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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竹北高中，還未散去的熟悉感早已瀰漫在眼

前，一樣斑駁的校門，一樣被風吹拂而傾斜的那排
松樹，還在原地迎接著隨鐘聲來來回回的莘莘學
子。走上了一樣顛簸難走的階梯，在導師辦公室，
看見林桂玲依然是一身時髦的打扮，那雙烏黑渾圓
的雙眼，和將瀏海盤起的光滑額頭，一直是她在學
生眼中最美麗的象徵。

寫論文 從自己的家族開始

林桂玲是竹北林家的後代，在清華大學讀碩士班
的時候開始研究自己家族和義民廟之間的連結。用
帶著一點客家腔的國語，滔滔地敘述著她的童年記
憶，林桂玲對客家寺廟文化研究的熱忱，緩緩流露
至她的言談之中。
竹北高中的老師們總是以「師大登山社一枝花」

來形容林桂玲。其實她對每一件事的執著，更令人
激賞，一旦自己投入的事物有了個開頭，林桂玲總
會讓它有個完美的結局，這也是讓她有毅力完成家
族和寺廟研究的原因之一。在台灣師範大學唸書的
日子，曾經因為想多方嘗試各種事物，而擔任木柵
動物園的解說義工，還加入了師大登山社，即使她
所參與的活動看起來都不是那麼容易完成，但林桂
玲總是面帶微笑、有始有終地去完成每一項任務。
林桂玲是一位在地的竹北人，長年在竹北高中教

歷史，雖然從小就在一個傳統的客家家庭裡長大，
但她卻笑著說自己的客家話其實不是很流利。大學
畢業那年，祖父母突然相繼過世，在守靈的夜晚，
她聽著長輩們訴說著老人家的過往，才忽然有了應
該替這個家族留下些甚麼的念頭。
林桂玲說，祖父跟她的感情特別好，雖然祖父的

一生很坎坷，從小就到外地去做長工，後來又入贅
到祖母家中，打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務，一生不算
有過過甚麼好日子，但晚輩對他的敬愛卻是不斷的
在累積，始終把他當作最好的典範。當林桂玲敘述
這段過往故事時，不難感受到她對親人和故土敦篤

的依戀，從她懵懵懂懂的童年就已經開始萌芽。

祖父一生胼手胝足地過活，讓林桂玲憶起了過去
林家祖先篳路藍縷來到竹塹城開拓土地、傳承給後
代的辛勞，她也因此興起了研究林家和竹北義民廟
關係的想法，這個研究也就是她在清華大學的碩士
論文。

使命感 來自敬愛的祖父母

其實研究家族的歷史並不容易，特別是需要去翻
閱不曾接觸過的家族族譜。林桂玲說，客家人很重
視族譜，從族譜中可以深入了解一個家族的連結，
因此它一直是研究過程中很重要的文史資料。林桂

玲的論文中講述竹北林家擁有義民廟管理權及祭祀
主導權，由於義民廟跨地域性的宗教活動，使林家
建立特有的領導地位，而林桂玲用細膩審慎的論述
角度，去重新建構家族和寺廟之間的歷史，成為了
家族史的新典範。
林桂玲認為，只有用心體會、努力了解這片土地

以及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故事，才會讓人有
真正的認同和感動。在論文的自序中，林桂玲提
到：「我自己並不把這本書當作嚴肅的論文，對我
而言，這是我紀念祖父祖母最真誠的心意。如果這
本書能夠表達出一些當日拓墾過程的艱辛，也讓
後人能夠更感懷這一片土地，那就是我最大的喜悅
了。」對這片土地及祖父祖母的感激，充滿在這段

序文中。
除了自己的研究外，林桂玲也希望學生們多認識

在地的歷史和文化。她曾經帶著五位高中生到新竹
縣新埔鎮廣和宮進行調查，以這個客家傳統的三山
國王廟作為研究主題，一舉在賴和基金會所舉辦的
「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得到歷史組的第一名。
林桂玲說，廣和宮所祭祀的神明是和客家文化密

不可分的「三山國王」，但即使是生長在新埔鎮的
居民，也對三山國王的歷史和重要性不甚了解，她
和學生們的研究就是要重建這座廟宇的過去，也利
用這個機會了解在傳統客家社會中，三山國王到底
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帶學生 調查客家廟宇獲獎

其實除了讓學生了解客家文化之外，林桂玲指導
學生做這項專題研究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能陶冶學
生的人文素養。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從她的教
課方式就能感受到她的用心，用討論歷史影片或分
組報告的互動，取代講解課本內容的制式，林桂玲
希望學生能主動了解一段歷史的原委脈絡，而不是
被動的吸收課本內容。她說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
使家長和學生越來越看重理工學科的發展及能力，
卻忽略了文化和歷史的認同及深入了解，但是除了
數理類的科學展覽之外，也應多多鼓勵學生參與人
文類的競賽，培養學生對鄉土及文化的多元觀感。

認同感 感懷這片土地滋養

在訪談過程中，林桂玲多次提到，其實她並不覺
得自己是專門研究客家文化的學者，只是想深入了
解自己的家族和土地，但碰巧她的家族又和傳統客
家文化的寺廟密切相關，因此大家總是把她定位為
一位研究客家文化的專家。但其實林桂玲除了在家
族與寺廟研究方面很有貢獻外，她對教育方式的導
正亦是不容忽略，歷史人文各方面的研究都是息息
相關，但林桂玲的客家人身分讓她家族的故事，得
以傳承下去。
當問到林桂玲是否鼓勵客家子弟去參加客委會舉

辦的各項客家文化事務，例如客語認證等，她笑著
說「想考就去考吧」。是用那樣輕鬆健談的語氣。
林桂玲說，其實不必把客委會的活動侷限於客家族
群之內，她鼓勵年輕人多多涉獵客委會舉辦的比
賽，多了這個新的管道，除了能幫助傳承客家文
化，更重要的是能夠多和他人競爭、累積經驗甚至
發揮自己的長才，也能夠充實自己的生活，使自己
多積蓄一些對本土文化的認同。

●游依庭/報導
金色的陽光灑滿人行道，北埔老街顯得格外熱

鬧，穿梭在北埔巷弄間，古色古香的低矮建築及斑
駁的牆面，讓人彷彿置身在百年以前的街道。沒有
都市的霓虹閃爍，沒有譁眾取寵的噱頭，踏進蜿蜒
的小巷，撲鼻而來的不是花香，而是和著客家美食
氣息的香醇擂茶味，接著「水井茶堂」四個大字映
入眼簾，這簡樸的茶堂，就是古武南用茶香和人們
說故事的地方。
打扮樸素，走路一跛一跛的古武南接待完上一位

客人後，就逕自地走向在茶堂前幾步路的「街角茶
博生活館」，在茶几前坐了下來，並順勢地沏了一
壺茶。沒有架子的他打破了平常人對於曾是「服裝
設計師」那種才華洋溢、而又有距離感的想像。離
開時髦的時尚圈，古武南創辦了水井茶堂，目前也
是北埔文史工作室負責人及古蹟解說員。
身為文史工作室負責人及古蹟解說員的古武南，

平常除了以茶和故事接待客人，有人預約古蹟解說
時，便會帶遊客認識北埔的歷史遺址，包括三級古
蹟北埔大廟「慈天宮」、同樣列為國家級古蹟的金

廣福公館和北埔姜屋「天水堂」、限定級古蹟北埔
洋樓「姜阿新故居」及秀才的宅第「北埔曾屋」等
等。

追求時尚 虛華過往

古武南一九六五年出生在北埔廟前，患有小兒麻
痺。因為身體天生的缺陷，母親從小希望他有個不
用曬太陽、不用靠腳、而是靠腦力吃飯的工作，於
是他在國中畢業的第二天，就被母親送到阿姨家去
當傳統西服的學徒。當學徒之後，古武南與在台北
當室內設計師的叔公有了接觸，叔公對他說：「你
做什麼傳統西裝？這都夕陽工業了，何不去學服裝
設計？」叔公的話對古武南的影響非常深，讓他毅
然決然投入服裝設計的行業。
可是，傳統西服和時裝的製程內容不同，因此他

必須重新學習，從總務、樣本師、裁剪師、打版
師、服裝設計助理，到服裝設計師等職務都曾擔
任。古武南說人生有許多階段是隨著因緣造化而 
來。以前台北許多大公司不收技術不純熟的人，而
基於某種機緣，他到一家不出名的小公司任職，一
待就是八年，古武南陪著公司從沒沒無聞一路到頗
富盛名，在過程中一起成長，也因此有了許多學習
的機會。
花了十年的青春在台北從事服裝設計工作的古武

南追求名牌、崇尚功利，開始迷戀Armani的王國而
無法自拔，全身上下皆穿著名牌的他，開的是外國
進口的跑車，甚至兩個星期剪一次頭髮，炙熱的六
月天依然穿西裝打領帶，每天翻著Vogue雜誌，維
持自己的「門面」。他以嘲諷地口吻描述當時的自
己：「這個人和北埔完全不搭嘎！」
追求時尚、奢華生活的古武男，雖然在這十年的

漫漫長日過得很快樂，但過度的玩樂漸漸無法滿足
他，也使他厭倦了這樣的生活。於是他心中產生了
許多對於人生的疑問，他開始想尋找人生另一個答
案、一個方向。

滿懷鄉愁 不如歸去

古武南語重心長地說，他和他北埔的朋友常在台
北高級餐廳飲酒作樂，但最後都會懷念北埔的純
樸。夏天時台北在吹冷氣，他們總會掛念過去在北
埔裸泳的地方是否有撐過颱風的肆虐？星星月亮出
來時，想像它們掛在北埔夜空的樣子。中秋節時，
想念家鄉的月亮是否也圓滿。終於，他念頭一轉，
突然領悟，「懷念北埔幹嘛？回去就好啦！」經過
了長期的思考與掙扎，他發現自己要的只不過就是
「不要被人管」的生活，不要上班、打卡、被老闆
束縛，不要生活在有許多壓力的環境下。
決定啟程返鄉不是件簡單順利、人人樂見的決

定。因為在他那個年代，「上台北」是人生唯一的
希望，唯有如此才能夠賺錢過活。他在親朋好友的
責罵、嘲笑與驚嘆中，仍然堅持默默地回到北埔，
返「埔」歸真，找回最真實的自己。
一九九二年，因為怕回北埔沒工作，加上虛榮心

作祟，古武南便先在竹東開設一家經銷名牌的JAZZ
名店。但到後來他又驚覺有一天將會重蹈覆轍，重
新嚐到之前在台北追求時尚虛榮的空虛感，於是在
經營九年後，古武南決定結束北埔以外的事業，專
心做一個喜歡古蹟，研究古蹟，愛上古蹟，整理古
蹟，生活在古蹟裡的人，他找上天水堂。

守護水井 守護史蹟

天水堂可以說是北埔聚落內最大的民宅建築，由
金廣福開拓墾戶之首姜秀巒於清道光十二年（一說
是道光十五年）所建。姜家擁有大部分北埔地權，
因此能建造如此大型的宅院，其中燕尾造型的門樓
號稱是全台最優美的門樓。百年來，天水堂的修繕
都是由姜家後人自力維護，從未接受政府的補助。
至今還有姜家後人居住在大宅裡，而因屬於私人住

宅，天水堂沒有開放民眾遊客參觀。

基於一股熱愛北埔的堅決力量，古武南經過天水
堂主人三度面試後，終於順利租借到原本屬於新竹
女中校長姜瑞鵬的故居。天水堂的右排廂房經過一
番打理整修後，原本髒亂不堪的外橫屋，搖身變為
有「水井食為先」古老日式風格的簡餐茶坊－「水
井茶堂」，而此處同時也是「北埔民間美術文史工
作室」的據點。
工作室以「水井」 命名，其涵意除了有北埔聚

落是以水井為據點的發展模式，在台語與客語的發
音中，「水」、「靚」都是漂亮的意思，而這也點
出了北埔特有的文化與景觀迷人之處。這是一個自
發性的文史工作室，主要的工作內容和目標，在於
記錄北埔現階段的人文景觀，以及居民的生活。另
外也以世居的觀點，編輯和保存北埔現代文史資
料，將本土文化與客家風情展現並延續。
修建古蹟是一件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的大工

程，但古武南義無反顧地投注心力，腳踏實地的他
選擇從保護居家前面屢遭遊客破壞的古井開始維
護，他和居民一同美化巷道、植栽、種柳樹，還設
計讓遊客休息的坐椅。他希望北埔規劃完善，「把

對的人放在對的環境中」。古武南表示，他不想做
「遊客」的生意，他要做的是「顧客」的生意，讓
有緣人心中會想著北埔的客家風情，愛上純樸的茶
室，而非四處林立的星巴克。

2034願景︰北埔勝京都

對於未來的規劃，古武南表示「2034 前進北
埔」是他心中完美北埔景象的構想，這是一個計
畫，或者可以說是一部戲，而他想親自導演這部
戲。2034年時他將年高七十，不過這項計劃還是會
執行。提到這個願景，他欲言又止後笑笑地說：
「我只能說會讓北埔比京都還漂亮！」 
古武南認為京都比唐城還漂亮，但京都畢竟是日

本仿效長安城的結果，日本以大環境來說是贏過北
埔，但以個體來說，北埔自身的優勢強很多。文化
不能一味緬懷過往，而是要有新的理想與藍圖，他
覺得文化的創意有時比守舊更需要積極的態度，因
此，這個讓北埔更美、更完善的計畫，即使再艱難
也要持續執行。
接下來他會開始編雜誌、做人力培訓、舉辦館社

聯誼、討論會及創立駐地工作站等等，而民間工作
室學者、居民、專家等也都花費了多年的時間與心
血，將北埔的老聚落變成保護區，同時廢除原有的
都市計畫道路。政府也已經做出新的決策保護老聚
落，包括限建、容積率轉移等等，他表示一切會靜
觀其「變」。
談到美麗的北埔景觀，古武南最喜歡的景象是沒

有人的水井，他洋溢幸福的表情說道：「當你一早
起來推開窗，望向窗外，面對的只有光線、聲音、
房屋和自己。冬夜中，空氣凝結在這寒冷的溫度
裡，多美！」

美麗語言 文化的母親

●游依庭/報導
古武南表示客家文化裡頭，他最喜歡「語

言」的部分，「客語就像這個文化的母親。」
沒有了語言，客家文化就像沒有根一樣，似
乎只是個空泛的文化。他自信地說道：「我
們說太太是餵養小孩的『脯娘』，再見則是
『轉來了』，家人去世是回歸大自然，所以稱
『還山』，而下雨是『落水』，多麼美的形容
啊！」客語的每個字詞，幾乎都有某種意境，
古武南表示要學好客語，就必須身歷其境。
對古武南來說，說客語是輕鬆、平常的事，

日常生活中他都是以客語和親朋好友溝通。他
說自己的兒子在學校算是少數客語可以說得很
好的孩子，因為現在有很多客家人身為父母都
不再說客家話了。他也擔憂地表示現在雖然有
許多動作是在保存客家文化，例如成立客家學
院、舉辦客家桐花季等，但語言的斷層是客家
文化傳承很大的危機，「叫不是真正的客家人
講客家話有什麼用？我們自己都沒有好好保存
自己的語言了。」他有點氣憤地說著。
許多所謂的客家文化對古武南來說都只是商

業化後製造出來的，那些並不真實，有時甚至
會讓他心情感到不舒服，「客家話」才是唯一
讓他感到與「客家」連結的元素。
心裡掛念著客家話面臨傳承危機的古武南，

秉持他一貫的行事作風「去執行」。週末的漢
語學堂，是古武南落實傳承客家話的地方，雖
然對象全都僅是附近的小孩子，他仍努力地使
用客語對小朋友講述屬於家鄉的歷史和特色，
並要求小孩子全程使用客語。古武南發揚客家
文化，從自己做起。

返「埔」歸真

族譜裡找歷史

古武南

林桂玲

時尚「男」再造聚落風華

探索竹北林家與義民廟的連結

教學 學生教學生

●吳悅萍/報導
執教鞭多年的林桂玲，豪邁的說話方式，總

讓學生在上她的第一堂課時正襟危坐，認為她
會是個「不好惹」的歷史老師。但其實林桂玲
的教學方式，和大部分的歷史老師很不一樣，
她喜歡聽學生上台報告，對一項議題或者看過
的影片提出意見，讓學生來教學生。學生報告
的主題也並不侷限於歷史課本中的歷史事件，
林桂玲讓學生自由發揮主題，例如轟動一時的
毒奶粉事件和熱門話題宅男的生活，都是學生
選擇作調查的報告主題。這樣的教學方式，目
的是讓學生多留意生活周遭的事件，讓好奇心
萌芽並且主動去探索生活。
林桂玲也常用電影欣賞讓學生對歷史事件興

起興趣，有次在看完由卓別林演出的默劇《摩
登時代》後，幾位舞蹈班的學生就對卓別林生
動的表演方式印象很深刻，於是就在宿舍練習
模仿起卓別林，在課堂上表演給同學看。即使
任教的是像舞蹈班這類的職科班的學生，林桂
玲還是有辦法讓他們對歷史這堂生硬的課產生
興趣。
在課堂上林桂玲幾乎沒有提到自己是客家

人，也未曾介紹過有關在地客家的相關文化，
但林桂玲希望能訓練學生看事情的角度，培養
他們所缺乏的人文素養、讓他們去探索自己感
興趣的事，她常說：「課本內容你們自己讀就
會懂了！」林桂玲不希望學生的思考方式會被
課本限制住，畢竟由學生主動發現問題的癥
結、主動尋找問題的答案，學習的成果會更珍
貴。

和學生的互動一向直爽率真，林桂玲
（右）是學生心中最棒的心靈導師。 
 （張力玲／攝影）

被同事喻為「師大登山社一枝
花」的林桂玲，是個談吐豪邁
的歷史老師。
 （張力玲／攝影）

街角生活茶博館寬敞大方的空間使人豁然開朗，門上的客
家傳統花布為此增添了幾分客家味。 （古武南/提供）

五位竹北高中的學生在林桂玲
(後排左一)的帶領之下，於第
八屆台灣人文獎中拔得頭籌，
表現優異。
 （竹北高中／提供）

水井茶堂由古武南一手打造，此處同時也是北埔工作室的
所在。 （古武南/提供）

古武男(右)和小兒子古二常在水井茶堂後院享受天倫之樂。 （游依庭/攝影）

People 4
客家文化的推手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