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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國劉慶國 流浪到淡水流浪到淡水 他鄉變故鄉　他鄉變故鄉　

2014-03-30   聶薇庭 

　　遠離了家鄉獨自打拼，才開始懷念起村庄裡那股濃濃的客家風情，兒時在小山腰上的務農生

活儘管吃緊，依舊是一份伴隨著山間茶香的生活記憶。由於工作的關係從苗栗來到了淡水，劉慶

國與客家文化協會的結緣使他重新燃起對客家文化的熱愛，並從一次次的文化推廣中凝聚當地客

家族群的情感，才發現「客家人在淡水並不孤獨」。

離鄉打拚　才知思鄉情懷離鄉打拚　才知思鄉情懷

　　將記憶倒轉回族譜記載的年代，祖先來自廣東的劉慶國，出生於苗栗縣公館鄉的純樸客家庄

，已經是第二十一代在台灣定居的客家人，生活勤儉有著客家人刻苦耐勞的傳統美德，儘管是居

住在小小的村庄，卻經常與閩南人及原住民接觸，經常一同準備節慶，彼此的相處相當和樂。父

母皆為客家人的劉慶國從小就會說客語，但因村民之間很少使用客家話，且在政府的國語政策下

，客語是一種不允許出現在校園內的語言，因此大方說出客語的機會更是不多。

　　事後回想當初在客家庄內，卻沒有對客家文化感到特別珍惜的心態，劉慶國以「近廟欺神」

來形容，意思是生活在一定的環境之下，便不會特別去珍惜其中的美好，也就如同住在漁人碼頭

附近的民眾就不會在乎它的奇特。「客家庄都有一個共通點啦！也就是人家說的好山好水，後面

再加上好窮喔！」劉慶國表示，因為工作機會不多，居住在客家庄的年輕人只好離鄉背井到適合

的地方掙一點錢、討個好生活，其中許多人都來到繁華的台北市，「就像劉姥姥逛大街般」，充

滿好奇和興奮。

　　如同故鄉其他年輕人一樣，劉慶國離開苗栗後來到台北，首先進入了聯勤二〇二兵工廠從事

機器修繕保養的工作，經過多年的城市喧囂後，伴隨而來的是對於大城市疏遠情感的失落以及思

念家鄉的情懷，結束兵工廠合約後，嘗試了截然不同的工作，進入位於石門的台電核一廠從事輻

射防護工作，後期又隨著工作輾轉來到了淡水這個有著歷史軌跡的人文薈萃之處，和新知閒聊之

下偶然接觸到淡水區客家文化協會這個凝聚鄉民意識的團體，受到了協會的客家鄉音召喚，便開

始投入了一連串的文化推廣運動，也漸漸地找尋到許多分散在淡水聚落的客家移民，加熱了心頭

對於故鄉的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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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國先生於台電核一廠擔任輻射防護工作，為方便通勤搬遷到淡水鎮，圖為台電宿舍前。 (聶薇庭/攝) 

活動精彩　溫暖的大家庭活動精彩　溫暖的大家庭

　　踏入淡水區客家文化協會這個大家庭後，劉慶國現正擔任總幹事這份繁雜的工作，儘管任期

並非十分長久，但透過平時協會的活動企劃案擬定以及執行，使他與協會幹部以及成員有不少的

互動，不僅增加了對客家文化的認知，更對於傳統客家禮俗有了深刻的了解。說到此，劉慶國打

開筆電，展示並介紹一張一張活動照片的來由，並拿出協會六周年所製作的刊物，厚厚的一本紀

念刊物中滿載著鄉音班、舞蹈班、茶藝班等歷年的課程學習以及成果展現，其中更不乏許多比賽

的精采花絮。

　　例如舞蹈班的課程，就是以傳統客家民謠或是現代客家歌曲為背景音樂，搭配上流利的肢體

動作。而劉慶國的太太也是舞蹈班的成員之一，有張照片就是她身穿傳統服飾、手中拿著毛扇子

優雅舞動，劉慶國的太太看著活動照片不禁靦腆一笑。鄉音班的客家歌謠不僅僅在淡水傳唱，指

導老師更曾受邀至南非、荷蘭等國家教導客家移民傳統歌謠，而當地的客家人即為早期中國移民

的後代。儘管老師有國際標章的品質保證，劉慶國不忘開了一個小玩笑：「老師客語實在說得不

好啊！但配合著輕快的客家歌謠，卻可以讓他有相當完美的演出。」

　　熱騰騰的客家包子口感猶如劉慶國所參與的茶藝班活動，劉慶國幽默地表示茶藝食品也可以

有一魚三吃的靈活應用，用茶葉調味出許多創意料理，可以是簡單的茶葉蒸蛋，也可以是一道以

茶葉作為湯底的食品。協會所辦的種種活動中最令劉慶國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徵文活動，透過這項

活動使協會裡的成員有機會書寫自己的移民故事，並找到一份屬於自己的獨家報導。成員間互相

觀摩彼此的徵文故事，對於凝聚成員向心力成了相當重要的一份催化劑。劉慶國說到這一系列的

協會活動總是面帶歡欣的笑容，將眼睛瞇成慈祥的一條細線緊扣住在苗栗縣的生活回憶。

舞蹈班表演時的動作及服裝充滿濃濃客家風情。 (劉慶國/提供)

扎根教育　小學推動客語扎根教育　小學推動客語

　　起初只是一個用來團聚淡水地區客家人的小據點，隨著社員向心力的增強，劉慶國希望擴大

客家文化協會的活動，讓更多的淡水居民接觸到客家文化。有鑑於年輕的一代開口說客語的機會

越來越少，協會近期正在努力針對淡水地區國小發展客語課程，儘管許多發送出去的公文沒有得

到認可，協會幹部還是不斷在改善行動方案，目前正朝著單一所小學進行客家文化課程的計畫。

「我們知道最根本的還是希望父母能在家裡跟孩子說客語」，在一旁的劉太太語重心長地表示擔

心下一個世代客語的消失。

    對劉慶國來說，淡水區客家文化協會總幹事這個職位以及它所附加的責任，是讓他有機會重溫

客家文化的機會，因此他總是義不容辭地參與每個活動計畫。搬遷到淡水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從小

生長在公館鄉的時光，劉慶國笑著表示：「淡水，現在就是我的第二個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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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班配合歌詞內容有不同的表演風格。 (劉慶國/提供)

泡著客家庄茶品，劉慶國先生找回了懷念的同鄉情懷。（聶薇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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