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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生羅文生 九芎林田調九芎林田調 滿腔熱情滿腔熱情

2014-03-29   歐士豪 

　　一個微涼的午後，在竹北客家文化園區的問禮堂，羅文生親切且生動地述說著他的經歷，從

生活小事、地方故事到田野調查，他以客家為主軸，用故事的方式敘述文化，用經歷展現自己對

客家身分的認同。訪談中不難感受到他的熱情，在言談中也理解了他對傳承的使命感。

客語薪傳師　也是導覽員客語薪傳師　也是導覽員

　　曾在國小教過多年客家語，客語老師羅文生身上掛著好幾個頭銜，他除了在社區的長青班開

設客語班，還是第一屆客語薪傳師，也經營印刷工廠。他做過古蹟導覽員，同時也是新竹縣口譯

人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但羅文生強調，他現在主要的工作重心是經營九芎林工作室並從事田野

調查，職務雖看似多樣，但大部分都和客家脫不了關係。

　　羅文生說，他所從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因為興趣而做，盡可能廣泛地接觸與閱讀，培養多元

的興趣，不管是文化、歷史、宗教、植物、生態、建築、古蹟……等等，並不侷限於一個地方，

而是多方擴展自己的觸角，不管什麼項目都學一學，處處俯拾皆學問，不是為了讀書而讀書，「

因為這樣很有趣啊」！

　　羅文生還透露，他的床頭總是堆滿各式各樣的書，隨時有空隨時看，這些內容也許不會馬上

用到，但只要機緣到了，哪天需要的時候就能派上用場。「想讓生活豐富，讓生活爆炸，每樣事

物都該去玩一下，嘗試一下，別給自己設限」，羅文生神采奕奕地說。

　　謙稱自己的學問雖說不上精通，但什麼內容他都能說出自己的一番道理，把自己準備好，隨

時都能衝出去。羅文生把這樣的生活方式比喻成在操場裡賽跑，只要不退出，持續跑下去，就永

遠不會被淘汰，總有一天會到達終點。

　　「因為我喜歡，就這麼簡單」。對羅文生來說，田野調查算是一份「不是工作的工作」。他

經營工作室，從事田野調查，既沒有老闆也沒有壓力，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興趣和喜愛而去做。

羅文生也是專業的古蹟導覽員，進行導覽外，並開班授課，訓練導覽人員。(羅文生/提供)

訪老人訪老人   查資料　過程愉快查資料　過程愉快

　　他還提到，田野調查常常需要和老人家聊天，過程非常愉快，只要把老人家的心房打開，就

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也可以找到許多在社會上消失的東西。漸漸地，他也產生使命感，要把

這些逐漸流失的傳統與文化傳承下去。

　　雖然不是科班出身，但羅文生對於田野調查十分地投入。他把田野調查的過程比喻成是在遊

山玩水，到處查訪的過程有時還必須上山下海，走遍各地，常常一走就是整個早上，若沒有興趣

，只是要為了工作而工作，馬上就累倒了。

　　他以剛完成的「竹塹社土目潘文起與九芎林」調查為例，為了調查曾經開發過芎林的客家先

人潘文起並尋找他的後代，他和妹妹羅瑞霞兩人找遍新竹縣市大大小小的墳墓。因為一開始完全

沒有資料，他翻遍文獻，找出所有關於新竹和芎林的書，一本一本、一頁一頁的查找抄錄，全部

都是憑人工找出來的資料，並一份一份地抽絲剝繭，有時看似不相關的東西，其實也可能是關鍵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kp.nctu.edu.tw/
//hkp.nctu.edu.tw/group/2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5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4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3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2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0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9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8
//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all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hkp.nctu.edu.tw/user/65
//hkp.nctu.edu.tw/files/issue/doc/????_??.pdf


，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點線索。

　　這樣的過程若沒有熱情，很難支持下去，別人眼中看起來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羅文生

說，只要不把它當作是工作，其實做起來很好玩。而且他強調，這樣的過程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收

穫，在調查中找到就是自己的東西，好好收藏起來，等到哪天時機成熟，把這些東西集結成冊出

版也是個好方法。

　　羅文生結合熱情和使命感，把田野調查當作自己的使命，而他對這份工作也充滿熱忱。

客家人在一起　應說客語客家人在一起　應說客語

　　語言和宗教是文化最重要的兩個因素，若是失去其中任何一個，文化就會有消失的隱憂。羅

文生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導客家語，他雖自謙地說自己對客家文化沒有什麼貢獻，但他在教學過程

中就已默默地為客家文化的傳承在盡心力。

　　羅文生說，因為種種因素，相較於閩南語，客語在一開始就處於較弱勢的地位，現在媒體也

多以國語和閩南語為主，雖然現在有客家電視台，但並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這樣的大環境對客

家語並不友善，再加上現在小孩比較不愛學習客語，他擔心哪天客語就這麼消失了。

　　他呼籲客家人「要有身為客家人的堅持」，客家人在一起時一定要說客語，若客家人和客家

人在一起時不堅持說客家話，久而久之客家話就會慢慢消失，「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

這個族群就沒有存在的理由」，在言談中羅文生不自覺地流露出自己對客家的強烈認同。

在台東小學校門口，羅文生和友人一起到山上做原住民相關的調查。 (羅文生/提供)

晴耕雨讀　為生活而固執晴耕雨讀　為生活而固執

　　成長於傳統客家庄的羅文生，小學時期曾有一段時間因家境問題被送到閩南人居多的宜蘭念

了幾年的書，因此他也能說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他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接觸許多閩南人和客家人

，逐漸地看見兩個族群在各方面所表現出不同的典型。

　　談到客家人的形象，在他看來，除了現在比較年輕的一代之外，大部分的客家人還是很勤勞

且節儉，尤其許多老人家還是維持著「晴耕雨讀」的簡單生活。他表示一開始是因為生活困苦，

為了生活，不得不勤儉，這不是硬頸，是為了生活，「為了生活而固執」，羅文生說著，在他身

上似乎也映照著因為生活而勤勞節儉的傳統客家人的影子。

　　羅文生雖謙虛地說自己對客家文化的貢獻微乎其微，但從他所做過的研究與他的事蹟可以看

出，面對相對弱勢的客家文化，羅文生用自己的方式來瞭解進而保存、傳承客家，不只因為本身

是客家人，而是喜愛著自己所在的這個族群，想為它好好的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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