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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作「客」：從客家族群瞭解臺灣社會

今日臺灣有福佬、客家、外省、新移民與原住民等五大族群，但在早期戒嚴體制的年代，

福佬、客家與原住民等本土族群的文化受到漠視，直至一九八○年代臺灣本土化運動風起雲湧

後，客家族群也開始受到重視，以客家族群作為研究主題與論述的著作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

「客家」逐漸成為臺灣出版界的顯學之一。

客家族群生根臺灣，是認識臺灣社會的途徑之一，有鑑於此，本次閱讀選粹將聚積於近三

年（民國 102年至 104年）「客家」的新著上，從透過這些作品，認識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

並讓我們重新發現臺灣特殊的人文特色與文化精神。

宏觀視野下的客家文化－《客家與國家發展之研究》／臺灣客家筆會

首先讓我們從宏觀視野來俯瞰近幾十年來臺灣客家運動的發展過程，范佐雙《客家與國家

發展之研究》一書探討戰後客家族群社會地位的演變過程，藉以讓讀者認識客家族群與臺灣社

會的互動情形。

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推動「國語運動」之故，客家話、福佬話、原住民語等臺灣本土語言較

受打壓，時至西元一九八○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發展才開始萌芽，而西元二○○○年代則是臺

灣客家運動的豐收期，事實上臺灣客家族群之所以獲得政府機關或社會大眾的重視，此乃一群

熱愛客家文化的客家前賢共同努力的結果（例如：鍾肇政、吳伯雄、羅能平、陳石山、范佐雙

等），而這些客家前賢如何替客家族群發言？如何動員客家鄉親捍衛自身權利？卻因客家前賢

未留下隻字片語，讓國人對於這段臺灣客家運動發展史不甚瞭解，所幸近年范佐雙先生將其個

人關注公共事務的七十九篇撰文編輯成專書（其中客家研究三十五篇），始填補這段歷史的空

白，讀者也可藉由本書瞭解一位「客家達人」如何為了自身族群的生存權努力著。

本書作者對客家議題的評論散見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臺灣日報、臺灣時報、

中央日報、全球客家郵報、月光山雜誌、客家雜誌等報刊，其中作者不僅積極參與世總懇親大

會、客家研討會、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倡議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等，作者對於客家籍政治人

物的評論特別感興趣，因此他針對客家籍立法委員、歷屆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含行政

院客家委員會籌備處主任）的提案與政績進行分析、比較與評論，其中針對彭紹瑾（民進黨）

與呂學樟（國民黨）兩位客家籍立委進行個案研究，有助於平衡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邊的立場，

而針對徐正光、范光群、葉菊蘭、羅文嘉、李永得、黃玉振等六位歷屆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委

的母語能力、參與客家公共事務、學識、客家著作、總評等項目進行分析，范佐雙對於徐正光

籌備處主任的評價最高。

桃園市私立復旦高級中學教師│廖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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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葛永光教授在〈觀物觀入化境－評介《客家與國家發展之研究》〉乙文評述：

該書共分 5 大類：客家研究 35 篇，立委及國會 14 篇，傳記資料 14 篇，圖書資訊 6 篇，其

他 10 篇。撰寫時間自 1977 年至 2012 年底止。本書有兩部分，第 1 部分是本書作者的作品，也

就是前述的 5 大類；第 2 部分是讀友（含長官、長輩、朋友暨相關單位）的勖勉。

佐雙先生勤快樸實，堪為典型的客家子弟，對客家文化及客家族群之基本權益時時關注，

尤其是政治人物對客族之政見承諾更不時加以比對追蹤，為文分析並對未履行政見的政治人物

提出諍言，期盼他們對客族權益不要有意忽視或加以輕忽；對客家籍的民意代表及首長更是關

心，除為文讚許該個人任內政績外，亦會積極鼓勵他們進步，此外，也對國事、天下事，事事

關心，凡有助於社會或公共事務的大小事，都不吝表達看法，例如，由於佐雙先生乃圖書舘業

務專門背景，對「目錄」與「目次」之區別有獨到的見解，有「目次」達人之美稱，遇政府機

關（構）出版書刊，與上述學理相左者，自必進一忠言，提供有關機關（構）參考，當然並非

都蒙採納，但是其不畏作「得罪人」的工作，且具有持之以恆的精神，的確少有人能及。其次，

須特別言之者，基於圖書舘專業及關心客族權益，佐雙先生對於圖書舘法及客委會組織條例法

律制定過程，所發表對立法過程介述的文章，於法制作業上，確有其參考的價值。

本書雖然不是純研究之作，內容也略顯繁雜，但本書卻為近代臺灣客家運動史留下許多珍

貴的第一手資料，也讓臺灣客家運動史留下更多人情味。

客家的味道－《品嘗鳳林好滋味：客家傳承飲食樣貌》／客家委員會

客家族群散佈於全臺各地，因此認識客家族群的方法便是走進他們的村落，透過日常性的

生活實踐，認識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色，首先讓我們走進東臺灣，認識花東縱谷上的客家族群如

何與這塊土地產生律動。《品嘗鳳林好滋味：客家傳承飲食樣貌》這本書希望透過平凡不過的

飲食文化，理解花蓮縣鳳林鎮的客家魅力。

「飲食」是形塑社群記憶，進而劃出族群邊界的絕佳方法，客家飲食研究專家賴守誠教授

曾提到客家飲食除維持身體、形塑認同，而且也為品位社群畫出邊界外，形成社會經濟與文化

運動的基礎。（注 1）一個族群如何展現自身文化特色，透過每天的飲食文化實踐，族群文化的

特色也就此展現，也難怪林淑蓉教授曾說：「食物是一個族群文化的物質性表徵，透過個人與

特定社群對食物的喜好，或習以為常的感官知覺的熟悉感，食物成為區辨我群與他群之間差異

化的物質性基礎。」（注 2）因此理解臺灣客家族群的社會樣貌，飲食文化是絕佳的切入點，而

飲食也蘊含著客家族群的生活環境特色。

財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協會是一個致力於發展社區總體營造的社會團體，為了社區居民

能夠自覺性地因應社區所面臨的各項議題，因此進行了文化資產與資源調查工作，並推動鄉土、

環境與生態守護教育。鳳林鎮是花蓮縣客家族群比例最高的鄉鎮市，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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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鎮的客家文化特色呢？財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協會選擇從飲食文化的角度探究，最後完

成了《品嘗鳳林好滋味：客家傳承飲食樣貌》這本著作。

鳳林的飲食文化可從「民俗廟會」與「傳統節慶」兩個面向著手：（1）民俗廟會的飲食文化：

鳳林鎮的民俗廟會飲食文化的形成乃是為了禮敬天神地鬼，每逢農曆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辰、

農曆正月十三日關聖帝君得道升天、農曆四月二十六日神農氏誕辰、農曆正月十五日上元節（祈

福）、農曆十月十五日下元節（還福），當地客家族群均會準備豐富的牲禮祭拜，而鳳林當地

的信仰中心壽天宮每逢神農氏誕辰日，也為舉辦大閹雞比賽。（2）傳統節慶的飲食文化：鳳林

當地客家人過年都會準備甜粄、發粄與菜頭粄，而長年菜象徵長壽，當地居民劉青松先生也說

到過年一定要吃滷豬腳。透過這些飲食特色，豐富了鳳林當地的客家文化。

臺灣客家特有的集體記憶－《花蓮地區客家義民信仰的發展與在地化》／東臺灣

研究會

《花蓮地區客家義民信仰的發展與在地化》跟前書同樣，是一本描繪東臺灣客家文化的著

作，來自花蓮縣瑞穗鄉的客家子弟－姜禮誠，從小認為以正向的方法看待自己的族群身分，但

隨著年紀增長，發現周遭的朋友開始對他的客家族群投注異樣的眼光，姜禮誠的族群感受並不

是特例，從人口數來說，客家族群屬於臺灣的少數族群，過去也經常被其他族群投以刻板印象，

因此惟有瞭解客家文化才能真正認識客家族群，而過去東臺灣客家族群經常被放在西部客家族

群的脈絡下進行討論，但事實上東臺灣的發展具有「邊陲性、延遲性、海洋性、多元性、特殊

性與移民性」等特色，國家力量的介入力道也不同於臺灣西部地區，民間移民的腳步往往跑比

政府來得快，因此若將西部客家族群的經驗化約為東臺灣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色，容易發生以偏

概全的謬誤。

面對東臺灣客家族群的特殊性，作者以義民信仰作為案例進行分析，發現花蓮地區的義民

信仰具有「在地化」的現象，花蓮地區義民信仰共有七間公廟廟宇以及四間私廟廟宇，而這些

東臺灣義民信仰廟宇在宮廟沿革與組織規模、主神來源與形像、神蹟傳說、祭典儀式與客家集

體記憶等六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而花蓮地區客家族群也往往在義民信仰上，藉由祭典儀式、

廟宇活動、個人感應及傳承經驗等，建構起屬於東部在地的「集體意識」，讓許多疏離的義民

爺信眾有了交流的機會，對於當地客家族群的整合有著莫大的效用。

而本書也發現東臺灣的義民信仰不似西部是專屬客家族群的信仰，但將義民爺的祭祀作為

共同參與的大事，則是客家族群特有的現象，而義民爺由孤魂昇華為正神的過程，也符合了客

家族群拓墾時的「硬頸」精神。但在世代交替的情況下，義民信仰在歷史傳承工作上面臨空前

的挑戰，年邁廟務人員感到感嘆與驚恐萬分，所幸花蓮地區的義民爺信徒能夠應變得宜，將傳

統結合創新，讓更多年輕族群開始接受全新樣貌的義民信仰，例如富里竹田義民廟便將神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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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科技結合、長橋義民亭則舉行社區百人踩街活動等，使得義民信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

得一條自處之道。

族群交融下的客家信仰－《神佑香火遶平鎮：祭祀文化祈平安》／客家委員會

《神佑香火遶平鎮：祭祀文化祈平安》與前書一樣是宗教信仰的著作，平鎮是桃園地區的

客家大鎮，這裡有豐富多元的祭祀文化，傳承著客家族群虔誠敬天的精神，這本書期盼透過信

仰文化，開啟人們對於土地的情懷，並傳達客家族群敬天尊地的謙卑。

平鎮客家信仰宮廟可分為地方主祀三官大帝的角頭廟，如三崇宮、福林宮、南蒼宮、鎮安

宮、福明宮，以及地方主祀開漳聖王的建安宮。由於開墾歷史與族群關係、環境背景的不同，

平鎮地區的客家信仰呈現微妙的變化，在臺灣客家族群的信仰中，三山國王廟可說是作為客家

移墾聚落的指標，但本書卻發現平鎮地區無三山國王廟，卻有六座三官大帝廟，以及一座被認

為是福佬人所信仰的開漳聖王廟，顯示出平鎮地區特殊的宗教信仰。

此外，平鎮地區的信仰文化也表現在老屋內的家宅信仰習俗，例如神龕上講究左昭右穆的

阿公婆牌位、神桌底下的土地龍神香位、凹壽處門神祭拜和嵌入院牆的天宮香位、廳下掛添丁

燈的丁樑等，都是平鎮地區客家人相當獨特的家宅信仰習俗。

平鎮地區雖然多屬客家族群聚居，但當地卻形成兩大輪值宮廟，以建安宮開漳聖王與褒忠

祠義民爺兩者為首，平鎮的行政區域有四十六個里，在南勢庄以中豐路及平南國中為劃分依據，

將原本的南勢庄切成兩個部分，因此南勢里（部分）、平南里、金星里（部分）為建安宮輪值

祭祀範圍，再加上東側一共涵蓋二十個里；而平安里、金星里（部分）、南勢里（部分），再

加上西北側的範圍依共有二十八個里，則是褒忠祠義民廟輪值祭祀範圍，原則上這兩個宮廟的

祭祀圈互不重疊，因此建安宮與義民廟是兩大獨立信仰系統，透過本書可讓我們瞭解平鎮地區

族群互動下，所形成的包容性極強宗教信仰。

長壽的秘訣－《頤養樂活在關西：客庄長壽生命印記》／客家委員會

過去臺灣客家研究的主題，主要聚集於：歷史淵源、族群認同、宗教信仰、風俗文化等議題，

但隨著時代演進，客家族群內部的樣貌也出現了極大的變化，因此老生常談將無法促成客家研

究的創新精神，因此客家研究必須與時俱進，跟上時代脈絡。

隨著臺灣生育率降低與生活環境改善，臺灣已邁向超齡化社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定義，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人口百分之七的國家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達百分之十四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達百分之二十稱之為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臺灣現在老年人口達百分之十以上，預計 2018年將進入高齡社會。

《頤養樂活在關西：客庄長壽生命印記》便是在高齡化社會時代潮流下的一本著作，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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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好山好水的新竹縣，在這優美的自然環境中，造就了關西成為了一個「長壽村」，據統計

關西鎮現有三萬初的人口，但超過八十歲以上的鎮民便超過一千多位，因此本書便結合「高齡」

與「客家」兩個主題作為研究動機，本書記錄二十四位長壽客家人的生命故事，一方面為臺灣

客家耆老留下生命史料，另一方面也期待為國家政策的規劃與人力的培育提供可資參佐的材料。

這本書認為關西人長壽的秘密在於下列幾方面：首先，長壽基因明顯，有超過二分之一的

受訪者直系親屬也屬長壽；其次，飲食方面不暴飲暴食，少油少鹽多蔬果，此外也要搭配自己

喜歡的運動，並持之以恆，睡眠充足並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最後，心理素質上，這些受訪者也

具有正向樂觀邁向老化、內心正向積極、並坦然面對人生的起起落落。

自然與人文的互動－《竹東圳路古今談：自然水路人文行旅》／客家委員會

竹東鎮是新竹縣內山的重要鄉鎮，戰後初期曾與中壢、豐原共稱為「臺灣三大鎮」，並曾

與東勢、羅東共稱為「臺灣三大林業集散地」，清領時期竹東便有不少客家人聚居於此，但早

年靠近新竹市的「竹東外五里」（三重、二重、頭重、員山、柯湖）的地形使然，無法取得足

夠的水源灌溉農田，荒埔地上只能勉強耕作旱園、栽種茶樹與低經濟價值的作物，在日本統治

大正十五年（1926）之時，林春秀、黃維生、黃棟臣等人提議興建竹東圳，開啟了竹東地區三

重埔、二重埔與頭重埔地區不同的風貌。

民國六十八年（1979）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立後，竹東圳變成寶山水庫的導水渠道，因此

竹東圳除了原有供應農田灌溉、民生用水之外，還肩負供應科學園區工業用水的重擔，但卻也

引起了農業與科技孰輕孰重的爭議。寶山水庫入水口是竹東圳導水路三號水門，位於三重里三

角城附近，這裡是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的分界點，圳水經過「跌水工」進水至寶山水庫，供應

民生與工業用水，每逢竹東圳三號水門乾旱季節時，農民與園區便可能出現「搶水」的情況。

如今竹東圳也開始與當地社區結合，希望結合「養生社區」的觀念，將客家人崇尚的自然

有機農作，在竹東圳源頭－軟橋地區，以及竹東圳的外五里地區發展有機農耕，發展竹東圳特

有的農業景觀與特色。日後讀者有機會前往竹東地區，不妨驅車前往竹東圳古圳道、古老石拱

橋與軟橋水力發電廠，飽覽當地優美自然景觀，再搭配著本書內容，相信更可領會客家城鄉之

美。

臺灣客家原鄉情－《臺三線地區客家研究：文學、信仰與產業》／新竹縣文化局

上述三書所關注的地點（平鎮、關西與竹東）均位於桃竹苗內山地帶，《臺三線地區客家

研究：文學、信仰與產業》同樣是關注內山地帶的一本著作。臺灣客家族群主要聚集於桃竹苗、

高屏與花東地區，其中臺灣西部的省道臺三線尤其是臺灣客家族群的主要聚居地，臺三線又稱

內山公路，這條省道沿途經過臺灣西部鄰近山區的鄉鎮市區，清領時期以來，臺灣的族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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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有「泉州人聚居海岸平原、漳州人散居平原、客家人分佈於近山地帶及丘陵區」的說法，

時至今日近山地帶的臺三線仍是臺灣客家族群的主要聚居地區，因此臺三線沿線聚落蘊含著許

多客家文化的智慧。

吳聲淼是客家研究的前輩，早年關注兒童文學，近年來則將視野放在客家研究上，這本書

可說是吳先生近年來的客家研究總集。《臺三線地區客家研究：文學、信仰與產業》的研究區

域涵蓋關西、橫山、峨眉、銅鑼、北埔等鄉鎮，而研究的主題為文學、信仰與產業三大類，包

括新客家童謠創作者陳永淘、九讚頭客家布偶劇團、峨眉地區客家童謠、「鳥類」有關的客家

童謠、謝霜天作品中的「土地倫理」、北埔伯公與社會變遷、「童子普」、北埔埔尾村民間信仰、

客家醃漬文化、硅砂等，閱讀完本書後不僅可認識臺灣客家聚落的庶民文化，對臺三線客家聚

落將有基本的理解。

從客人到主人－《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大出版中心

信仰與飲食文化展現了今日臺灣客家族群的宇宙觀與價值觀，但若要瞭解臺灣客家族群在

不同時代中的脈動，還是必須回到歷史脈絡才能瞭解，林正慧《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

戰後的追索》一書可瞭解臺灣客家族群的概念如何出現，作者認為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前面

有很長一段時期並不稱為「客家」，清代臺灣漢人的認同模式可分為兩類：第一種是採取跨省

的「方言認同」，例如廣東省嘉應州與福建省汀州府等純客住區的移民，以及福建省漳泉與廣

東省潮州府等閩南方言移民；第二種為「省籍認同」，漳州客方言與潮州府饒平縣、惠州府海豐、

陸豐等縣移民，由於原籍地即處於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接觸地帶，來臺移民的方言與嘉應州等地

移民的方音有別，加上清代臺灣「閩主粵客」的制度性框架，故多採取「省籍認同」，因此漳

州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閩籍，潮州府饒平縣或惠州府陸豐、海豐等縣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粵籍。

而「客家」一詞又如何出現呢？林正慧透過史料發現早在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

人群已採取「方言認同」，自稱「客民」，之後臺灣民間社會逐漸形成「客人」與「福佬」以

方言為界的分類樣態，民間社會以方言分別彼此，雖與官方以行政界線劃分人群不同，但卻實

際且持續存在於臺灣的民間社會，且在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終於到了光緒末年修志時，出

現了《新竹縣采訪冊》中的「客人論述」。

乙未之役後，臺灣島民面臨了一個日本的統治，這個殖民政府一開始就從西方知識體系中

了解臺灣有一群說客方言的人為「哈喀」、「喀家」或「客家」，之後日本人透過臺灣本島的

舊慣調查，以及清代文獻的資料，臺灣總督府以原先認知具種族意涵的「客家」，與清代的省

籍界線疊合，將臺灣漢人分為「廣東人」與「福建人」，且各自對應一種方言，即「客方言」

與「閩南方言」，在此一分類架構下，讓日治時期的人群認同清楚地以「方言」為界線，但同

時卻也可能讓閩籍客方言人群與粵籍閩南方言人群面臨如何自我定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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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臺灣的客家族群面臨了從「客人」到「客家」的轉折及適應過程，因戰後臺灣的

客家族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了「客家人」，

而戰後臺灣客家族群也與中國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標準，亦即自稱為「客家人」，同時也嫁

接起客家族群源自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因此，透過本書作者詳實的史料爬梳能力，讀者對於

臺灣「客家」族群歷史的演進歷程，將有更清楚的概念，有助於臺灣客家歷史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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