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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客家地區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轉變，傳統產業普遍面臨轉型壓

力，使得原有社區風貌逐漸改變，許多客家特有產業與文化資產亦面臨式微的困

境。台灣的客家族群主要分佈於山區與海邊，受到產業變遷與都市化加速的影

響，人口外流與老化成為普遍的現象，導致原有客家文化傳統與特色均面臨保留

與存續問題。因產業內涵、生活方式與居住環境的改變，造成人際關係逐漸疏離，

客家文化傳承與重塑參與程度下降，導致客家傳統文化發展延續困難。 

文化是長期生活方式的累積，附著於語言、文字、藝術、教育、信仰、宗教、

飲食、建築等生活中，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也因為族群的多元化融合成為台灣

現今豐富的文化風貌，對於各族群的歷史文化的探究，不止是除了追根溯源的意

義之外，更包含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與瞭解，客家族群的存在是台灣多元文化的

重要內涵，但是隨著政治及社會環境的變遷，客家族群與文化面臨流失的危機，

因此對於客家文化的整理與推廣，將是傳承客家文化的重要成果展現。 

客家先民移墾台灣已長達三、四百年，在與其他族群的生存競爭與合作過程 

中，彼此間難免有所互動，不斷地彼此影響。更重要的是，客家人在台灣此 

一開放的海洋文化的適應過程中，必然對此地的生存環境與物質條件做出回

應，並分別在聚落，居所、音樂、戲曲、飲食、宗教信仰、生命禮儀........

等各方面呈現出「在地化」的現象。也就是說，相對於其他地方(包括封閉

的中國原鄉)的客家文化而言，台灣的客家文化有其開創性與特殊性。例如

義民爺信仰的堅持、伯公祭拜、因地制宜的夥房屋及風圍取代圍龍屋........

等等現象，不一而足。 

台灣的客家庄有許多具有文化歷史傳承的節慶活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自 2009 年起與各地方政府、鄉鎮市公所、地方社團合作舉辦「客庄 12 大節

慶」，逐年選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代表節慶，除了客庄傳統節慶外，也納

入近年來極富特色的新興客庄節慶，期盼以多元主題的文化產業活動，讓大

家認識豐富完整的在地客家風情。為此，本計畫為發揚客家傳統文化，特規

劃「客家文化與客庄十二大節慶客程計畫」課程，以客庄十二大節慶主題，



  

 

讓學生認識客家文化風情、歷史脈絡。計畫執行中，將邀請各家相關專家學

者蒞臨本校演講，並配合影片欣賞等靜態課程及校外參訪等動態課程，不但

可以發揚客家傳統，還能夠讓學生體驗最道地的客家文化精髓，認識不一樣

的台灣客家風情，期盼在傳統客家文化符號、元素中，注入嶄新的創意、獨

特的素材，達到以客家文化來加持客家產業，創造客家文化傳承與產業永續

發展之效益。 

台灣的客家庄有許多具有文化歷史傳承的節慶活動，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自 2009 年起與各地方政府、鄉鎮市公所、地方社團合作舉辦「客庄 12

大節慶」，逐年選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代表節慶，除了客庄傳統節慶外，

也納入近年來極富特色的新興客庄節慶，期盼以多元主題的文化產業活

動，讓大家認識豐富完整的在地客家風情。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所在苗栗縣

造橋鄉，境內客家人口達 80％以上，苗栗縣客家人口更高達 80％以上，本

校座落於全省客家人口密度最高的苗栗縣，對於發揚客家的傳統藝術、文

化與硬頸的精神，自有一份責無旁貸的使命與責任感。多元文化教育是一

種在民主社會中極具效能的教育，它能幫助學生發展知識、態度、技能，

以參與具反省性的公民行動，是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要教學目標。透過通

識教育課程推廣鄉土教學，從各個不同的面向及角度，共同為發揚傳統客

家文化而努力，期盼藉由集體的交流、討論與對話，重新開啟認識台灣客

家，思索自身與這塊土地的關係，並醞釀地方公民社會的能量，讓在地青

年更瞭解自己的家鄉，進而發揚客家文化。 

近年許多台灣地方新節慶的產生，來討論客家文化之傳統再造及

創新對地方社區經營、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間的關連、影響及成

果。從最基層的在地觀點來看，台灣客家文化具有全球獨一的特色，

因為客家文化形成的特殊性，使得台灣客家尤其具有極為特殊的風

貌，如何讓客家產業永續發展，其經營策略亦值得學術上之研究與窺

探。本計畫「客庄十二大節慶導覽課程」通識課程，正可以提供作為

學生在地化、多元文化學籍的機會與成長，計畫秉持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為推動客家文化學術研究的宗旨，遵循「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以促進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鼓勵學者、

專家積極從事客家相關研究。然而要使客家文化徹底生根，必須要由



  

 

學校課程編制著手，特別是通識教育課程是客家文化課程授課的最佳

窗口、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是客家學術研究的最佳平台。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客家文化導論」通識課程，具有五年

以上客家文化相關的教學經驗，足以累積教學成果，歷經數次的教學成果評量，

不斷研議修正課程內容，已完成技職校院初步客家文化課程的成果。為積極推廣

客家文化、發揚客家文化特色，以「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為核心。本計畫為發揚

客家傳統文化，特規劃「客家文化與客庄十二大節慶客程計畫」，以客庄十二大

節慶主題，讓學生認識客家文化風情、歷史脈絡。計畫執行中，將邀請各家相關

專家學者蒞臨本校演講，並配合影片欣賞等靜態課程及校外參訪等動態課程，不

但可以發揚客家傳統，還能夠讓學生體驗最道地的客家文化精髓，認識不一樣的

台灣客家風情，期盼在傳統客家文化符號、元素中，注入嶄新的創意、獨特的素

材，達到以客家文化來加持客家產業，創造客家文化傳承與產業永續發展之效益。 

為因應全球化及多元文化的需求，培育學生具備有全方位的視野及終身學習

之健全國民，「客家文化與客庄十二大節慶客程計畫」通識課程提供作為學生在

地化、多元文化學籍的機會與成長。本計畫秉持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推動客家文

化學術研究的宗旨，遵循「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用以促進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鼓勵學者、專家積極從事客家相關研究，然而要

使客家文化向下生根，必須要由學校課程著手，特別是通識教育課程更是客家文

化課程授課的最佳窗口，配合我國發展多元文化的願景理念而擬定本計畫。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所在苗栗縣造橋鄉，境內客家人口達 80％以上。本計畫

依客家文化課程的規劃理念，研究苗栗縣客家文化教學領域各相關問題之研討及

學成授課各階段的教學成果探討。客家族群具有豐富多元的特色展現，以往皆歸

類於悠久客家歷史文化所影響，本課程將透過對聚落、產業、文藝及風俗等論述，

來深入客家學術領域。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進度規劃表 

季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 
查核點 

查核時

間 

1月 

至 

3月 

1.完成修正計

畫書 

2. 擬定課程大

綱及授課計

畫，確認校外

專家學者演講

名單 

3.舉辦3場次專

題演講 

30% 

（30％） 

1.完成計畫修正

規劃 

2.確認授課計畫

及演講名單 

3.完成開設課程

及學生選修 

4.邀請安排演講

事宜 

3月 31

日 

4月 

至 

6月 

1.舉辦9場次專

題演講及 1次

校外參訪 

2.播放2場次影

片欣賞及解說 

3.完成學生滿

意度調查 

40% 

（70％） 

1.邀請及安排演

講事宜 

2.安排古蹟參訪 

3.完成問卷調查

及評量 

6月 30

日 

7月 

至 

9月 

1.完成學期成

績輸入 

2.整理彙集計

畫成果 

20% 

（90％） 

1.統計學期成績 

2.彙整計畫成果 

3.完成計畫經費

核銷 

9月 30

日 

10月 

至 

11月 

1.成果報告撰

寫 

10% 

（100％） 

1.製作計畫成果

報告書 

2.完成計畫結案

作業 

11月 30

日 

                                        

 

受補助機構簽章：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填報日期：100年 02月 21日 



  

 

二、計畫之執行概況 

  客家族群具有豐富多元的特色展現，以往皆歸類於悠久客家歷史文化所影

響，為推廣客家文化、發揚客家文化特色，本課程以客家聚落、客家產業、客家

文藝以及客家風俗等主題，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蒞臨本校演講，透過對聚落、產

業、文藝、風俗及古蹟等論述，並配合影片欣賞及校外參訪，讓學生對客家文化

有更深層的認識與了解。 

本學程係全校性通識選修程，為鼓勵同學選修，特透過本校「育達時報」刊

載本學程開課訊息，頗受同學青睞。本學程自 100年 2月 25日起第一週開始授

課，迄 100年 6月 24 日第十八週為止，除第一週與第二週課程簡介與課程內容

說明、第十六週校外參訪及第十一、十二、十六週影片欣賞分享外，共計有十二

週課程聘請我國著名客家學者專家蒞校授課，以「客家文化與客庄節慶」為課程

名稱，各週上課以講座的方式舉辦，除選修本學程的學生 60人外，同時也歡迎

未選修的學生參與聽講，將學習成果納入本校「通識成長護照」認證，學生聽課

情形非常踴躍。 

 

(一)課程大綱 

授課時間：每週五上午第三、四節（10：20～12：10） 

授課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320教室 

科目名稱 客家文化與客庄節慶 

一、教學目標 

Objective 

 

客家族群具有豐富多元的特色展現，以往皆歸類於悠久客家

歷史文化所影響，為推廣客家文化、發揚客家文化特色，本課程

以客家聚落、客家產業、客家文藝以及客家風俗等主題，邀請各

領域專家學者蒞臨本校演講，透過對聚落、產業、文藝、風俗及

古蹟等論述，並配合影片欣賞及校外參訪，讓學生對客家文化有

更深層的認識與了解。 

二、教學方式 

Teaching 

Method 

(一)課堂講授； 

(二)客家研究專家學者講座； 

(三)影片收視； 

(四)校外教學； 

(五)分組報告 



  

 

三、參考書目 

Reference 

 

 

(一)徐正光(2007)，《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 

(二)劉還月(2002)，《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臺灣

文 

獻館。  

(三)劉還月(2000)，《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常民文化。 

(四)陳運棟(1994)，《臺灣的客家人》，臺北：臺原。 

(五)王東(1998)，《客家學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六)曾逸昌(2003)，《客家通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曾逸 

昌。 

四、評量方式 

Evaluation 

(一)課堂表現（含出席情形）：40％；  

(二)期中考（個人心得報告）：30％； 

(三)期末考（分組專題報告）：30％。 

五、教學進度 

Syllabi 

 

週次 日期 授課主題 授課老師 備考 

1 
100.02.2

5 

課程簡介與課程

內容說明 
王遠嘉教授  

2 
100.03.0

4 

客家十二節慶簡

單介紹 
王遠嘉教授  

3 
100.03.1

1 
話說美濃 

高苑科技大學 

宋鼎宗教授 
 

4 
100.03.1

8 
苗栗火旁龍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邱光中副教授 
 

5 
100.03.2

5 

客庄 12大節慶摘

要 

中山科學研究院  

李源發博士 
 

6 
100.04.0

1 
細說客家節慶 

苗栗縣社區大學執

行長 

黃鼎松老師 

 

7 
100.04.0

8 

客家節慶的創意

與創新 
余龍通教授  

8 
100.04.1

5 

客家節慶民俗文

化意涵-以宮廟

慶成祈安福??為

例 

國立聯合大學 

劉煥雲博士 
 

9 
100.04.2

2 
期中考   

10 
100.04.2

9 
台灣義民節慶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范光煥客座教授 
 

11 
100. 

05.06 
影片欣賞(一) 王遠嘉教授  



  

 

12 
100.05.1

3 
影片欣賞(二) 王遠嘉教授  

13 
100. 

05.20 

消費想像與族群

建構 

苗栗縣特派員 

林錫霞老師 
 

14 
100.05.2

7 

客家節慶：義民

祭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

與社會研究所 

林本炫副教授 

 

15 
100. 

06.03 
島嶼想像 

國立金技術學院 

江柏煒副教授 
 

16 
100. 

06.10 
影片欣賞(三) 王遠嘉教授  

17 
100. 

06.17 

詩情.畫境.苗栗

心.客家情 
陳俊光老師  

18 
100. 

06.24 
美濃客家文物館 黃士純副教授  

 

※100年 06月 08日為舉辦客家文化與客庄節慶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活動規劃如下表所示： 

 

綠色走廊山城 1日遊之旅行程 

 

項目 行  程 

集合時間 100年 06月 08日(星期三)下午 12時 50分 

集合地點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綜合大樓石獅子前 

活動內容 

1.石岡水壩單車之旅 

2.土牛客家文化館 

3.東勢客家文化館 

4.五分車懷舊公園震臨泉(洗衣窟) 

5. 郭家夥房 

6.客家風味下午茶 

賦    歸 1800 時上車返程 

 

 



  

 

(二)主要專家學者授課內容簡介 

 

  1. 黃士純助理教授(台中教育大學) 

 

(1)客家文化具有豐富的歷史內涵、獨特的人文精神與族群色彩，是台灣珍貴的

資產。然而，客家文化不斷流失，客家庄許多產業面臨外移和沒落的困境。因此，

今後政策執行的重點是如何保存與行銷、產業轉型與升級。「美濃客家文物館」

便是能兼備其文化的傳承的文化機構。 

(2)客家話：原為北方話的系統，尤其與「中原音律」的發音相近，與福建  話

或廣東話等南方系統的方言有明顯的不同。 

 

(3)客家人的四大精神： 

〈1〉刻苦耐勞的精神：客家女性特別勤奮。在山谷間的客家庄以種

茶或香茅油的栽培為主，而在茶園工作的全都是女性。 

 〈2〉剛健弘毅的精神：富有自力更生的氣概與認知。 

 〈3〉創業勤勉的精神：熱中於功名、教育。 

 〈4〉團結奮鬪的精神：以團結力自豪、順應體制、重視家庭教育。 

 

  2.林本炫副教授(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義民信仰：苗栗的義民信仰的神格型態和新竹義民爺是否有所不同。 

義民爺信仰是否具有神格上的多樣性？(借用 David Jordan的「神、鬼、 

祖先」的理論)還是如有些人所言，義民爺是客家人的「忠烈祠」？苗栗縣 

市各家義民廟皆無神豬比賽，但是不反對信徒奉獻大豬來拜，另有大雞比 

賽。根據目前得到的田野資料，苗栗各家義民廟的主委或廟祝對此問題看 

法分歧。獅潭義民廟認為義民爺是陰的，婦女不帶小孩來祭拜，頭份義民 

廟認為和媽祖等神明類似，都是人死了以後，被敬拜而成神。David Jordan 

的「神、鬼、祖先」的理論可相當程度的詮釋此一現象。 

    

  3. 林錫霞(苗栗縣特派員) 

 



  

 

  (1)：客家桐花季與符號的力量： 

+ 客家桐花祭的具體貢獻(以 2010年為例) 

– 辦理地點達 11縣、101個活動景點 

– 到訪遊客量 6,480,301人次 

– 創造之經濟效益 

 消費金額為 106.412 億元，平均每人消費金額為 1,642 元。 

 所得效益合計總金額為 131.618 億元 

 對國民生產毛額的貢獻，合計總金額為 131.891 億元。 

 提供之就業機會 104,283人 

   (2) 桐花傳奇： 

+ 遊客滿意度平均達 97.98% 

– 包括住宿設施、安全設施、解說設施、網路導覽資訊、休憩設施、

環境整潔、餐飲服務、現場導覽資訊、交通設施、衛生設施、指標

與動線等，滿意度均達九成以上(客委會:2010) 

– 意涵客家業者必須完成自我文化消化後再生產的自我自信的再建

構的過程 

 

+ 非客藉遊客認同度達 75%以上 

– 「參加客家桐花祭活動: 

 讓自己感受到桐花的美麗 

 可以提升自己對客家美食及特產的喜好 

 加深了客家人與桐花之間的聯結 

 有助於自己對客家歷史傳統的認識」等提升客家歷史傳統認

識的效果 

 

  4.李源發博士(中山科學研究院) 

 (1)客家農村詩頌：以客家庄為背景，描繪客家人犁田、插秧、割稻、晒穀、

養豬、做炭、種茶、製茶等農耕生活﹔也憶起「山林任我遊，溪水為我

戲，田野作我床」的童年時光，以「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創作方式，

將農村孩童的天真無邪，農夫農婦的勤奮辛勞，客家人的純樸真情、豪



  

 

邁曠達表露無遺，重現早年客家農村風貌。包括客家俗諺、師傅話、童

謠三類。 

(2)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充分表現傳統客家鄉親在工作及生活上的樂趣，也

最能表現客家曲藝的民俗活動，一般說來客家山歌分成四種，老山歌藝

術性最高，尾音綿長轉折，往往是歌藝家才能吟唱﹔山歌仔是傳統客家

年輕人的歌曲，曲風較短且輕快活潑，內容多描述男女戀愛情景﹔平板

是配合流行音樂的唱法，將尾音縮短拉直，可以成為 KTV選唱歌曲，最

受時下客籍人士歡迎而普遍流行﹔小調比較常出現歌舞表演或採茶戲

中，以活潑俏皮著稱。理博士當場吟唱八首客家山歌。 

(3)客家農村七言詩：客家庄文風鼎盛，文人輩出，皆有深厚的文學創作能

力，不同於詩頌及山歌屬於一般農民的即興創作，七言詩多為文人所創，

結構嚴謹，強調對仗押韻，至於取材也是從生活工作中拾取，大致上有

耕山、耕田詞、生活節慶、孩童、古早行業等內容。李博士當場吟詠十

首詩作。 

 

5. 江柏煒副教授(國立金技術學院) 

一、多重身份下的金門（Quemoy）： 

1.福建的金門：指涉一種歷史、文化、地緣的時空關係。 

2.台灣的金門：說明半世紀以來的命運共同體，從戰爭到民主化歷程的集

體記憶。 

3.南洋的金門：描述華僑（Chinese Diaspora）、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與家鄉的關係。 

4.世界的金門：二十世紀冷戰的衝突點，1958 年的「金門危機」（Quemoy 

Crisis）具世界知名度。  

二、歷史變遷及地緣政治下的金門 

1.從牧馬之地到海濱鄒魯：唐宋以降的宗族社會傳統，村落的形成，祖先

崇拜與宗祠之制，朱熹過化與教育啟蒙，蕞爾之島產出四十位進士；「來

自中原，面向海洋」。 

2.從鹽鹵之鄉到千戶所城：從邊陲島嶼到海疆重鎮，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得名，戰亂經驗的開啟（嘉靖二十六年的「丁



  

 

未之變」、嘉靖三十九年的「庚申之變」、明鄭抗清基地、清初遷界毀城）。  

3.從閩南僑鄉到軍事前線：1840年代以降的南渡（南洋）及北渡（日本長

崎、神戶）移民，海外僑社的建立，僑匯經濟的影響，文化混血（cultural 

hybridism）洋樓的出現。1949-1992年，台海軍事對峙及世界冷戰的前

線基地，社會與空間的軍事化，戰爭的創傷與流離經驗，低度發展但生

態良好。  

 

6.王遠嘉教授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本學程於 100年 06月 08日(星期三)中午 1300時舉辦「客家文化與

客庄節慶校外參訪」活動，由王遠嘉教授以及助理帶隊前往台中石岡土

牛客家文化館以及東勢客家文化館導覽行程。 

綠色走廊山城 1日遊之旅：首先由綠色走廊服務中心導覽老師帶隊

到土牛客家文化館以及東勢客家文化館進行導覽解說，也請當地的點心

媽媽製作代表客家粄條的風味下午茶。第二階段從石岡水壩，同學們一

同騎著腳踏車沿著綠色走廊，參觀百齡牧場，百齡牧場的人也很樂心提

供同學每人一支羊奶冰棒品嚐。 

 

(三)校外參訪 

(四)「客家文化與客庄節慶」課程問卷調查統計 

 

1.發放問卷 54份，回收有效問卷 54份 

 (1)族群 

A父親 

以「客家人」31人居多，佔 57.4％；「閩南人」17人次之，佔 31.4

％；「原住民」、「其它」各 5人，佔 9.25％；「外省人」1人，佔 1.85

％。 

B母親 

以「閩南人」38人居多，佔 70.3％；「客家人」人 16次之，佔 29.6

％。  

(2)客語程度 



  

 

以「聽得懂，也會說一點」28人居多，佔 51.8％；「聽不懂，不會說」15

人次之，佔 27.7％；「聽得懂，說得流利」7人位居第三，佔 12.9％；「聽

得懂，不會說」4人位居最後，佔 7.4％。 

 

2.課程滿意度： 

(1)我想要了解客家文化所以我選修這門課程 

以「同意」27 人居多，佔 50％；「非常同意」14人次之，佔 25.9％；「無

意見」13人位居第三，佔 24.1％ 

(2)我覺得本課程對於了解客家文化有幫助 

以「同意」29 人居多，佔 53.7％；「非常同意」15 人次之，佔 27.7％；

「無意見」10 人位居第三，佔 18.5％。 

(3)我覺得本課程各週課程進度安排適當 

以「同意」37 人居多，佔 68.5％；「無意見」11人次之，佔 20.3％；「非

常同意」5人位居第三，佔 9.2％；「有點不同意」1人位居最後，佔 1.8

％。 

(4)我覺得本課程教材程度適當 

以「同意」28 人居多，佔 51.8％；「無意見」14人次之，佔 25.9％；「非

常同意」11 人位居第三，佔 20.3％；「有點不同意」1人位居最後，佔

1.8％。 

(5)我覺得本課程專題演講內容十分精采 

以「同意」29 人居多，佔 53.7％；「無意見」18人次之，佔 33.3％；「非

常同意」7人位居第三，佔 12.9％。 

(6)我覺得校外參訪對於了解客家文化有幫助 

以「非常同意」27 人居多，佔 50％；「同意」22人次之，佔 40.7％；「無

意見」5人位居第三，佔 9.25％。 

(7)我覺得本課程收穫良多 

以「同意」33 人居多，佔 61.1％；「非常同意」18 人次之，佔 33.3％；

「無意見」2 人位居第三，佔 3.7％。 

(8)我覺得我會推薦學弟妹選修這門課程 

以「同意」31人居多，佔 57.4％；「非常同意」16 人次之，佔 29.6％；



  

 

「無意見」7 人位居第三，佔 12.9％。 

 

3.除上述外之其它意見： 

(1)建議多撥放一些客家影片。 

(2)希望學校成立客家研究所。 

(3)可到學校附近地方參訪，進一步瞭解在地文化。 

(4)提供客家話教學。 

(5)教室寬敞舒適，走在教室地板易發出聲響。 

(6)校外參訪很有趣，強化課堂教學效果，收獲較多。 

(7)客家文化不能消失，多說客家話是保存客家文化的根本。 

     (8)不太喜歡客家人，但喜歡客家文化。 

(9)課程很棒，可以瞭解客家人生活、文化。 

(10)希望學校餐廳有販賣客家美食。 

(11)與老師使用客家對話，老師使用客語教學。 

(12) 我喜歡校外參訪，因為是免費的，提高大家參與的意願。 

三、預算支用情形 

項目 說明 補助預算 實際支用 

助理費 $5000/月 $30,000 $30,000 

演講費 ＄1600/小時 ＄38,400 ＄38,400 

交通費 ＄800/次 ＄3,000 ＄518 

工讀費 ＄95/時 ＄2,940 ＄2,940 

印刷費 $7,000/批 $7,000 $6,853 

活動費 校外參訪活動 1批 $15,000 $12,415 

文具費 計畫相關文具 1批 ＄2,060 ＄994 

雜支費 課程相關雜支 1批 $1,600 $1,580 

合計  ＄100,000 ＄93,7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實施至今十分受到學生歡迎，其成果效益如下： 

(一)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專題演講時，演講者對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實際

經費補助本計畫均有正面肯定，對於本校積極推廣客家文化亦表讚許。 

(二)修課同學 54 人中，經調查發現修課同學之父親為「客家人」者計有 32

人，佔 59.2％，意味著本課程亦吸引近五成之其他非客家族群之同學選

修。且九成同學認為修習本課程收穫良多，並會將本課程推薦給學弟、妹。 

(三)自 95 年起開設本課程後，經由校內程序推薦本校圖書館購置客家文化相

關參考文獻及書籍，截至本學期為止與客家文化相關之圖書、論文、錄影

帶及光碟共 220 筆，可提供學生蒐集課程相關資料或期末報告題材。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主要規劃通識課程提供全校同學選修，因此必須配合學期時間

開設課程。開設課程學期若為上學期(每年 8月 1日至隔年 1月 31 日)，則

學期課程執行三分之二時即面臨計畫期限終止；開設學期若為下學期(每年

2月 1日至 7月 31日)，與計畫通過通知及經費核准時間亦有差距，因此課

程與計畫執行成果之間出現落差。 

三、結論 

普遍同學選修本計畫課程，可以瞭解客家人生活、文化，對個人學習

收獲均持正面肯定。因此，藉由本計畫的執行與推廣，除了讓學生多多瞭

解客家文化之內容，亦可讓學生對於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的尊重與認識，隨

著「多元文化」及「族群和解」的世界潮流不斷邁進，了解客家與認識客

家都將是未來大學生所必修的一門課程，値得持續開展客家學程教務。 

 

 

 



  

 

 

 

 

 

 

 



  

 

 

 

 

 

 

 



  

 

 

 

 

 

 

 

 

 



  

 

 

 

 

 

 

 

 



  

 

 

 

 

 

 

 

 



  

 

 

 

 

 

 

 

 



  

 

 

 

 

 

 

 

 

 

 

 

 

 

 



  

 

 

 

 

 

 

 

 

 

 

 

 

 

 

 



 

 

 

 

 

 

 



  

 

 

 

 

 

 

 

 



  

 

 

 

 

 

 

 

 



  

 

 

 

 

 

 

 

 



  

 

 

 

 

 

 

 

 



  

 

 

 

 

 

 

 

 



  

 

 

 

 

 

 

 

 

 



  

 

 

 

 

 

 

 

 



  

 

 

 

 

 

 

 

 



  

 

 

 

 

 

 

 



  

 

 

 

 

 

 

 

 



  

 

 

 

 

 

 

 

 



  

 

 

 

 

 

 

 

 



  

 

 

 

 

 

 

 

 



  

 

 

 

 

 

 

 

 



  

 

 

 

 

 

 

 

 



  

 

 

 

 

 

 

 

 



  

 

 

 

 

 

 

 

 



  

 

 

 

 

 

 

 

 



  

 

 

 

 

 

 

 

 



  

 

 

 

 

 

 

 



  

 

 

 

 

 

 

 



  

 

 

 

 

 

 

 



  

 

 

 

 

 

 

 

 



  

 

 

 

 

 

 

 

 



  

 

 

 

 

 

 

 

 



  

 

 

 

 

 

 

 

 



  

 

 

 

 

 

 

 

 



  

 

 

 

 

 

 

 

 



  

 

 

 

 

 

 

 

 



  

 

 

 

 

 

 

 

 



  

 

 

 

 

 

 

 

 



  

 

 

 

 

 

 

 



  

 

 

 

 

 

 

 



  

 

 

 

 

 

 

 

 

 

 

 

 



  

 

 

 

 

 

 

 

 

 

 

 

 

 



  

 

 

 

 

 

 

 

 

 

 

 

 

 



  

 

 

 

 

 

 

 

 

 

 



  

 

 

 

 

 

 

 



  

 

 

 

 

 

 

 



  

 

 

 

 

 

 

 



  

 

 

 

 

 

 

 



  

 

 

 

 

 

 

 



  

 

 

 

 

 

 

 

 



  

 

 

 

 

 

 

 

 

 

 

 

 

 

 

 

 



  

 

苗栗 龍活動 白煙彌漫舞龍彷彿在雲端 

2006苗栗 龍系列活動 2月 11日下午 3時，在苗

栗市三角公園前舉行民俗踩街大遊行，晚上 7時

在經國路河濱公園，由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市

長邱炳坤及苗栗縣長劉政鴻共同啟動雷射燈

球，將活動帶到最高潮，現場鼓聲隆隆、鞭炮聲

四起，舞龍隊伍在白煙中穿梭彷彿置身雲端。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委李永得 11日下

午結束與苗栗縣社區大學理監事座談之後，便前

往苗栗市三角公園參加苗栗 龍民俗踩街大遊

行，和苗栗市長邱炳坤一同包著頭巾，與各表演

團隊踩街遊行，受到兩旁圍觀民眾熱烈歡迎。 

        此外，晚上 7時經國路河濱公園辦理的

2006苗栗 龍之「 龍洪福齊天」活動，李主委獲

邀致詞，對於苗栗市舉辦第 8年的苗栗 龍活動

表示肯定，他認為苗栗 龍突顯客家傳統民俗特

色，在國內元宵佳節各項活動中，已有「北天燈、



  

 

中 龍、南蜂炮」美名，期待未來能夠發揚光大，

吸引國際觀光客前來，帶動當地旅遊人潮。 

        當晚活動由苗栗內彎、造橋、坪林等 3

所國小獲獎舞龍隊的精湛演出揭開序幕，並在行

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市長邱炳坤及苗栗縣長劉政

鴻共同啟動雷射燈球下，將活動帶到最高潮，計

有 17尾龍隊分 3場 龍，現場鼓聲隆隆、鞭炮聲

四起，龍隊在白煙中穿梭，彷彿騰雲駕霧。隨後

「龍鳳呈祥賀太平」煙火秀，黑夜中呈現萬千變

化，現場民眾驚歎聲連連，2006苗栗 龍系列活

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台灣客家 

客家節慶文化 
 

壹、前言  

    「長山過臺灣」的艱辛過程，不但塑造了臺灣客家人的內聚力，也開啟了臺

灣客家的新視野：面對臺灣多樣化的自然山川與多元、險惡的族群處境，必須更

加落實因地制宜的「移民本色」，因而得以全然不同於中國原鄉的方式，打造了

風貌殊異的客家新故鄉。新的客家社會整合了原鄉的地域差異，不但擴大了客家

族群的寬廣度，也回頭肯定了原鄉的文化價值。另外，客家節慶活動一年一度的

盛會總是都吸引眾多民眾參加。但是，若問：「什麼是客家節慶的價值核心？」、

「價值中的什麼內涵使得客家節慶能這樣地得到民眾支持？」。我想，答案有非

常多也十分多元；只是如何讓答案能更具體也較有說服力說法，就是要從客家文

化本身的優質精神出發，以及每年各式各樣的相關藝文活動與節慶內容特色，再

加上政策的實施，相信在推廣之下客家文化有能帶起它的傳統精神的風氣。 

    舉例來說:含義深遠的祀典活動每逢農曆七月義民節，是義民廟所轄十五大

庄，輪值區最盛大，最受人們重視，且最具客家意義的祀典活動，這些活動包含

比較具代表性的神豬、神羊比賽、豎立燈篙、燃放水燈，當日的祭典、廟前獻供、

輪值區之普渡等，都是念義深遠而又內容豐富，場面十分熱鬧的活動。這些不同

的體驗價值，正是地方新節慶必須著力開發的任務。新竹縣新埔鎮枋寮的褒忠義

民廟目前已有三十九座分香廟，遍佈全台，是全台義民信仰的中心，不僅信眾最

多、香火最盛，也是最具鄉土情感與歷史意義的廟宇；而奉祀義民爺已成為台灣

人的普遍信仰。因此，我們希望「義民節」配合著客家人的食、衣、住、行、育、

樂活動的舉辦，無論是哪一個族群只要能在在台灣這片土地的每一個人，都能了

解到義民爺為家園的安定與繁榮所做的犧牲，更希望祖先們的文化 可以永續傳

承，當然，我們更期望「義民節」不只是客家人的義民節。  

關鍵字: 節慶、客家、民俗文化 

 

 



  

 

貳、核心價值分析 

今將此五種價值分述如下：  

一、 老少咸宜：  

    在一項傳統文化中，「傳承」必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大事。現在當今總統馬英

九先生的教育政策之一為：「重視文化傳承，建立主體意識」。長輩展現傳統文

化之美，必要性的也需要透過不斷的傳承與教導，給與下一代的子子孫孫們更多

更豐富的優良經驗。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取得彼此間的共同點，那就是「老少

咸宜」了。台北市歷年的客家慶典，除了依照傳統古禮進行，配合傳統山歌、八

音、客家戲劇、客家美食傳統文化活動之外，也融入「兒童挑擔」、「義民創意

公仔」、「義民平安福」、「客家文化公車之旅」、「親子捏陶DIY」、「義民

祭典小故事搶答」等創意活動，加上未來可以研究規劃的「親子乘牛車挑擔」、

「大專情侶協力車挑擔」、「大專情侶用客語唸情書比賽」等，會使得客家慶典

老少咸宜，具有文化性娛樂功能，也能增進民眾幸福感，並有助於客家文化傳承

年輕一代。  

二、 公共利益 

（一）發展節慶觀光的利益 

    從地方新節慶、民宿經營，到鄉土風味小吃，用「故鄉行銷學」來包裝在地

的特色和特產，城市或故鄉；熱鬧抑或是吵雜，其實不管在哪哩，故鄉就是一個

聚寶盆。行政院將今年定為「旅行台灣年」，並推出「文化學習之旅」成為第5

項觀光產品。新任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的文化政策之一為：「成立文化觀光

部」，觀光政策之一為：「行塑具有台流文化特色的新旅遊業」，可見推展文化

觀光受到高度重視。客家節慶不論是苗栗炸龍、北市長慶伯公生、三山國王文化

節、桐花季、義民祭、六堆客家運動會、客家文化藝術節、國姓鄉鹿神季、國姓

鄉搶成功文化季等皆有其特色，歷年舉辦時，皆能吸引國內外旅客或學生戶外教

學觀光遊覽，未來配合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政策，透過海外特色行銷，可吸引大

陸客家地區民眾，以及全球35國6000萬客家鄉親，到國內參加此等客家節慶觀光

活動，協助振興觀光，提高觀光收益，2300萬國人可共享此觀光產值。 

    舉例來說:客家桐花祭已邁向第7年，短短數年之間，「客家桐花祭」業已成

為國內人盡皆知的重要節慶活動之一，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藉由「中央籌劃、企業

加盟、地方執行、社區營造」之合作模式，深化各地的藝文活動內容，並搭配桐

花商品開發輔導，結合客家文化、旅遊、生態、產業之賞桐活動，創造客家文化

產業卓越的經濟產值，以促進節慶觀光之利益。 

（二）發展文化產業和協助就業的利益 

 

    文建會已進行「文化創業產業發展計畫」；「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



  

 

也是台北市政府2008年度施政綱要「拾肆、文化」所列施政內容，而新任總統當

選人馬英九先生的文化政策之一為：「完成文化創意產業法立法」。因此，推動

文化產業將是政府持續性的工作。至於在就業方面政策之一為「創造10萬個婦女

就業機會」，構成「產業」和「就業」相輔相成之政策體系。  

    歷年舉辦的客家節慶衍生出許多文化產業鏈，包含：旅遊業、客家影音產業、

客家美食餐飲產業、客家傳統手工藝業、客家服飾產業、客家歌舞表演事業、客

家戲劇產業、客語翻譯、解說導覽、客家宗教信仰代辦服務業、客家新聞出版業

等，此等產業可提供民眾就業（或兼職補貼家用）的機會，未來配合持續創新，

以及文化創意產業法的施行，可使含有客家元素的產業，邁入永續發展之路，協

助政府創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人口。  

三、 多元與創新 

    台北市政府97年度施政綱要施政目標第八點為：「多元包容，幸福台北」。

透過經驗傳承後，年輕人的認識、學習以外，最重要得一點是要求更多更多元的

不斷創新，吸引更多不同階層的人能接觸到客家文化的這塊文化的相關領域。不

斷的創新與再造又不流失原有傳統文化的精神，結合更多不同元素，達到創新、

活力、新鮮、特色的多項成果。若以多元這方面來說，引上述前言之義民民節為

例:為要發揚義民爺保鄉衛土忠義奉獻的精神，並使民眾得以了解、體驗客家文

化，進而促進客家文化的傳承，特辦理本活動，讓客家人的熱情散佈到台灣的每

一個角落，不分省籍、種族、國籍，都能一起參與義民節的活動，藉此促進民族

著融合，讓活動能夠推向國際，在現今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以多元為號召，才能

使客家精神、文化更廣為流傳。 

    另外，客家美食可說是臺灣客家文化的代表項目，客家文化重建運動的過程

中，也把客家美食當成客家文化的中心價值之一，每一個客家運動的場合，都會

有幾項特定的「客家美食」，早期有「 粑」，近期則是「擂茶」，這兩個兼具美味

與現場表演雙重效益的飲食文化，或多或少鼓舞了更多人參與了客家文化。一般

而言，客家飲食多以傳統的「鹹、香、肥」三個原則，描述客家人的飲食特色，

然而，這樣的特色，或許是非客家人在客家庄作客時，體會到的慶典式飲食場面，

至於傳統客家人的家常飲食，反而是非客家人較少碰觸的簡單與素樸風貌，甚

至，還有勉強僅可裹腹的程度。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習慣的改變，客家飲食也

與時俱變，客家傳統的家常風味重新受到肯定，一躍而成為週休二日的旅遊寵

兒。客家人在飲食文化的表現，一方面追溯傳統，吸取養分，開創生機；另一方

面則敞開胸懷，廣納各地飲食風味，緊緊地掌握了現代人的口味，秉持樸實的風

格，共同參與了臺灣美食創造的行列。我認為可以用傳統客家飲食的理念，再加

上現今多元的食材以及器具，做出獨具特色的客家菜餚，我想這是必會是現今提

升客家文化的方法之一。而目前南投縣國姓鄉地方特色產業，也正朝向芳香體驗

之旅進行規劃，其中較特殊的規畫即是朝DIY方向發展，以地方特色的香茅寮為

工作坊，讓遊客實際體驗香茅精油、香茅香包、香茅香皂、香茅香水的製作過程，



  

 

藉此提高遊客參與的興趣。此外，滿室香氣的特色民宿更能讓人們享受一夜浪

漫，並能在縱情南投山水之餘，品嚐具有當地特色的香料美食，定能讓人們在旅

程中留下難忘的回憶。 

    「以觀光帶動農業發展，以農業特色吸引觀光」，將是重現生機與活力，迎

接富麗農村，實現觀光休閒農村美夢成真的願景所在。國姓鄉可以以農特產自採

及客家文化為主的農林休閒商圈，結合客家特色之所在地，發展多元客家特色，

如客家美食、客家文物。 

    除了延續原鄉傳統之外，臺灣客家最令人矚目的可說是文化創新的勇敢表

現。舉凡文學、音樂、戲劇、大眾傳媒、建築設計與近年來的社區營造，都可以

看到臺灣客家文化的獨特表現。尤其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客家「還我母

語」運動之後，客家意識覺醒，客家文化逐漸受到國人普遍重視，長期累積起來

的能量，終於有了表現的舞臺，全國各地幾乎都能看到客家相關的藝文與產業活

動，近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相繼舉辦「客家桐花祭」、「臺灣客家文化藝

術節」，並創設「客家電視頻道」，更加強化了客家成為臺灣多元文化價值的重要

性。  

四、 愛國愛人 

    「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是台大校訓，其中「愛國愛人」在客家許多慶典活

動中，具有愛國愛人文化教育的內涵。其中，長慶伯公生慶典活動，是人們感恩

土地公守護家鄉土地，也是順應大自然、崇拜大自然、大地悲懷、慈愛大地觀念

的建立。透過伯公生對土地關懷的教育，等於教育民眾，不可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不可破壞農地，使我國能持續擁有綠色農地資產，讓家鄉土地都能涵養乾淨地下

水，成為緊急救旱和國防戰備之水源。此為愛國表現。另外，客家的婚俗迎娶、

田園藝廊書畫展、山歌民謠比賽、民俗曲藝表演，以及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此活

動由龍潭鄉農會承辦，加強聯繫海內、外客屬宗親之情誼，以提昇客家人之社會

地位為宗旨。其中客家戲劇是由山歌發展而來，一般以「採茶戲」稱之，音樂是

延用傳統山歌的唱腔，以客語作為道白，此積極的一系列乏文化活動，更喚醒國

人對客家族群之文化及語言的重視。 

    另外，客家義民祭典的「千人挑擔」活動，代表前方戰士自衛保鄉時（例如：

六堆客家抗日步月樓之戰、火燒庄決戰之役），後方百姓無分男女自動運輸糧食、

飲水，支援前方的文化意涵，具有現代全民國防、社區區域聯防觀念，也是萬眾

一心，「前方吃緊 後方力挺」的表現。透過活動解說，等於按照「全民國防教

育法」第 5條，以社會教育方式推行全民國防教育，讓國人平日能守護自己的社

區，維持良好治安，倘一旦啟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須保國保鄉時，也能發

揮軍民一心精神，捍衛吾國吾土吾民，此亦為愛國之表現。再者，客家慶典活動，

皆有諸多優秀表演團體展演客家歌舞、客家才藝，他們和鄉親、銀髮族互動、問

候、關懷，讓鄉親間的友誼永固，讓銀髮族覺得有尊嚴、受到重視。當慶典告一



  

 

段落後，也自動自發利用假日，到各地老人安養中心、育幼院、青少年中途之家

展演客家歌舞、才藝、美食，來慰問弱勢同胞，這些發自內心對同胞的愛，正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愛人表現。也是客家歌「客家真情」

歌詞所說的：「我兜客家人當惜情…永永遠遠都係和藹可親，以愛關心人…將恩

一切介真情，獻分社會所有的人」真義的實現。  

五、 家有客語 

    客家頻道的播映已於 92年 7月 1日正式開台，藉由強勢媒體的傳播，將為

客家文化的傳承開創新視野，對於過去缺乏媒體空間，「客家頻道」的設立將挽

救客家弱勢與客語流失的危機，亦滿足客家鄉親的集體需求，除此之外，藉由電

視節目的傳播，亦促進台灣各族群間的溝通了解。  

    由於客語流失嚴重，行政院客委會主張制定「客家語言發展法」，另新任總

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的客家政策之一為：「建立公事語言法制度」、「建立客語

薪傳師制度」，前者對於客語發展有一套構想，後者實施後，客語也可進入家庭

和走入公共領域，二者對客語發展都有利，但無論未來何時完成立法？或是已經

立法通過，將客家慶典結合客語教學、客語遊戲，可以讓兒童在歡樂中增加客語

學習效果，使得家有客語。台北市曾經配合義民祭系列活動舉辦「96年度幼兒客

語學習系列活動—親子客一夏」，台北縣在96年義民祭典會場舉辦「小小High

客才藝競賽（客語演講、歌舞）」都是結合慶典活動，教導兒童學客語的正面表

現，透過每次的客家慶典活動結合客語教學、遊戲或競賽，使兒童對客語產生興

趣，未來加上「客家語言發展法」、「建立公事語言法制度」、「建立客語薪傳

師制度」之協助，客家家庭   家家有客語   將有實現之日。 

参、結論  

    從最基層的在地觀點來看，臺灣客家文化具有全球獨一的特色。因為文化形

成的特殊性，使得臺灣客家尤其具有極為特殊的風貌。不管客家文化的起源地是

中國的廣東、福建、江西，還是幾乎快成為定論的「中原」，兩百多年來，臺灣

客家的獨特歷史脈絡已經創造了客家文化的獨特典型。在客家的定義上，除了對

悠久傳統的血緣式探究之外，還從文化創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從事自我認同的定

位。因此，不斷開陳出新、創造客家文化的論述課題，已經成為臺灣客家學的新

取向。 

    上述的標題，很巧的在這種種的因素中，這些核心價值剛好能成一句話，那

就是「老、公、多、愛、家」。「老、公、多、愛、家」五個字作為客家節慶的

核心價值，不僅具有積極正向意義，也能增加推廣客家文化的小手法，以具有相

關代表性的一句話。而其中的: 

「老」代表節慶「老少咸宜的娛樂」。 



  

 

「公」代表節慶增進「公共利益」。 

「多」代表節慶「多元創新」 

「愛」代表節慶具有「愛國愛人」的社會教育功能。 

「家」代表節慶讓「家有客語」。 

    而過去有人誤解客家人「吝嗇」，造成許多人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所以，

當務之急，應該重新建立客家人的優良形象，例如：對弱勢有愛心、重視公益…

等。值此時刻，建立客家慶典的優良核心價值可達此目標。尤其，當客家子弟發

現這些活動老少咸宜、能增進公共利益、具有愛國愛人、敬老扶幼的價值，又能

讓家家有客語時，會感到十分光榮，而願意參與，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另外，

其他民眾也會因為有此核心價值而願意接納和欣賞客家文化，此對客家皆為正面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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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 12 大節慶 
 

一月：美濃「迎聖蹟‧字紙祭」熱鬧登場，客庄十二大節慶鳴砲

起跑。 1 月 30～ 31 日的楊秀衡撮把戲、 2 月 2～ 3 日的「迎聖蹟˙字紙

祭」活動、以及 3 月 7～ 8 日的「二月戲  祭河神」，共長達一個多月的

慶典。  

二月： 2.1「苗栗火旁龍」: 【火旁龍】為客語發音，也就是【炸龍】的

意思；【火旁龍】為台灣客家族群每年於元宵節中重要的民俗活動，不僅有迎春

納福的意涵，更保有傳統習俗及文化傳承的深遠意義。活動都集中在元宵節前舉

行，包括苗栗火旁龍，在苗栗市玉清宮舉辦點睛，在中正路舉辦踩街，在後龍溪

河濱公園舉辦火旁龍晚會，在五文昌廟舉辦化龍返天，每一場活動都十分熱鬧精

采，很值得民眾親自體驗。糊龍→祥龍點睛→迎龍→跈龍→火旁龍→化龍升天為

『火旁龍六部曲』。 

2.2『東勢元宵新丁粄節』 : 2 月 8 日起一連舉辦 2 天。  

「粄」乃是客家人稱糯米做成糕點的名稱，亦即福佬人所稱的

「粿」，「新丁」則指家人新添的男丁，「新丁粄」即為慶賀新添

男丁的糯米糕點。在農業社會，男丁除了傳宗接代外，更是農家人

勞動力的最大來源，故家裡前一年生有男丁的人，一定不會忘了元

宵節準備數十塊「紅粄」 (上有象徵長壽的大龜印記，故又稱「紅

龜粄」 )，到神廟謝神並祈福，祭拜後分享親友共沾喜氣。  

2.3 客家『天穿日』：農曆正月廿日，客家年俗中最特別的就是農曆

正月二十的「天穿日」（或稱「天川日」、「天蒼日」），即「拜天穿」或「補天

穿」。在客家庄有此說法，「天穿日」是「天穿地漏」的日子，即使再努力，

這天所賺得的一切都將自然流失，遂衍生出當日不如放假享樂，唱山歌自娛

娛人來得實際些的習俗。因此每年的這一天，許多客家鄉鎮會 舉辦山 歌比賽 ，

其中尤以「竹東鎮」的客家山歌比賽歷史最為悠久，也最為隆重盛大。  

三月：『國姓鄉  搶成功 ~鹿神祭』，南投國姓鄉水鹿原鄉，從客

家先民從新竹遷徙至今，已有百年歷史！是台灣最大水鹿豢養區；南

投縣飼養台灣原生種水鹿近 6000 頭居全台之冠，國姓鄉水鹿超過

4000 多頭，為鹿茸主要產區。每年 2 月至 6 月為鹿茸產期；往年，

國姓鄉居民為了感謝心目中的「鹿神」－南港村五穀宮－神農大帝庇

佑養鹿人家年年豐收，從九十一年起，每年三月辦理鹿神祭，加上此

時正是國姓鄉水果盛產季節（枇杷、草莓、楊桃、蜜棗、青梅…等），

從產業文化活動中，活絡農村經濟，今年已邁入第９年。又，九十七

年九月辛樂克颱風豪雨，國姓鄉災情慘重，為投入救災，停辦十一月

的年度搶成功活動。林鄉長為強化本鄉特色，發揚客家精神、融入客

家「煞猛打拼、『搶成功』活動結合『鹿神祭』擴大舉辦，成為客庄

年度盛事。  



  

 

四月：『桐花祭』油桐木屬於大戟科喬木，在台灣有木油桐（又稱

千年桐），和桐油樹（又稱三年桐）兩個品種，油桐花大都是雄花，

有時會雌雄同株。每年春、夏之際，北台灣山區油桐花開似雪，純白

的花朵襯著油綠的葉，花瓣中間妝點著些許的紅色或黃色，隨風一吹

便盤旋而下灑落一地，在 4、 5 月季節裡是一種非常獨特又別緻的景

色。桐花景點步道：全臺北部皆有桐花祭活動，如桃園縣大溪鎮  

【大艽芎古道】古道賞桐享清幽  ，台北縣汐止鎮  【汐止汐碇路】

城市叢林中的桐花公路  步道特色，新竹縣橫山鄉  櫻木花道咖啡景

點特色，龍潭粗坑步道，新竹橫山鄉大山背，苗栗造橋劍潭古道、

銅鑼雙峰山，頭屋明鳳古道等，台中大坑。  

五月 :（ 1）頭份 4 月 8 客家文化節：農曆四月八日本是釋迦牟尼誕辰，

在頭份卻演變成「媽祖迎神賽會」。根據地方耆宿傳說，民國

初年，市區上街（上公園）與下街（下公園）兩家士紳，於元

宵節賽花燈難分軒輊，遂於三月廿三日媽祖生再較量一次，仍

未定奪，乃在四月八日總決賽。田寮永貞宮亦共襄盛舉，組織

四大庄迎媽祖到北港過火，回到頭份，一連四天演戲酬神，商

販也趁機「趕集」，「赴墟」的熱鬧情況，相當於現今「夜市」，

數以萬計的食客再入鎮湊熱鬧，形成鎮上一年一度難得的盛

況。民國 50 年代，頭份舉凡過年、元宵、廟會，盤據各處的客

家獅團，都會現身大顯身手，當時叫做「打獅」。當時的廟會，

在一片充斥福佬風味的民俗藝陣團體的籠罩之下，「客家獅」

這項客家人專有的民俗藝陣，顯得獨特而別出心裁。  

（2）三義雲火龍節：三義〝霧鄉〞是個傳統的客家庄，保有

老祖宗所遺留的文化風俗習慣，接續四百年來原鄉故土之客

家傳統，景仰崇拜人與神之間互動的情感與信任，表達亦神

亦友的緊密關係。特別是以〝三義五穀大帝〞五穀宮主祀神

農大帝，而草木可以養人者莫如五穀稻米，也是客家人尊敬

天地的象徵。傳統客家二千年香火龍與五穀大帝祭典，透過三義雲火

龍節的復興，重拾客家人充滿了龍的意象與大地自然生態的可貴。龍就是

童年時代未受汙染的那條河流，好山好水的稻田、蜿蜒清澈小溪、曲折的

山間古道、客家先民早年勤奮精神、傳統產業、城鄉風貌及習俗文化都保

留了客家豐富特色及代表性。隨著產業觀光發展，三義舊山線的特色、樟

樹木雕的創意、三義客家傳統節慶，打造紮根、創意、永續經營、地方節

慶的觀光範例。 

六月：『龍潭桐舟共渡  歸鄉文化季』桃園縣特殊的陂塘地理景觀

聞名各地，龍潭客家人常在龍潭大池舉辦龍舟賽，並結合神農祭、

水神祭等傳統節慶，成為地方上的一大盛事。龍潭南陲的丘陵台地

http://tung.hakka.gov.tw/internet/scenery/scenery_path_detail.aspx?uid=11&sid=7
http://tung.hakka.gov.tw/internet/scenery/scenery_path_detail.aspx?uid=11&sid=7
http://tung.hakka.gov.tw/internet/scenery/scenery_path_detail.aspx?uid=11&sid=6
http://tung.hakka.gov.tw/internet/scenery/scenery_path_detail.aspx?uid=11&sid=6
http://tung.hakka.gov.tw/internet/scenery/scenery_site_detail.aspx?uid=11&sid=30
http://www.ihakka.net/hakka12/5-1/index.html
http://www.ihakka.net/hakka12/5-2/index.html
http://www.ihakka.net/hakka12/6/index.html


  

 

地區是桃園縣的重要水源區，桃園縣昔有「千陂之縣」、「千塘之

鄉」的美譽，特殊的陂塘地理景觀聞名各地，原名「菱潭陂」的龍

潭觀光大池，是凱達格蘭族霄裡社通事「知母六」與客家人共同興

築而成。根據地方耆老口傳，民國 4 年起，龍潭客家人即常在龍潭

大池舉辦龍舟賽，後因戰事連年，戰後民生疾苦而中斷，民國 70

年又恢復舉辦，龍舟賽期間仍如往昔熱鬧，商旅蜂擁，人聲鼎沸，

成為地方一大盛事。現擴大辦理客家桐舟盃龍舟錦標賽，結合神農

祭、水神祭等傳統節慶，全力朝「北龍潭  南美濃」客家重鎮的目

標邁進。  

七月：『花蓮縣瑞穗鄉歡喜鑼鼓滿客情  鼓王爭霸戰』後山

地區的客家族群乃是歷經二至三次移民，始進入後山開發、生產、定

居，仍秉持客家硬頸的精神，在後山開闢出一片天地，每在節慶之時，

總不忘鑼鼓喧天地來慶賀。拔仔庄為後山移民中較早開發區域，當時

隨清軍進入，因為有軍隊築城而居，地區居民遂迎請霞海城隍來供

奉，每到城隍聖誕之時總是熱鬧非凡，鼓聲一直以來是客家人腦海中

節慶歡樂日子的代名詞，而拔仔庄的鼓聲在後山傳承一百二十年，鑼

鼓喧天的景象是後山居民最深刻的印象，因此拔仔庄社區在十一年前

開始尋回這種熱鬧景象，特地辦理鼓王爭霸戰，透過鼓聲響起，再次

喚起後山居民沉睡的記憶，並搭配社區靚染工坊所推動的客家靚染技

藝，重拾客家歲月風華，，重拾客家歲月風華，十幾年來的確已經成

為後山的重要活動，且慢慢開花結果。  

八月：『新竹縣義民文化祭』新埔枋寮褒忠義民廟是台灣首屈一指的

義民廟，也是竹塹地區客家人的信仰中心，林爽文事件時，地方仕紳有感於保家

衛鄉的義軍先烈，屍骨遺骸散落各地有失尊嚴，於是遍尋義軍遺骸，原準備歸葬

於湖口大窩口，但牛車經過鳳山溪，牛隻竟再也不肯前進，經焚香禱告後，擲茭

取決將義軍忠骸合葬於現在義民廟後的大塚，這就是枋寮「義民塚」的由來，義

民爺也成為臺灣客家人獨特的信仰。清廷為了紀念這些陣亡的義民，清高宗〈乾

隆〉賜頒御題「褒忠」，因而亦名「褒忠亭」。結合義民廟及輪值祭典區共同舉辦

一連串盛大祭典活動，全台 41間義民分廟回本廟敬拜、15聯庄義民爺遶境活動、

挑擔奉飯等，輪值祭典區的迎駕方式將完全遵照古禮進行，藉此讓即將失傳的習

俗能夠再重現在信眾面前。 

九月：『平鎮客家踩街 嘉年華會』「神巡平鎮」各大寺廟聯合遶境打破「角

頭」寺廟藩籬，聯合各大寺廟又請出主祀神明參與遶境，堪稱全台僅有，為全台

319鄉鎮首創。創意踩街活動，邀請各社區民間團體以車隊遊街及團體步行方式

踩街，參與隊伍均以客家文化為主的表演設計，令現場民眾為之瘋狂，也引起熱

http://www.ihakka.net/hakka12/7/index.html
http://www.ihakka.net/hakka12/8/index.html
http://www.ihakka.net/hakka12/9/index.html


  

 

烈迴響。每年的農曆 8月 11日開始，以奉祀三官大帝（三界爺）為主的平鎮市

內各大宮廟為感謝主祀神明庇佑，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總會利用秋收後的農閒

時節辦理神明遶境，及在廟埕戲台搬演平安戲（一稱「收冬戲」）酬神。「神巡平

鎮」各大寺廟聯合遶境打破「角頭」寺廟藩籬，聯合各大寺廟又請出主祀神明參

與遶境，堪稱全台僅有，為全台 319鄉鎮首創。 

十月：『六堆嘉年華』六堆命名：聚居台灣高屏兩縣的客家人，為保鄉衛家，抵

禦外侮而組成的「六隊」鄉團義兵，為了有別於軍「隊」，遂諧音改稱「六堆」，「堆」

亦有聚落的意義。六堆沿革：公元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威脅到高屏客家六人

聚落的生存時，各地士紳義勇集合於內埔媽祖廟聚議，成立六隊﹝堆﹞鄉團;中堆

﹝竹田鄉﹞、先鋒隊﹝萬巒﹞、後堆﹝內埔鄉﹞、前堆﹝麟洛、長治﹞、左堆﹝佳

冬、新埤﹞、右堆﹝美濃、高樹﹞、保衛家鄉，抵禦外侮。這一次的團結衛鄉，凱

旋而歸。由於平亂有功，獲清廷救建忠義亭，以後即成了以忠義亭(祠)為精神堡壘

的高屏兩縣客家村庄的總稱。目前六堆鄉鎮橫跨高雄、屏東兩縣，在清朝時代皆隸

屬鳳山縣，日據時期也同屬阿猴廳或高雄州，光復後美濃改隸高雄縣外，餘則隸屬

屏東縣，所以六堆鄉土非行政區域，而是同一族系之精神的結合體。地理位置：六

堆鄉土以東經 120度 30線為中心，是自北緯約 21度 25，至 21度 22之扭曲的長方

型。除內埔、萬巒、竹田、麟洛、長治五鄉毗鄰成為客家庄中心地區外，佳冬、新

埤兩地另於南方連成一地，北有高樹，隔一河鄰接美濃、杉林，六龜則遠在北部另

成一區。 

十一月：『新竹縣 國際花鼓藝術節』國際花鼓藝術節以集結台灣各地客家

族群中逐漸失傳的收冬戲碼、各式藝陣與戲團為演出的主題，以期重溫

客家收冬戲喧嘩熱鬧的光景。全國第一處客家文化保存區「新瓦屋聚

落」，起源於清乾隆年間，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的林孫檀氏家族，於竹

北開墾農田，建立客家聚落，到了嘉慶年間，林孫檀氏的三子象賢和四

子象明在竹北芒頭埔興建「忠孝堂」公廳，族人稱之為「新瓦屋」，聚

落名稱由此而來。  新竹縣花鼓表演最早即在六家新瓦屋地區，新瓦屋

花鼓隊成立於民國 36 年，取水滸傳之英雄盧俊義上梁山大本營，打花

鼓入城之精神而命名，由隊員 16 人編成，是目前台灣碩果僅存的一支

客家花鼓隊。當時為慶祝台灣光復，各地酬神演戲、迎神遊行，由村民

自發的參與遊行活動。以丑扮為主，穿花衫、拿花傘、走花步、打花鼓，

其表演在當時紅極一時。現今衍生為國際花鼓藝術節，以集結台灣各地

客家族群中已逐漸失傳的收冬戲碼中、各式藝陣與戲團為演出的主題，

以期重溫客家收冬戲喧嘩熱鬧的光景，並邀請全球各地僑界客家團體回

國進行交流表演，以達成推展傳統客家藝術「全球化」的企圖。  

十二月：『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收冬戲」具備酬神、還願、

http://www.ihakka.net/hakka12/htm/october.html##
http://www.ihakka.net/hakka12/11/index.htm
http://www.ihakka.net/hakka12/12/index.html


  

 

祈福的功用，也是客家族群凝聚與自我認同的活動，人也展現村庄活躍

的生命力。透過「傳統戲曲」與「廟會」活動所形塑之文化創意產業，

作為傳統與現代對話的窗口，再造客家戲曲文化風華。台灣客家族群在

農業時代歲末農閒時，總會舉辦酬神謝天的祭典儀式─「收冬戲」。每

年農曆十月過後，稻穀收割完畢，農民比較空閒之時，村人便以自由樂

捐集資的方式，向客家神祇三官大帝還願，感謝祂這一年來保佑風調雨

順、五穀豐收。「收冬戲」除了具備酬神、還願、祈福的功用外，也是

客家族群凝聚與自我認同的活動，人們爭相設宴款待親友一同慶祝，享

受「佔位子、看大戲」的樂趣，同時也展現村庄活躍的生命力。  

 

 

 

 

 

 

 

 

 

 

 

 

 

 

 

 

 

 

 

 

 

 

 

 

 

 



  

 

教學活動照片 

 

 

授課日期：100.02.25(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王遠嘉副教授 

 

 



  

 

授課日期：100.03.11(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宋鼎宗教授 

 

 

 



  

 

授課日期：100.03.18(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邱光中副教授 

 

 

 

 

 



  

 

授課日期：100.03.25(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李源發博士 

 

 

 



  

 

授課日期：100.04.01(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黃鼎松老師 

 

 

 



  

 

 

授課日期：100.04.08(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余龍通教授 

 

 



  

 

授課日期：100.04.14(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劉煥雲博士 

 

 

 



  

 

授課日期：100.04.29(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范光煥客座教授 

 

 

 



  

 

授課日期：100.05.20 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林錫霞老師 

 

 

 

 

 



  

 

授課日期：100.05.27(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林本炫副教授 

 

 

 



  

 

授課日期：100.06.03(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江柏煒副教授 

 

 

 



  

 

授課日期：100.06.17(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陳俊光老師 

 

 

 



  

 

授課日期：100.06.24(五) 

授課地點：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综合大樓 320 教室 

授課老師：黃士純助理教授 

 

 

 

 

 



  

 

活動日期：100.06.08(三) 

活動地點：台中石岡客家文化館 

活動主題：綠色走廊山城 1 日遊之旅行程 

 

 

 

 

 



  

 

活動日期：100.06.08(三) 

活動地點：台中石岡客家文化館 

活動主題：綠色走廊山城 1 日遊之旅行程 

 

 

 

 

 



  

 

活動日期：100.06.08(三) 

活動地點：台中石岡客家文化館 

活動主題：綠色走廊山城 1 日遊之旅行程 

 

 

 

 

 



  

 

活動日期：100.06.08(三) 

活動地點：台中石岡客家文化館 

活動主題：綠色走廊山城 1 日遊之旅行程 

 

 

 

 

 



  

 

活動日期：100.06.08(三) 

活動地點：台中石岡客家文化館 

活動主題：綠色走廊山城 1 日遊之旅行程 

 

 

 

 

 



  

 

學生修課名單 
系級 學號 姓名 系級 學號 姓名 

行銷四 96409224 陳德諭 行銷一 99402035 童信瑋 

行銷三 97401610 陳馨怡 行銷一 99402036 李唐 

行銷三 97401614 陳怡佩 行銷一 99402039 黃怡婷 

行銷三 97401634 張琬柔 行銷一 99402043 顏絹樺 

休閒三 97406624 楊佳薇 行銷一 99402046 黃庭逸 

休閒三 97406720 謝佩穎 行銷一 99402049 周詩涵 

休閒三 97406723 羅思婷 行銷一 99402050 江宜家 

休閒三 97406738 李宜臻 行銷一 99402053 陳威旻 

多遊三 97409104 謝芳芸 行銷一 99402054 廖偉婷 

多遊三 97409108 黃郁婷 行銷一 99402055 黃雁苓 

應英三 97409739 王培鈞 行銷一 99402056 張芯宜 

應英二 98405112 王敬涵 行銷一 99402057 方珮驊 

幼保二 98407632 葉勝富 行銷一 99402059 謝瑜惠 

幼保二 98407636 彭季雯 行銷一 99402060 劉子嘉 

休運二 98408044 黃怡華 行銷一 99402061 徐衍庭 

休運二 98408068 李旻潔 行銷一 99402062 邱玟棋 

多遊二 98409046 詹凱揚 行銷一 99402065 黃雅羚 

多遊二 98409177 柳皓允 行銷一 99402066 邱妤婷 

行銷一 99402002 林妏萱 行銷一 99402258 黃心盈 

行銷一 99402004 謝雯 多遊一 99404009 葉則賢 

行銷一 99402005 林欣儀 多遊一 99404327 梁元嘉 

行銷一 99402008 徐靖雯 多遊一 99404368 羅世芳 

行銷一 99402011 葉思妤 應英一 99406008 曾美雯 

行銷一 99402015 何孟蓉 應英一 99406012 呂念庭 

行銷一 99402016 黃柏銘    

行銷一 99402017 曾詩晴    

行銷一 99402020 李佳璟    

行銷一 99402023 鄭雅亭    

行銷一 99402024 劉子麒    

行銷一 99402025 劉文臨    

行銷一 99402026 何信諺    

行銷一 99402030 蘇育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