬，教子係當費精神啊。 

 

  忽然有一日，翼仔翍起來，展翼不回顧，隨風四散飛，空中喊子轉，盡喊也

毋應，轉到空竇肚，啾啾唱哀音，燕仔啊燕仔，毋使難過啊，樹大本來就會杈椏，

子大就愛分家，你，毋係恁樣過來介乜？當初爺哀唸，今日你愛知！ 

 

  原來，燕仔又係離別介代名詞啊！十月去，二月轉，轉來簷下做爺娘，子女

成人長大就係離別介開始。其實，燕仔，你係離別介祖先啊！所謂「燕燕于飛，

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正經係千古同心。 

 

  好得，燕仔飛走以後，還有轉來介時節，雖然勞燕分飛，仍然守時守信，在

屋簷下做爺娘，摎人共樣，有碌正有福，一代一代介碌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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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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滅之刃旋風！你跟上了嗎？ 

【文／後生人、圖／網路】 

 

 

  現在大街小巷都在討論《鬼滅之刃》，還有最近的劇場版「無限列車篇」，也創

下了票房佳績，明明這不就只是小朋友在看的卡通嗎？到底為什麼這部動畫能夠有

這麼高的人氣呢？就讓後生人娓娓道來吧！ 

 

  《鬼滅之刃》是一部日本的漫畫，主要在描述主角炭治郎一家，因為被鬼襲擊，

妹妹禰豆子被變成了鬼，因此踏上了斬鬼之路，並尋找讓妹妹變回人類的方法。起

初漫畫的人氣並沒有很高，後來製作成動畫之後，人氣逐漸高漲，加上動畫精美的

畫風，以及華麗的特效，讓它成為了一部膾炙人口的作品。 

 

  《鬼滅之刃》的角色非常多，除了炭治郎與禰豆子，還有同為剛加入鬼殺隊的

兩位同伴善逸、伊之助，為了斬殺鬼而組成的鬼殺隊，九位「柱」就是裡面最高等

級的隊員，還有超級大反派的鬼王「鬼舞辻無慘」，以及他的手下，上弦與下弦十二

鬼月等等。雖然角色非常多，但是每個人都有明顯且容易分辨的特徵，所以並不會

讓人錯亂，而鬼也並不是完全的壞人，每隻鬼也曾經都是人類，他們的背後也都經

歷過悲慘的故事，這些故事也都能引發觀眾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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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滅之刃》粉絲涵蓋的年齡層非常廣泛，從幼兒園的小朋友到幾十歲的大人

都愛看。簡單有趣的劇情，加上各有特色的角色們，以及精彩的動畫，讓大家都能

夠很輕易地就能了解這部動畫在演什麼，每個角色也都讓人印象深刻，還有如同浮

世繪般美麗流暢的畫面，看過的人都會為製作組感到驚嘆不已！ 

 

 

 

  臺灣開始播出《鬼滅之刃》的動畫之後，也引起了非常廣大的迴響，只要走在

路上都可以看到商店在販賣《鬼滅之刃》的相關周邊，漫畫的銷量也非常高，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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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動畫在電影院上映，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轟動，可見鬼滅之刃的人氣在臺灣也是

居高不下呢！ 

 

  雖然感覺動畫是小朋友在看的東西，但其實不管長多大，每個人心目中都還是

有個小孩，而這些動畫的內容也並不一定都很簡單，有些劇情甚至能令人深思，或

使人掉淚。《鬼滅之刃》因為種種因素，成為了大街小巷都知道的作品，有空的時候，

不妨可以找這部作品來看看，或許你也會變成《鬼滅之刃》的粉絲喔！ 

 

還沒加入中大客家電子報粉絲專頁的先進前輩或同學們 

快來訂閱電子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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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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人打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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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人打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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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2 日第 25 集 

 

本期節目於【閱光華華】推薦書籍為《小島捕魚：臺灣水邊的日常風景》，介紹

許多臺灣傳統的捕魚技法。而在【弦外之音】中介紹歌手曾沛慈，以及其歌曲

「不過失去了一點點」、「黑框眼鏡」，最後在【藝起行行】分享張譯云的攝影個

展「浮視繪」。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20660 

 

9 月 29 日第 26 集 

本期節目於【閱光華華】推薦書籍《東說西說東西說》，將日常可見之物擬人

化，原來他們也有話想說呢！接著在【弦外之音】中介紹歌手黃鴻升，以及其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2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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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不屑」、「千分之一」，最後於第三單元【藝起行行】 分享 snap 的展覽

【底片流 Film Flow 這是一卷愛的形狀】，帶大家一起感受底片的美好。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20855 

  

10 月 6 日第 27 集 

本期節目在【閱光華華】推薦書籍《海奧華預言》，探索與宇宙相關的未知秘

密。在【弦外之音】 介紹樂團麋先生，以及其歌曲「某某某」、「接著」、

「麋途」，三首好歌。最後於【藝起行行】 分享 2020 臺灣設計展：Check in 

新竹 人來風，發現新竹的好去處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21067 

 

 

【係在阿囉哈】每週三 3：00-4：00 

 

 

10 月 7 日 第 28 集 

 

「我們並不是過客，我們是回娘家......我們只是習慣於住在都市，所以才比

較少去看我們臺灣最初長的樣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20855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8/audioId/2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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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後生來作客〉單元邀請到中央大學攀岩隊隊長林辰潔來分享戶外運

動的話題。她是甚麼時候接觸到攀岩的？又為什麼會成為攀岩隊的隊長呢？  

 

《客家文學》單元分享邱一帆老師《有夢在自家的心肝肚》詩集中的〈秋

天中大湖的一角風景〉 

 

《生活大細事》單元分享「靈感來自放空」的話題 

 

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21097 

 

 
圖：辰潔位於中央大學攀岩場 

 

10 月 14 日 第 29 集 

 

本週〈後生來作客〉單元邀請到講客廣播電臺「如淇而至」節目主持人鄭

育淇來到節目現場，分享她的客家接觸、讀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的動機還有

主持人節目大小事 

 

《共下來看劇》單元介紹 2016 年的韓劇《藍色海洋的傳說》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2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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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21396 

 

 

  

10 月 21 日 第 30 集 

「以前是龍神保護我們，現在換我們保護龍神」 

 

本週〈後生來作客〉單元邀請到范特喜候鳥計畫實習生鄭育淇來到節目現

場，分享在東勢大茅埔的實習生活還有籌備龍神山水季的大小事。育淇會介紹

龍神山水季是甚麼、三山國王的故事，另外在節目中育淇也會分享如何挑好吃

的粄與利用神奇的風搓草判斷颱風的次數！ 

 

〈世界上的奇奇怪怪〉單元會介紹人魚外形演化史，還有現代在世界各地

發現的「人魚」蹤跡還有它們的種類 

 

收聽連結：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21599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21396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19/audioId/2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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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領取范特喜候鳥計畫實習證書的育淇  

歡迎按讚、追蹤我們的粉專，可以看到我們的最新的資訊唷！

https://www.facebook.com/Isinaloha/ 

 

 

 

【後生 hak 到你】每週四 3:00-4:00 

 

 

 

11 月 05 日第 32 集 

https://www.facebook.com/Isinal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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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的夢想實踐-澳洲的奇幻旅行 / 受訪者：李珊伶」 

 

  前兩集訪問珊伶學姊時，他有說到研究所畢業後完成了他的人生夢想-出國

打工度假，這一集我們不談論文不談學術，談的是研究生結束後得精彩旅程，

這一路上買了第一臺車、看了極光、做了許多特別的工作，還遇到了很棒的人

生夥伴，除了這些珊伶學姊還跟大家分享出國打工度假需要具備什麼條件，需

要準備什麼，用輕鬆的口吻聊夢想，用有趣的內容回顧這段日子的豐富回憶，

歡迎收聽這一集的後生 hak 到你！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22027 

 

 

 

11 月 12 日第 33 集 

「從音樂祭到客臺實習，從大學到研究所的生活點滴 / 受訪者：楊文婷」 

 

  大三時從中原大學國貿系轉到客家學院的文婷，在面對實現學習文化相關

科系的夢想與轉學的壓力的同時，參與了許多課外活動，像是音樂祭以及去客

家電視臺實習，並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最客家文化的熱誠與不足想再精

進的地方，進而就讀客家政治與經濟研究所，來自高雄的文婷，有著南臺灣專

屬的熱情，也有著後生人對生活的期許，快來聽聽可愛活潑的文婷分享屬於他

的學習歷程吧！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2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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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22233 

 

 

 

 

11 月 19 日第 34 集 

「生活規劃有想法，外表帥氣待人有禮，客政所顏值擔當 / 受訪者：甘富尹」 

 

  這一集邀請到客政所碩士班一年級的甘富尹學弟來到當中，雖說是一年級，

但因大學也是就讀中大客家系的關係，對中大可以說是瞭若指掌，在學校的生活

更是豐富，聽說成熟的他，為了賺取生活費還接了四份工作，當然在工作中的學

習更是收穫滿滿，而對未來的目標也是很有規劃，就讓我們來一起聽聽帥氣又有

禮貌的甘富尹是如何分享他的求學之路的吧！ 

收聽連結：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22428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22233
https://www.hakkaradio.org.tw/program/audio/id/120/audioId/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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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臺灣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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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臺灣富里學田的擂茶文化 

【文、圖／黃宣衛】 

 

新竹地區的客家擂茶，是北部觀光景點的美食之一。據北埔擂茶店家的描述：

「擂茶又名三生湯，相傳三國時張飛率領官兵攻打武陵時，眾將士感染瘟疫，當

時有位草藥醫師提供祖傳秘方，以生茶生薑生米磨碎後加水煮熟飲用，結果藥到

病除，擂茶之名因此流傳下來。」其擂茶主要材料是茶葉、芝麻、花生，將之研

磨成粉後，加入熱開水調勻，再加入玄米花，就可飲用。也可加入堅果一起磨碎。

也有在沖泡的過程中加入已調配好的五穀粉等。 

 

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臺灣東部也有客家擂茶？在花蓮縣富里鄉的學田村，這裡

的擂茶是許多當地人生活的日常，使用的材料與西部略有不同，而且滋味是鹹的。

學田的擂茶用的是茶葉、芝麻與炒過的米，以芭樂木的木棒在陶製的擂缽裡，將

這些材料磨碎，然後加熱開水及鹽即可飲用，有時也會加點香菜。在學田地區，

親友相聚時，經常就是邊喝擂茶邊聊天。 

 

花蓮富里的學田，據富里鄉誌上卷第四篇第三章的記載（頁 343-4）：學田村

舊名「馬里旺」，清末曾有 3 戶 19 人定居的紀錄，但沒有形成聚落。日治初期沿

用舊名，但劃入堵港埔庄，因人煙稀少，被官方劃為「官有原野地」。日明治末

年，官方在此經營農場，才大舉開墾。先有閩籍人士承租原野地種甘蔗，後由新

竹州人士承租，將部分土地開墾成水田，再租給其他移民耕作。大正 10年（1921），

大庄與公埔公學校因缺經費，向官方申請開墾學田原野地，由兩庄民眾自組開墾

隊，共同開墾「學校田」，後來輾轉由玉里郡接收，村內 100 多公頃土地轉為玉

里鎮鎮產。 

 

國民政府統治後，此地獨立劃為一村，民國 40 年才改名為學田村。這片「學

校田」土地直到民國 37 年（1948）才開墾完成，由玉里鎮公所租給當地農民耕

作，並成立「學田合作農場」，共同經營。本村 5 到 10 鄰及 13 鄰一帶，就是「學

校田」與「農場」的所在地。民國 80（1991）年，承租戶得價購土地取得所有權，

農場組織才瓦解。但當地仍慣稱此地為：農場。 

 

學田村的漢人大都是在光復後遷入。但根據學田村人彭康近的描述，他的祖

父母在日治時期就來到臺灣，祖籍是廣東省陸豐縣揭西五雲洞（峒）。他們乘船

到基隆，第一站就到花蓮的豐田，幫日本人管理與種植甘蔗。數年後，又舉家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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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富里的學田。之後，陸陸續續有許多客家鄉親從大陸來投靠。 

 

據彭康近說，學田村在地人稱「農場」的地方，大部分是客家人，其中以彭

姓最多，另外有莊姓、黄姓及張姓等，都是來自大陸廣東揭西。就是這一群所謂

的「唐山客」，將擂茶文化從他們原鄉的帶到學田村來。 

 

 
學田的擂茶 

 

擂茶的茶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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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汶水同熝湯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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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人 徐貴榮—四縣腔 

 

客家庄抑係客家人一到做鬧熱、有喜慶、做好事个時節，盡喜客个就係打粢

粑（圖 1）。打好粢粑，在食飯前請人客食點心，分肚屎先打一下底。講着食粢粑，

不時就會想着有人企等在該緊斷粢粑，一群人圍等，手拿筷仔，緊剪粢粑搵該香

香个番豆糖粉，緊食粢粑，緊同親戚、朋友打嘴鼓。又講又食，又食又講，逐儕

都笑弛弛仔，該種親切个情景，分人試着還有味緒哪！ 

 

 

圖 1  粢粑 

 

同粢粑共樣个食品還有牛汶水同熝湯粢，都當餳人食。毋過，當多人分毋清

楚，講共樣咩！共樣係粢粑搵該薑嫲烏糖水，落兜仔番豆仁、牛眼乾，毋單只形

投共樣，食起來無麼个差別！論真來講，認真兜仔看圖 2、圖 3，就會試着有兜

仔無共樣。 

 

 

圖 2  牛汶水 

 

圖 3  熝湯粢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UVVbukelnvp6Z2UUL7cv-cvgHyvesaf/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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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樣食品比較起來，熝湯粢較扁，有一隻窟，就係因為做法無共樣。牛汶

水係用熟粄，就係將蒸熟个粢粑仔斷好，直接放落薑嫲烏糖水項浸浸啊來食，因

為係熟粄，佢就一種色定定。熝湯粢係用生粄（圖 4），先挼生粄，放到毛籣項

等水較燥兜仔，正放落鑊仔項蒸，蒸熟吔正放落薑嫲烏糖水，因為係生粄，故所

佢做得做幾下種色合共下。 

 

圖 4  熝湯粢个生粄 

 

    做麼个熝湯粢較扁，有一隻窟呢？還有一隻故事喔！聽講頭擺有一個婦人家，

想愛做點心去分田項辛苦做事个老公食，結果當在該做个時節，看啊出去，遠遠

在田項做事个老公，當在該同一隻細阿妹仔打嘴鼓，有講有笑。緊看緊毋傪勢，

心肝就緊閼。一閼啊去，拿等手項做等个粄仔，緊搭緊打又緊揤，捉該粄仔準厥

老公來打來揤，嘴項緊念：「撚一下、搭一下、揤一下」，正會又圓又扁又一窟，

分人安到「毋甘願粄」。頭擺緊挼熝湯粢生粄个時節，就會恁樣緊念緊做。 

 

  恁樣看起來，係毋係牛汶水當簡單做，熝湯粢就無恁該囉！工夫異多，也較

有趣味呢？ 

 

※此處的「着」，同教育部訂的「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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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鬥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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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81 

【圖／李岳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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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維凱老師 聲檔 — 2020881（南四縣腔） 

 

這毋係電話號碼，係全世界所有人个期待。 

 

file:///C:/Users/laison/Music/Desktop/2020電子報/2020881_發音人賴維凱(南四縣腔).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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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對聚概人來講，係嶄完痛苦个一年， 

毋過，乜係分大自然生態恢復元氣个一年， 

2020，總共有 4 個 0，佛教講著四大皆空， 

總講，就係愛放下一切苦難像水流—看破。 

 

展望 2021，兩個好空，兩個一，就係開始， 

疫苗新藥跈等問世、各國戰爭慢慢仔恬靜，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大家人這個月等等仔， 

一切平安一切順序，係你同𠊎最卑微个願。 

 

2020881、20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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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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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十分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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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妹妹企等毋敢停動，驚虫憲公跌下來，還當驚心个吩咐虫憲公講：「愛細

義哦！跌下來時毋係搞哦！」虫憲公應講：「你還貼吾心肝哦！恁仔細！亻厓知。」

豬妹妹又問講：「等下亻恩愛搞麼个好呢？」虫憲公應講：「亻恩來去搞翹翹板好

無？」豬妹妹講：「好啊！好啊！」虫憲公接等就開始唱起翹翹板个山歌啊來：

「一儕一片翹啊翹，有高有低有歡笑；看近看遠輪等來，兩儕平重好扌帣頭。」

豬妹妹聽著這，想想毋著，佢摎虫憲公个身胚仔爭差恁～多，佢接等就唱：「亻

厓恁大箍你恁瘦，頭重尾輕難扌帣頭，係愛同亻厓共下搞，等亻厓減肥正相招。」

虫憲公知佢無自信，就唱轉去安慰佢講：「毋使道嘆毋使愁，等亻厓喊人湊共頭，

蛇哥𧊅仔並老鼠，包你搞到毋肯走。」 

 

豬妹妹還係毋放心，又唱：「四儕湊等有幾重，亻厓一坐落難停動，毋當你

就湊別儕，亻厓掃地泥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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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憲公嘴唱山歌，手腳毋敢有半下停跎，佢歸身仔出力跋一路上，聽著豬妹

妹還毋放心，就出計講：「該亻厓喊水牛大哥湊共頭？」豬妹妹講：「亻厓正三百

斤重，水牛大哥千二斤重，到時續來換亻厓翹高高，毋得下來口也。」豬妹妹个

數學異好，虫憲公个頭腦也不差，跈等又講：「河馬大哥千五斤重，換牛大哥同

你共頭，河馬大哥摎亻厓兜共下，恁仰毋就爭七毋爭八，差毋多堵堵好口也。」

豬妹妹講：「係喲！係喲！亻厓仰無想著呢，毋過……。」豬妹妹心肝肚愐加一

下，還係試著無妥當，佢講：「平重係平重口也，毋過，就毋知翹翹板承得贏三千

斤無？」虫憲公也愐一下講：「著喔呵！唉！莫管佢了啦，去到運動坪正搞別項

啦！」講煞又煞煞跋等上，佢目珠既經看著豬背囊口也，盡歡喜个蹶加一步腳跋

啊上豬背囊，氣哩呼嚕氣急急講：「來去喲！」上課鐘就響吔。 

 

虫憲公拿起吊到頸根項个時錶仔一看，原來佢既經用忒九分又九秒。無奈

何，佢又遽遽將豬尾準溜滑梯溜一路下來，好得正用忒九秒鐘。虫憲公蹶到一身

汗，毋過豬妹妹還係無運動著。 

   

大家又行等入教室。老鼠仔打第一，佢講：「豬妹妹你兩儕還遽喔！比亻厓

還較緊手轉到教室。」虫憲公聽著當敗勢。 

 

第二遽个係牛仔，第三遽个係老虎，第四遽个係兔仔，盡包尾个又係該兩隻

盡好搞个搞潭精：猴仔合狗仔，兩儕又尖到門口相賽講：「亻厓先！」「亻厓先！」

毋肯相讓。 

 

  又聽著教室肚「oˇˇi…」一聲大大聲，這兩儕正乖乖仔一儕一片，行轉自

家个位仔上坐好。 

   

先生跈等行入教室，又上課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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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寮坑个阿伯姆 

【文／李俊彥】 

 

發音人 李俊彥—四縣腔 

 

  逐年七、八月个時節，芎林个日頭正烈烈，又無麼个風吹來，試著翕熱翕熱，

一儕人恬恬仔企到外背該頭大牛眼樹下尞涼，亻厓心肝肚還緊愐，細細時節阿伯

姆个形影。 

 

  亻厓從細就同阿公、阿婆共下戴在鹿寮坑，因為細人仔性體較番綻又無時恬，

對天光搞到暗昏，係當輒常有个事情，到廳下正坐無兩下半，就會聽著隔壁阿誌

哥牽聲緊喊：「還在屋下做麼个呢？遽遽來去山頂尞啊！」過一下仔，大自家儕

就會走到禾埕邊脣个穀寮下集合。阿誌哥係鄰舍阿香姨个倈仔，因為厥姊到市區

讀書吔，故所，就伸佢一儕在莊下，該時節亻恩兩儕一直係阿伯姆眼中个細猴牯，

見擺去山頂項搞嗶噼笐抑係到山腳下遶尞時，阿伯姆一聽著鬧熱尖尖个聲音，就

驚怕亻恩俚又愛去偷摘佢種个酸桔仔，定著會䟓䟓行往出看一下，對遠遠仔地方

就看著佢面色譴到紅嘟嘟，緊行緊喊：「又係你兩儕細鬼仔！ 該酸桔仔還做毋得

食啦！」 

 

  阿伯姆既經八十零歲吔，身體還已健，有成時到下晝頭，就會看佢擐等一隻

細凳仔，自家坐到山崎脣該頭高柳柳仔个牛眼樹下敨涼，亻厓摎阿誌哥乜會跈等

坐厥旁脣，聽佢講「頭擺个故事」。阿伯姆講：「頭過个細人仔無像這下，莊下个

生活已艱苦，哪有麼个時節好搞，打早就愛䟘床做事吔！」阿誌哥同𠊎目金金緊

聽阿伯姆講古，正兩下仔仰會知亻恩兩儕像目珠分辣椒舞著樣仔，目汁乜緊跌下

來，這時阿伯姆皺皮个正手伸入褲袋仔裡背肚，拿等一條舊手巾摎亻厓兜面皮捽

燥來，自家在該喃喃喃喃，毋知係唸麼个？ 該央時無詳細聽清楚阿伯姆緊講个

話語，單淨聽著一句：「細倈仔毋好恁會噭，驚怕長大會無人愛。」 

 

    阿伯姆雖然腳跛跛仔，毋過做事盡煞手，絕對毋會輸分大人儕，打早就蹶

䟘起來去田項摘菜，黏時又轉到雞寮飼雞仔，正經當無閒洎杈，到臨暗邊个時

節，又看佢對山頂行等來，肩頭㧡等兩大籮過重个菜頭同黃瓠，阿伯姆雖然歲

數已大，毋過這兜細事，佢還係㧡得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mut9InEG2REm7SZn18GbZ-_brNm-u-4/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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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緊走、時代還緊變，阿伯姆到亻厓去讀書个時節，正無幾多年嗄過身

口也。逐擺過年過節，亻厓著定會轉到鹿寮坑行行尞尞，這兩年聽阿香姨講：

「厥倈仔早就結婚口也，搬到竹東街路項去口也！」 

 

    雖然這下，當多人既經無在這位生活吔，毋過該頭牛眼樹下還囥等淰淰个

回憶還有一生人个老頭擺。這擺亻厓有聽阿伯姆个話，無噭出來，還係笑咪咪

仔。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電子報  第 362  2020/12/01 出刊／ 半月刊 

44 
 

灶下 

【文／湯文豪】 

 

 

  灶下1肚个灶頭火當猛，燒樵杈个白煙跈等煙涵飛向天頂消失無蹤。亻厓想，

阿婆定著在灶頭前起火、燒樵、炒菜或者暖水？斷真，佢當當在該認真炒菜，就

驚一下無注意，火忒猛，會同炒等个菜炒壞忒樣仔，嗄來影響著歸家人个胃口。 

 

還記得，頭擺阿婆在過年个時節，無閒在灶下蒸菜頭粄、煠雞鴨、炆筍乾、

煲爌肉；抑係閒時閒節，在灶下炒菜、煮飯、暖水。全全就在這口大灶做事，這

做得講係佢展手路个好所在，乜會摎灶下裝到揫揫亼亼2，在在就實現了「四頭

四尾」，其中一個「灶頭鑊尾」个客家婦女典範。 

有一擺，亻厓在灶空前扌帣手阿婆起火，一直起毋得著，阿婆就教亻厓，起火定

著愛先同火灰耙耙淨來，再窿一隻草結到灶空肚，扯一張紙仔放到草結下，點著

紙仔，恁樣火就會起得著，火自然會猛。阿婆輒常講个做人道理，像係：「人愛

靈通，火愛窿空」、「人愛人打落，火愛人燒著」、「大鑊吂滾，細鑊拋拋滾」个客

家諺語，到今還記在心。 

 

該央時，阿婆盡煞猛，日日除忒愛煮三餐，還愛準備高低佛仔3讀書愛帶

 
1
 灶下：音 zo haˊ；廚房。 

2
 揫揫亼亼：音 qiuˊ qiuˊ qib qib；到處整理得很乾淨。 

3
 高低佛仔：音ˊ daiˊ fud eˋ；大的小孩和小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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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个飯篼仔，逐日都會去市場買菜。轉來過後，就開始準備暗晡頭愛煮个菜，

係有閒，還愛破樵、團草結4，好分臨暗頭暖燒水同煮暗餐好用；有成時，還愛

去菜園淋水、去田坵綁草仔。故所，輒常同自家搣到當無閒，正經當辛苦。該

時𠊎問阿婆，你做麼个做到恁辛苦，佢講：「哪會呢！恁樣對身體正較好」。 

 

係講，堵著落雨天，就愛先傳便樵杈，假使毋罅用，佢就會䟓䟓去河壩脣

撿樵5，不管係竹笐抑係竹殼，做盡捎捎轉來6燒，一息就無打爽。這全全都係

為著愛蒸一床好食个粄仔、炒幾項好食个菜、煮一鑊好食个飯，還過暖一鑊燒

燒个水，來分歸屋下人食飽同洗身。阿婆日日做到兩頭烏7，還愛等屋下人做

盡食飽、撿揫8同洗好圓身，正有閒坐下來尞。 

 

阿婆一生人，從後生到老，做得講離毋開「灶下」，佢為著屋下个大大細細

付出心血，毋識怨嘆過。你知無？灶下該隻無一時閒个背影，永遠係恁得人惜，

當分人懷念个。 

  

 
4
 團草結：音 tonˇ coˋ giedˋ；綁草結。 

5
 撿樵：音ˋ ceuˇ；撿拾柴火。 

6
 捎捎轉來：音 sau sau zonˋ loiˇ；全部搜刮回來的意思。 

7
 日日做到兩頭烏：音 ngidˋ ngidˋ zo do liongˋ teuˇ vuˊ；從早忙到晚。 

8
 撿揫：音ˋ qiuˊ；收拾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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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去 

【文／邱祥祐】 

 

發音人 邱祥祐—四縣腔 

 

  擎起筆、拿張紙，寫文章就恁簡單。毋過，愛寫出好文章，就無恁該喔！

亻厓這下啊，頭那強強就愛爪溜皮了，還係想毋著愛仰般寫較好啊！ 

 

  這件事情就愛從一隻月前開始講起，該央時亻厓个客語先生毋知從哪位得著

个訊息，講有一個「童話故事」个文章徵稿活動。先生還摎亻厓講當簡單啊，儘

採寫寫啊就好，該央時亻厓乜戇戇答應，仰會知寫出一篇好文章恁難喔！ 

 

  寫童話故事，最頭先愛先定題目，再發揮自家个想像力來設計角色摎大綱，

還愛照顧著故事內容个「起、承、轉、合」。亻厓平常時就無照顧別人个經驗，這

下一下仔愛照顧恁多个角色，實在當有挑戰性，這就係亻厓這下做麼个頭那會爪

溜皮个原因。 

 

  經過一段時間个打拚以後，總算係寫好了。亻厓當歡喜个傳𠊎个文章分先生

看，本本想講做得歇睏了，吂知，先生嗄講：「你个文章啊，無用著『譬喻法』

摎『擬人法』，童話故事就係愛用這兩種方式來寫正會生趣啊！」 

 

  阿姆哀喔，亻厓看等文章，佢乜看等亻厓，亻厓還係想毋出來愛仰般譬喻啊。

亻厓想亻厓該央時正經係分先生騙去了，毋係講寫文章當簡單咩？這下，亻厓只

好乖乖改文章。看等文章底肚个字，每一隻字都像係嘴擘擘緊笑亻厓，實在還得

人惱！ 

 

  總算，在期限前一日，亻厓將文章寄出去了。摎文章丟入郵局青色大郵筒

个時節，心肝肚想，雖然亻厓係丟青色个郵筒，毋過希望亻厓个文章出來个成

績，做得像紅色个郵筒共樣，「紅紅」光光！ 

 

  包尾，比賽个成績出來了，亻厓个文章無入選。其實亻厓當失望，因為花了

當多時間在寫文章，結果麼个收穫都無，想講自家以後莫參加投稿个比賽了。吂

知先生嗄鼓勵亻厓，佢講：「你其實當慶，你个煞猛，亻厓都有看著。雖然講你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P8G7lF4FOUpgXF_ApgHbowFI2Y5PcNo/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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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無打著名，毋過你勇敢踏出第一步，全心投入比賽，有享受著比賽个過程。這

兜都會變成你自家最難忘个回憶，這正係最珍貴个！」 

 

  「毋係看著希望正愛堅持，係愛堅持下去正看得著希望」。經過先生个鼓

勵，亻厓正知得，其實還有當多个比賽在等亻厓去爭取頭名，故所亻厓定著做

毋得打卵退，顛倒愛較煞猛，分自家較進步，邁向還較好个自家！ 

 

※本文作者邱祥祐為客家系一年級學生，11 月 29 日參加 109 年度

全國語文競賽榮獲客家語演說社會組特優，同班同學林以晴榮獲客

家語字音字形社會組特優，客家系全體師生同賀。 

 

左一為邱祥祐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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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為林以晴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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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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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壩小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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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人 薛常威—四縣腔 

 

  「大河壩小書店」係今年 11 月在中壢高中旁脣正開業个一間全新个「獨立

書店」。「獨立書店」摎「連鎖書店」無共樣，賣麼个書，經營个方式當有自家个

主張。「大河壩小書店」个店主人，後生个羅先生希望這係一間中壢个、客家个、

後生人个書店。 

 

    客家話「河壩」就係河流个意思，安名安到大河壩，係希望做得遠遠長流，

河壩乜像母親共樣做得滋養大地。用「小書店」摎「大河壩」个反差，表示這書

店當可愛、當得人惜个意思。另外乜代表獨立書店个精神，雖然亻恩兜恁細隻，

乜做得分還較多關心這片土地个人講出聲。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HDRUYTXsm-0laM6GZJzTP-T0rs_56V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HDRUYTXsm-0laM6GZJzTP-T0rs_56V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KW77C5akxFBv3EcNB-77IsEy0z6ehYD/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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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店就一樓定定，裝潢當簡單，毋過這位本來就毋係用浮華、享受來餳人个。

當然做得在這看書，啉杯茶，啉杯咖啡。這位乜有舉辦當多个講座摎唱歌表演。

特別个係佢兜邀請來个大體係客家人，講个係客家个故事，唱个係客家歌，算起

來係非常小眾个市場。正新開个書店，後生人肯恁樣形堅持理想，實在無簡單。 

 

    這個 12 月 12 號下晝，「River 河壩講堂」邀請著張典婉小姐來講「該央時。

該兜人」，講个就係戒嚴該隻年代，母語文化係仰般形保留傳承个，又經過麼个

風風雨雨？關心客家个人做得來聽。 

 

    一間一間書店緊開，中壢這下嗄變到緊來緊有文化个所在。希望這間後生人

正開个獨立書店做得像大河壩共樣，長長遠遠，影響還較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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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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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客家與池上：反思東臺灣研究」有感 

【文∕鄧碩威】 

  客家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從客家源流到現今的社會與文化、語言與文學以

及客家社會發展等等的領域，都有所建樹，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種類中我們

可以發現東部客家研究的部分是十分稀少的，在以前客家研究，尤其是家族有

關的部分，幾乎都是在研究西部的各大客家家族，研究的領域也幾乎都限定在

傳統客家領域，例如桃竹苗、東勢、六堆地區，到近年來，才稍微有一點不一

樣，有越來越多人會去做東部的客家研究。 

  東部在過去並未受到客家文化運動的滲透，但當代隨著國家制度上的改變，

譬如我們國家直接建立了中央部會──客委會，建立起了新的、由上往下的，對

於客家建構的力量，所以使得東部已經跳過了前面的客家文化運動的部分，直接

變成全國性的連結，和西部一同受到由上而下的影響。究竟在這波運動潮中，東

部客家人是否真正願意接受影響？有沒有從下而上的力量，或者這股浪潮之中是

否蘊藏著政治上的操作？客家團體的形成代表政治力的介入與其它攸關資源方

面的競爭，這些都是值得研究者關注的問題。 

  此外，從名詞意涵來看，Ethnic group, Race, National 在西方是完全不同

的意義，「族群」帶有一種血緣作為團體連結的紐帶，但是在臺灣來說，Ethnic 

group, Race, National 這三個名詞似乎時常被混用，臺灣對於客家的定義並非

以血緣作為基準，從客家基本法即可了解，現在我們認同自己為客家人的方式

中，似乎血緣並非主要的途徑，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一點的概念，是我從前不

太會去思考過的問題，或許我們對於許多的族群定義是否能再重新檢視？譬如

原住民、外省人等等，他們也不一定具有血緣關係，例如阿美族和布農族就是

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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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在職專班入學招生 

 

【文／轉載自中央大學客家系】 

 

報名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01 日至 12 月 10 日 

招生名額:30 名 

《一律網路報名，詳請參見中央大學招生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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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110 學年度碩士班在職專班入學招 

生 

【文／轉載自中央大學客家系】 

 

如果你(妳)是法律或公共行政與政策、公共事務或其他科系學生，想要鍛鍊跨法

政領域學術與實務能力，擁有法學碩士文憑與就業力，誠摯邀請您加入我們的

行列！ 

 

【專班入學】報名時間:預計 109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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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28 名 

《一律網路報名，詳請參見中央大學招生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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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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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阿姆个花》 

 

【文／轉載自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您一定聽過這首歌：天上的星星不說話，地上的娃娃想媽媽，天上的眼睛

眨呀眨，閃閃的淚光魯冰花… 

 

    臺灣文學巨擘「鍾肇政」寫下膾炙人口的「魯冰花」名著，更成為膾炙人口

電視劇與電影，已傳頌數十載，而「魯冰花」則是在山區茶園常見，花落土，化

塵泥，更護花，就如大地的母親，而山區茶園多為客家族群居住地，此花亦稱之

為客家母親花。因此，本次以《阿姆个花》為活動主題”烹調”一道假日迎客饗

宴～以魯冰花入菜、佐雜技舞蹈、拌文藝歌聲特調～邀您共賞。 

 

    演出將由流行樂壇創作歌手「何芸娜」演唱客語歌曲”爸爸我失眠”(客家

電視劇”烏陰天的好日子”片尾曲)、並以兩首馥郁的文學詞曲獻給鍾肇政老師”

念”及”離度”(此曲為漢創第 14 屆冠軍歌曲，並邀請歌手「吳鎮安」合唱)、更

以經典的”魯冰花”歌曲，與雜技表演共譜歌聲與畫面。表演的壓軸則是新象創

作劇團精心編排，描述農村與客家採茶情景的雜技舞蹈演出，節目中展現農村與

客家風格舞蹈、農家青年男女比才藝(雜技)、客家紙傘蹬技與客家花布轉毯、特

技肢體演出等，精彩可期。 

  

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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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日期：109 年 12 月 5 日、6 日 下午 3 時至 4 時 10 分  

雜耍體驗：109 年 12 月 5 日、6 日 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活動地點：龍潭武德殿文友廣場（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 196 號） 

演出單位：新象創作劇團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雜技演出結合文學歌唱，全新體驗，歡迎大小朋友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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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客家小炒全國爭霸賽 

 

【文、圖／轉載自客家委員會】 

 

 

徵件期間：即日起至 12/08 (二) 

 

徵求全臺各地的客家廚神，端出最引以為傲的客家小炒，用經典美味一較高

下！客家美食豐富多樣，簡單親民的特色，與生活緊密相連，是臺灣料理中最

具影響力的菜系之一，尤以經典美味「客家小炒」，成為客家料理中不可或缺的

代表。歡迎全臺各地，客家料理的菁英廚師，透過熟悉的「客家小炒」展現精

湛廚藝，角逐客家料理的榮譽寶座。 

 

凡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分北區、中區、南區及東區，詳如簡章附

件）、其他客家聚落(經本會認定符合資格者)或客家文化園區中，具稅籍之合法

營業餐廳，並有販售客家小炒菜式者，皆可報名參加。 

 

「2020 客家小炒全國爭霸賽」1/10 在新竹竹東戲曲公園舉辦初賽，冠亞季軍於

1/16 在臺北市花博公園進行決賽。參賽隊伍可至活動報名網址 www.hakka-stir-

fry.com.tw 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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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客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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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祥樂隊  《野蓮出庄》  

【圖、文／轉自博客來】 

 

野蓮出庄發片演唱會 

時間：2020/12/5 暗晡頭 七點鐘 

地點：美濃國中禮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 191 號） 

票價：自由定價，隨你付 

 

野蓮出庄創意筵席 

時間：2020/12/6 當晝頭 十二點鐘 

地點：鍾理和紀念館 (美濃區朝元 95 號) 

費用：1200 元／一席（人） 

鄉親獨享：旗美地區設籍、工作，可享鄉親優惠價 1000 元。請於活動當日攜帶

證明文件，至服務臺辦理退差額，或換購演唱會周邊商品。 

購票連結：https://is.gd/2FI1RL 

 

  菸草沒落，野蓮出庄。 

https://is.gd/2FI1R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B673H5U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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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代中我在嘉義的海產攤初遇破布子炒水蓮、山蘇又蒸魚，記憶被撞

開了裂縫。除了靜素躺在飯桌上與母親相對眼，沒想到對面烏尚可如此靈活！更

納悶：我們不常吃的野蓮，何以出庄且易名？困惑中，我夾一顆對面烏入嘴，兒

時的澀苦在舌根處轉甘甜，令我不禁揣想：難道離家夠久、吃苦夠多，才得品嚐

對面烏？ 

 

  那滋味引我再度回家。 

 

  我回返母親獨自採收、製作對面烏，以及每餐一碟的場景，試圖探究她的心

境。我跟著她走出除草後的第一期稻田，腰夾的臉盆上擠滿挑好的野菜。她疲憊，

但幾絲愜意流露。我領會水田的賞賜，不再排斥連吃一週斛菜或冇筒梗炒黃豆醬。

七月半，我安靜看她備料，蒸芋頭粄，不再質疑家裡人愈少、粄卻愈厚，明瞭那

是對外出子女的召喚與祝福。年三十下午，我忍住玩興，盯著屋後的大鋁鍋，乖

乖掌火。母親在灶下忙進忙出，姊姊們已催緊手腳，仍不免招念。我面前這一鍋

大封，不只是我對食物的至高期待，更是家族團聚的圓心，以及長媳的年終考評。

我不能失手啊！必須把火餵好、餵穩。 

 

  社造牽線，去阿里山拜訪鄒族，主人留客午飯。村長端出我本以為客家地道

的樹豆湯，食物地域觀隨被破解，提醒我穿越鄉愁之必要。我拜會本土種黃豆的

復育者，探訪幾位回鄉開設豆腐坊的朋友。他們難忘豆腐郎吆喝，以及植物蛋白

質之於社區的重要；他們倡議的保種運動，連接了母親掛曬在窗櫺上的各種蔬果

種子。幾位原住民採集文化的研究者解開我的野菜邊界，放打烏子流浪。期間，

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朋友呼應創作計畫，廣泛訪談，證實了食物傳統的堅韌延續力。

他們關注後菸草時代，農民尋找另類經濟作物的歷程，理解野蓮產業的在地意義，

及其全球化機會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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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的部首是「女」--她們是食物的主要採集者、製作者、保存者與教育者。

但面帕粄連繫父親：考試、繳菸得意，他帶去粄仔店；稿賞工人，叫我去包回來。

凡此，面帕粄總造成米食最高級感。工作至嘉義，必吃火雞肉飯；看各家以自製

雞油淋飯，亦予我同樣印象。 

 

  生祥讀詞，聯想日本的「B 級美食」比賽，主角是非主流的鄉土菜肴。我們

的食物場景若有配樂，亦當是在地流行音樂：流動攤車的叫賣聲與隨取音樂、婚

宴場上的中西混種音樂，以及李文古笑科劇、金光布袋戲、神明生日晚會中的戲

仿音樂等等，生祥總稱為「B 級音樂」。 

 

  那麼，就請乘著 B 級音樂，聽我們唱這些食物與人的流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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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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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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