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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 e 世代資訊爆棚的世界，台灣許多傳統文化逐漸沒落，例如原住民、客家族群……等。

政府近幾年來積極推動客家文化，讓客家文化逐漸被政府與人民重視，舉辦各種有關於客家

文化的大型活動，例如：六堆嘉年華、六堆祈福尖炮城、桐花祭等。讓人民能夠更加深入了

解客家居民的各種傳統文化。 

此次探討客家文化不僅僅只是想對客家文化有更多的認知，還要更加深入探討，也因為

自己身為客家人，生長在客家村莊，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客家文化息息相關，引發我們想研究

的動機。 

為了讓大家也對客家族群有更多的認知並且了解到我們的文化，故所以藉此機會實地走

到客家村莊，體驗及探索客家歷史，將傳統文化創新，開發觀光商機，也能讓客家文化發揚

光大，而不是漸漸沒落，是我們客家人對自己文化的責任感，也是本次參與專題的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收集關於客家文化內容的網路資料、報章雜誌、書籍等，將資料彙整後進行

分析及研究。 

二、實地探討： 實際到本次研究的所在地勘查，了解當地歷史背景。 

三、問卷調查：以高中生為基數，利用 google 表單調查他們對客家文化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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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六堆客家文化原由 

約莫在兩百多年前，客家族群安穩地在自己的土地耕耘生活著，從北邊荖濃溪開始，到

南邊林邊溪，客家庄就這樣在這片土地深根。西元 1721 年遇到朱一貴事件，客家人為了保

國安民，飽受威脅的居民們自己組建了中堆、先鋒堆、左堆、右堆、前堆、後堆等六堆「義

勇軍」，經歷百戰後成功打退朱一貴的軍隊。後來為了能夠清楚區分「六隊」與「軍隊」，

故所以把六「隊」改名為六「堆」，「堆」有聚集的意思，後來歷經了許多戰亂，六堆的義

勇軍始終保家衛國，堅守自己的家園。他們忠義的精神受到世人的敬佩，也隨後建立了「忠

義祠」。 

第二節 六堆客家分布 

地區分布 

右 堆 美濃、高樹、六龜、杉林、甲仙少部分、里港武路和旗山手巾寮 

前 堆 長治、麟洛、九如圳寮、屏東市田寮和鹽埔七份仔 

左 堆 新埤、佳冬 

中 堆 竹田 

後 堆 內埔 

先 鋒 堆 萬巒 

表一、本組製作 

第三節 客家特殊節慶 

（一）天穿日 

每年農曆正月二十也就是客家人口中所說的「天穿日」又稱作天穿節或補天節，天穿日

源於古代女媧補天傳說，為了感謝女媧娘娘補天解救眾生的恩情，現今以客家族群特別重視

此節日，只許祭神、遊樂，不許工作，吃炸甜粄、唱山歌也是天穿日的習俗之一。除此之外

客家諺語中「天穿毋聊苦到死」、「天穿毋聊做到死」、「有食無食，聊到年初十；有做毋做，

聊到天穿過」，意旨休息到年初十才能繼續工作，也被客家人稱為「聊日」，而天穿日有保持

環境永續傳承、資源永續發展的環保意義。中國客家委員會將天穿日定為「全國客家日」，目

的在傳達客家傳統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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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民節 

義民節的由來，農曆 7 月 20 日，最早可以溯源到清康熙的朱一貴事件，新竹一帶的客家

人與盜匪抗衡，死後被地方人士將其屍骨合葬，稱為「義民塚」。 到了乾隆 51 年發生的林

爽文事件，新埔一帶的客家人與閩南人和平埔族再組義勇軍，共 108 名義勇義犬犧牲捍衛鄉

土；事後，鄉民便到這些犧牲勇士的合葬之地，建廟祭祀，向當年捍衛家鄉而犧牲的義民們

表達最誠摯的景仰和懷念。義民爺也成為客家人獨具的信仰，忠肝義膽，為人人所仰賴的守

護神。 

第四節 客家特殊食物 

(一)  新丁粄 

客家文化當中獨有的新丁粄出現於農業社會，新丁也就代表著男丁，因早期男孩子是生

產力來源，故男孩子出生時就會製做新丁粄向神明及祖先保平安，也希望能夠保佑他們平安

成長、一路順遂，曾經許多男孩子在械鬥民變中不幸身亡，為祈求神明賜予男丁，在每年舉

行拜新丁，希望神明能夠給予每家男丁，往後也成為客家人的習俗，也不再是屬於男丁的節

慶，而今日的拜新丁也希望能夠薪火相傳及保佑新生命到來平安成長的含義。 

 

  

圖一、本圖網路擷取 圖二、本圖網路擷取 

 
 

（二）擂茶 

客家特有飲茶「擂茶」，擂茶是早年間客家人招待來家裡的賓客喝的茶點，是屬於客家人

中的高等的茶點，而擂茶三寶也就是擂缽、擂棍及撈子，傳說喝擂茶能夠有效除瘟疫，在建

安二十六年間張飛帶領軍隊進攻武陵，士兵們紛紛染上瘟疫，喝下能夠除瘟疫的擂茶配方後

士兵步履輕盈彷彿沒生過病，在這之後擂茶也被稱為山生湯，不過擂茶現今除了在特殊地點

能夠看見以外也已經很少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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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圖網路擷取 圖四、本圖網路擷取 

 

（三） 封肉 

封肉客家人在特別節日或喜宴中的佳餚，而封肉也就是豬肉，「封」意指烹飪時不掀鍋蓋，

一直煮直到爛熟。封的音寓意著豐富、豐盛，除此之外，封肉還意味著以前客家人生活困苦，

平時工作需要大量的體力，吃肥豬肉能夠給身體足夠的熱量。在現今社會中客家封肉已逐漸

消失，以轉化成現今的滷肉，除了老一輩的客家人還會封肉料理技術以外，很少人知道正統

的封肉該如何料理。 

 

  
圖五、本圖網路擷取 圖六、本圖網路擷取 

第三章 實地探討 

第一節 探討主題 

此次實地探討以六堆中的左堆-新埤為主，主要以建功村、打鐵村以及南豐村為探討核心，

在這充滿客家氣息的村庄，同時，這裡也是我們從小開始生長的環境，因此我們了解這裡獨

有的客家文化，也知道現在客家文化正在逐漸消失，所以我們想要把這個獨有的文化介紹給

更多人認識，讓客家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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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南豐村原名爲南岸，當時因景氣不佳而「岸」有「暗」之意，居民請求於當地廟宇

景福宮的神明給予指示，神明有意改名，將景福宮改為三聖宮，而南岸改為南豐，希望南豐

能夠年年豐收，使居民不再爲糧食不足及經濟問題而擔憂。 

第二節 大成國小 

位於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的大成國小，是一所客語生活學校，校內的建築都可以看到不

同的客家元素，最具特色的是天花板上的樑柱貼有許多不同的客家諺語，以及牆壁上用繪畫

磁磚介紹的花，還有大型的客家人偶穿著特色服飾等等。客語生活學校不能缺少的就是鄉土

語言的課程，讓學生可以從小學習自己家鄉的語言，校內的社團活動中，太鼓社的表演服裝

也是以客家藍衫為主，讓孩童有機會接觸看到這樣的特色服飾。是一所把客家文化展現十分

充分的學校。 

 

然而大成國小最爲著名也就是太鼓隊，太鼓隊成立於民國 97 年，以客語文化為主的大成

國小也在太鼓隊中展現各種客家花布，像是隊員服裝的頭巾及腰帶都是用客家花來製作而成，

也用客家花布點綴在太鼓上，利用這種方式讓更多人看見客家花布了解客家花布的美麗。（圖

十五、十六） 

 

  

圖七、大成國小校門口 

    本組自行拍攝 

圖八、大成國小校門口 

本組自行拍攝 

  

圖九、校園內客家花介紹 

  本組自行拍攝 

圖十、油桐花介紹 

        本組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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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客語課程 

  本組自行拍攝 

圖十二、客家諺語 

  本組自行拍攝 

  

圖十三、廁所標誌使用客家藍衫代表 

            本組自行拍攝 

圖十四、學校客家吉祥物 

       本組自行拍攝 

  

圖十五、使用客家花布點綴太鼓 

 本圖網路擷取 

圖十六、使用客家花布當頭巾 

  本圖網路擷取 

 

第三節 忠勇祠 

南豐村的忠勇祠，在早期混亂的環境中居民為了保護自家家園，而號召青年成立了義民

軍，當時台灣剛開放民主時常發生民變，那時也有許多人來台灣開墾，外來人為了與居民爭

搶水源及土地而械鬥，在抗戰中不幸身亡者，為了感謝他們為家園而奮鬥的精神，而後蓋了

忠勇祠祭拜他們，希望世人不要忘記是因為有了他們的犧牲，居民才有安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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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忠勇祠 

本組自行拍攝 

圖十八、忠勇祠序 

本組自行拍攝 

 

第四節 建功東柵門 

 
建功東柵門，康熙年間許多人大量渡台，客家人在此地方駐紮，安定於建功，當時人口

不斷增加，客家人逼不得已只好向山裡開墾，而因此於原住民爆發爭執，為保護家園居住地，

客家人用柵門來防護，以竹為城，以圳為池，防衛相當謹慎，白天柵門打開讓居民能夠通行，

晚上柵門關閉，每天將派 2 名壯丁守崗，在建築物上有 2 個圓圈據說這就是當年壯丁查看外

來情況的方法，要是有人突襲柵門立馬關閉，能夠早已防備，現今建功東柵門也成為古蹟記

載著歷史的過往。 

 

  

圖十九、建功東柵門 

本組自行拍攝 

圖十九、建功東柵門歷史簡史 

本組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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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調查 

  
分析：利用 GOOGLE 表單製作問卷，總共

有 151 則回應，其中由女性填寫居多。 

分析：由於我們還是學生，故年齡分布 16～

24  歲。

  
分析：由於現在新世代來襲，故所以許多傳統

客家文化逐漸消失，大部分的人對於客

  家文化也越來越陌生。

有 51%的人都有聽過六堆客家文化，分析：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六堆客家文化園

區。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六堆客家分布於高     分析：

屏地區。少數人仍然以為在桃竹苗。 

分析：80%都對客語越來越陌生，客語也逐

 漸在一些特定客家庄能夠聽到而已。

女 

72.2% 

男 

27.8% 

1.請問您的性別是? 
15歲以下 

7.3% 

16～24歲 

61.6% 

25～45歲 

17.9% 

46～65歲 

13.2% 

2.請問您的年齡? 

是 

19.2% 

3.請問您對客家文化是否了解? 

是 

51.0% 否 

49.0% 

4.請問您是否有聽過六堆客家文化? 

北北基 

2.6% 

桃竹苗 

24.5% 

雲嘉南 

6.0% 

中彰投 

0.7% 

高屏 

66.2% 

5.請問您知道六堆客家文化分布於? 

完全不懂 

80.2% 

聽得懂 

13.9% 

基本對談 

3.3% 

非常流利 

2.6% 

6.請問您對客家語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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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亻厓」這個字是最能夠代表客語的字，

 因為是客語中最常看到且最常講的字。

分析：客家文化中眾所皆知的不外乎就是位

 於高雄美濃的紙傘了。

分析：客家節慶活動中大家名聞遐邇的就是

桐花祭與六堆嘉年華，這兩項活動都

 提升了客家文化的曝光度。

分析：67.5%的人都會想多多了解客家文

化，故所以我們可以積極推動客家庄

的導覽，讓大家走進村庄內體驗、觀

 光。

第五章 結論 

依據這次的專題報告，我們想讓客家文化能夠更加被大家重視，探討過程中，我們發現

身邊其實有蠻多關於客家的文化特色，但從沒有人主動去關心、了解，隨著時代更迭，這些

舊有的文化正在逐漸消失。根據問卷調查顯示，多數人有意願去多認識客家文化，現在政府

開始帶動客家文化產業，包含報章雜誌、多媒體影音、觀光旅遊等，以多方面形式與客家文

化特色結合，促使大家有動力積極參加相關活動，將客家文化延續下去。 

我 

49.7% 

你 

36.4% 

他 

13.9% 

7.請問您知道客家語中的「亻厓」意指?

美濃紙傘 

46.3% 

杉林葫蘆 

3.0% 

萬巒豬腳 

17.2% 

竹田六堆

忠義亭 

13.4% 

佳冬粄條 

20.2% 

8.請問您聽過哪些六堆客家文化?

天穿日 

6.1% 

義民節 

19.7% 

桐花祭 

42.6% 

收冬戲 

3.5% 

迎聖蹟•字

紙祭 

2.2% 

六堆嘉年

華 

26.0% 

9.請問您知道哪些客家節慶活動?

是 

67.5% 

否 

32.5% 

10.請問您是否想更了解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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