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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校慶熱鬧展開，萬巒國小擠滿了人

潮。在學校教授客語，同時是老師也是家長的鍾貴
美，很自然地參與這場年度盛事。身著輕便運動衣
跟遮陽帽，灑脫不拘，帶著爽朗笑聲的她，愉快地
談論起自己的成長故事。

教授母語  自然不過

身為小康家庭的么女，鍾貴美幾乎沒有感受過金
錢壓力。大學畢業後當過幾年鋼琴老師，也經營過
幾次小本生意，可是都因為欠缺動力而做不長久。
她邊說邊舉起手，用食指跟拇指圈成一個硬幣狀，
笑著說「就不缺這個啊！」因此，後來會到學校教
客語，完全是基於傳承客家傳統的使命。 
「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這種使命感可能是受

我父親影響。」她說，父親從小就灌輸她「傳承」
的重要性，讓她深信，不管是語言還是文化習俗，
都應該由家中長輩傳給晚輩，因此會教自己的小孩
講母語。但後來她發現了更有意義的傳承方式，就
是將客家文化傳承給更多的新生代，於是她去參加
客語老師的徵選。九年前做出的這個決定，跌破所
有人的眼鏡，卻是她這輩子從事最久的一個職業。

客語訪視 找出問題

除了教學生講客家話以外，鍾貴美目前也參與了
行政院客委會跟屏東縣扶濟會正在推行的活動—
「客語訪視」，和退休教師、校長、鄉里長等組成
的「特派員」，固定到學生家裡做類似家庭訪問的
活動，詢問家長平常有沒有跟孩子說客家話，並深
入了解他們的教導過程有沒有什麼困難處。對於沒
有教孩子說母語的家長，她也會詢問原因。
「其實現代人防禦心真的很重呢！」談著談著她

突然發表這樣的感嘆。她說，有一次她到一個小朋
友家裡作訪視，她來意都還沒說清楚，那小朋友的
爸爸就衝出來指著她聲色俱厲地問孩子：「這真的
是你老師？」澄清誤會後，小朋友的爸爸才透露之
前有被冒充老師的人騙過，所以現在不太能輕易相
信人。「本來問清楚也是應該的啦，不然小孩萬一
讓陌生人進家裡來就不好了。」迅速地她臉上又回
復了一貫的笑容。

年節記憶 客菜飄香 

講完有點沉重的工作內容，鍾貴美突然露出興奮
的表情，「你知道我最喜歡吃的菜是什麼嗎？」還
沒等到回答她就搶先說「是『封肉』喔！」她解釋
那是一種類似東坡肉的料理，在萬巒客家菜裡算是
必備的菜餚，逢年過節家家戶戶都會飄出這個香
味。她開心地回憶道，「小時候都不用記哪天要過
節，只要走過一條街聞到這個味道，就知道了！」
客家菜常被人形容又油又鹹，鍾貴美對這種批評

有不同的見解。她大方地承認客家菜常常過鹹，但
「那是因為客家人務本。」她說客家人覺得每餐一
定要吃飯，因為只有飯才能真正填飽肚子，菜只是

調味，所以鹹一點、油一點，才可以用少量菜餚配
多一點的飯。
除了客家菜以外，她最懷念的童年記憶是跟三合

院裡的堂表親們，在田野間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
還有到附近鄰居田裡去「摸」一些地瓜水果。她再
三強調「那不是偷東西喔，只是把東西『摸』出
來！」這些童年回憶也常常成為她課堂上的教材，
因為除了教客語外，她也會跟學生分享客家的習

俗、禁忌，還有她自身的經驗。

鍾貴美對於客家文化的保存，透露出一些無奈。
她表示，在客語訪視中，不只一次被家長問到同樣
的問題：「學客語到底要幹嘛？」這樣的疑問，鍾
貴美其實感同身受。她說年輕找工作時，也曾經有
次不愉快的經驗，因為自己客家人的身分而未被錄
用，「可能主要原因是我不會講閩南語吧」。但她
強調，有些人真的不喜歡客家人，認為客家人過於
小氣難溝通，也迫使客家人隱藏自己的族群身分。
但面對家長有關學習客語的提問，鍾貴美也站不住
腳，有時無法回答，所以她一直在思考客家人的價
值。
最近，她終於因為幾個實例而獲得了解答。她

說，親戚的女兒在醫院當護士，有時會遇到一些老
人是只會講客家話的，這種時候全醫院幾乎都要拜

託她去當翻譯，「這種語言條件，何嘗不是一項強
而有力的優勢？」鍾貴美說，雖然這樣的答案流於
勢利，但是最能說服家長。

以人為本  以客為家

談到客家文化，鍾貴美最欣賞客家族群「以人為
本」的觀念，這從家中祠堂中就能略見一二，因為
凡是客家人，大部分祠堂上是只供祖先牌位而不供
神明的，就算有神明也是放在祖先之側，這樣的習
俗可以看出客家人對「人」的敬重。此外，她也解
釋了「客家」二字，她覺得客家是「以客為家」。
她說早期客家人的確是遷徙度日的，因為在客家祭
祖習俗中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客家人會在先人往
生且肉體完全腐爛後撿一次骨，她認為，這樣的習
慣可能就與客家人時常遷徙有關。
對於客語保存的未來，她笑說「那個客委會廣告

幫助很大啊」。她指的那支廣告是用客家話拍的，
就是一對年輕男女用客家話說「好久不見」，學生
經常會模仿，也因此對講客語更有興趣。
鍾貴美就是這樣率性自然的一個客家女性，總是

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絲毫不做作。在她身上，顯現
出客家人的質樸本色。

●楊敦元/報導
一談到要接受採訪時，身為上班族的彭淑蓉羞赧

地說：「我什麼都不懂啦！沒有辦法像那些學者專
家講出那麼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只能告訴你一些
我自己怎麼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並散播客家精神的做
法。」
彭淑蓉是個平凡的客家婦女，不懂什麼博大精深

的客家文化，卻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實踐著自己對
客家的認同。一邊接受訪問，一邊指導著國小五年
級的兒女寫作業，她強調，「我不會刻意去教導他
們認識客家文化，或者學習客家話。」她認為，如
果一個文化的傳播與散佈是要被刻意推廣的，那這
個文化的生命之火恐怕也快燒盡了。要推廣客家文
化，彭淑蓉認為最重要的是讓大家習慣這個文化的
特色並且很習慣它活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平常就要
把客家精神發揮在生活之中，讓孩子藉由父母的身
教以及言教來體會最真實的客家精神。

從吃開始 打破疏離隔閡

一個客家女性嫁入閩南家庭，在生活習慣上必然
是會遭到許多的文化衝擊，甚至是引發種種的家庭
問題。但是，彭淑蓉雲淡風輕的說：「當時沒有想
太多耶！嫁就嫁了啊！」婚後，彭淑蓉感覺沒有什
麼太大的影響，她孝順公婆，相夫教子，而且兩老
從一開始的完全不關心客家文化，到如今甚至會主
動詢問某些客家話的單詞如何說，讓她很是欣慰。
當初嫁入這個閩南家庭時，即便表面上沒有異

樣，大家心裡面都還是有著一種說不出口的疏離與
隔閡感。彭淑蓉說：「那時候想了很久，要如何才
能順利把與大家的疏離感消除呢？後來覺得民以食
為天，從『吃』這方面下手是不錯的方法。」在
那年除夕夜的桌上，出現了與往年不同的菜色，
彭淑蓉做了好幾道的傳統客家菜，立刻受到大家
的好評，紛紛詢問起這幾道菜的名字、做法、由
來......等。
除此之外，平常彭淑蓉也會藉著回家探視兩老的

機會，帶點傳統的客家小吃、手工藝品之類的伴手
禮。彭淑蓉說：「有一次公婆主動要我講述有關客
家文化的事物，心裡真的很感動，因為我知道我終
於成功地把客家文化帶進這個閩南家庭了。」
過去，彭淑蓉也聽過閩客衝突，她曾聽家中老一

輩的人說，先民在開墾的時候，由於來到台灣的時
間較晚，許多良田已經被先到的閩南人所佔據了，
祖先們只好往山裡開發，由於利益、水源等等的衝
突，所以衍生了閩客間的族群問題。
但隨著時代的演進，這些族群問題僅僅只存在於

一些耆老們的記憶裡了，就連她這一輩的人都很少
會提起跟閩南族群早年的衝突，更別提年輕人一代
的人了。

閩客情結 只是選舉名詞

「閩客情結早就是個過去式了。」彭淑蓉揶揄著
說道：大概只有選舉的時候，才會有人想起來這個
詞吧！
假日，彭淑蓉會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娘家，讓孩子

在那邊接受最真實的客家文化的薰陶，她也曾經都
多次向學校反映為什麼母語課只有閩南語，而沒有
客家話。而得到的答案卻是官腔的答覆：「我們只
是按課綱來教而已」。
彭淑蓉認為，不只是客家文化，在台灣，閩南文

化也在萎縮，這應該還是受到國際趨勢影響，使得
客家人和閩南人不再對自己的族群有認同感。講到

這裡，她無奈地嘆口氣：「其實，我怎麼會不了解
客家族群在萎縮，從小時候見面的人都說海陸腔的
客家話，到現在都是用國語在溝通，這點就可以很
明顯看出客家族群的萎縮。」

覺得客家族群萎縮的原因應該還是出在「人數」
上，因為客家人本來就不多，而且大多又散居，所
以很容易就會被閩南族群給同化，也由於早年政府
的政策使得客家文化遭到一次不小的打擊，這是無
可奈何，又無可避免的現象。此外， 彭淑蓉觀察
到客家精神也不斷地在消失中，例如「勤勞」、
「節儉」、「硬頸」之類的特質，在現在的客家
年輕人身上越來越少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品牌崇
拜、奢華成風，出現了所謂的草莓族及水蜜桃族，
老一輩的客家人看在眼裡只有無奈。

潛移默化 撒下文化種子

近年來政府成立客委會、推動客家電視台以及推
廣客家活動，彭淑蓉表示感謝，但她強調「如果我
們自己不努力，光靠政府推動是不行的」，推廣一
個文化主要是靠潛移默化的，不是今年推廣明年就
可以收到效果的，不深入推廣的話，只會是曇花一
現罷了，願意關心的人還是會繼續關心，漠視的人
大多還是會保持漠視。
彭淑蓉強調，若是能靠著族群融合來將客家文化

更深入的推廣到各個家庭，例如：「婚姻」、「教
育」、「社區營造」......等，這樣會比政府花大
錢在四處舉辦活動的效果還來得更好。但她強調，
也不是說這些活動不好，只是這些活動比較屬於觀
光遊樂性質，大多數人玩完就忘了。雖然利用族群
融合花的時間要更久，可是一旦這顆種子發芽了，
其茁壯是可以被預見的。推廣文化得循序漸進，過
於躁進只會讓人產生防衛心，這樣反而會對推廣文
化產生反效果。
「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還不錯的例子啊，子女會

說基本的客家話，丈夫也從完全不懂到現在能聽而
且可以說出基本的單詞，夫家的人也對客家文化有
著完全不同的體認。」彭淑蓉驕傲地表示。
彭淑蓉最後說：「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婦女，我能

做的就是讓自己的丈夫、子女，讓自己夫家的家人
能更深層的體會客家文化與精神。」她補充道，自
己很願意將客家文化推廣出去讓更多人體認，可是
要用循序漸進、耳濡目染的做法，才不會讓家人或
者週遭的人感覺到有壓力，就好像水一樣溫和而讓
人會主動想要親近，這樣才是最好推廣客家文化與
精神的方法。

硬頸 是據理力爭、不屈不撓

●楊敦元/報導
提到客家人，大家第一印象不外是：勤勞、刻

苦、節儉、客家女人很溫柔......等，當然，也
一定會想起這個代表性的詞彙：「硬頸」。一聽
到這個詞，彭淑蓉臉上散發出了驕傲的光芒，
「硬頸這個詞，是客家話直接音譯過去的喔！原
本在國語裡面是沒有硬頸這個詞的。」
「硬頸，代表著客家民族的冒險犯難、不畏艱

難的精神」，彭淑蓉一邊比著自己的脖子一邊
說，自己從小就聽過這個詞，而且這個詞好像就
是專門拿來形容客家人的，「甚至有人知道我是
客家人以後，還會問我是不是很硬頸？」她打趣
地表示。
有人認為硬頸代表所謂的固執、不知變通，可

是彭淑蓉不這麼想。她認為「硬頸代表的是據理
以爭，還有忍耐的精神」，而且發現在自己權益
受損或者受到委屈的時候，很多客家人都會發
聲，不管別人怎麼用權勢或者利誘，完全不會有
所動搖。
像是之前竹東員山反對在當地設置污泥場的時

候，當地居民大多數都是客家人，而這些居民完
全不畏高官的權勢壓迫，面對廠商的利誘與恐嚇
也不為所動，堅持守護自己的家園，這次不只是
短期的抗爭，居民們堅持到工廠撤照並搬離後，
才結束抗爭。
彭淑蓉認為，努力奮鬥、不屈不撓，這便是硬

頸精神的最好象徵。客家的精神有很多的特質，
而最能總括這些特質的詞彙，一定非「硬頸」莫
屬了！

嫁入閩南家庭 帶進客家文化

彭淑蓉

鍾貴美        

客家就在生活裡

樂在其中

傳承客家的原味

排灣孩子 客語學得瓜瓜叫

●林妍君/報導
跟一般的母語老師一樣，鍾貴美上課就是教

小朋友一些基本會話，有時也會教他們唱鄉土
歌謠，但學生們最喜歡的，還是鍾貴美在上課
時會聊的那些「兒時記憶」。她常常會搭配課
程內容講自己小時候的趣事，像是在田裡抓青
蛙、摸別人果園裡的水果來吃、或是在三合院
裡跟堂表親一起玩遊戲，這些事情常常令學生
們聽得如癡如醉，因為有很多事都是現在做不
到的。
鍾貴美班上的學生，有兩、三成都不是客家

人，但他們並不排斥要學別的族群的母語，反
而學得更起勁。她提到一位小朋友，是排灣族
的原住民，可是客語學得比誰都好，甚至還代
表班上參加客語演說，並獲得佳績，她覺得這
是一件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從此也花更多心
力教導他們。
最近幾年，行政院客委會跟屏東縣客家扶濟

會合辦一項名為「客語訪視」的活動，活動主
旨是喚醒民眾維護母語，要求政府落實母語必
修教育，鍾貴美也參與其中，她跟萬巒鄉幾位
退休老師一起擔任訪視員，工作內容主要是到
各個學生家裡訪問，了解長輩是否會傳承母語
給下一代。目前她已經訪問十來個家庭，大部
份小孩都是會聽的能力大於講的能力，主要原
因還是因為父母親不會跟小朋友們講客家話，
只有祖父母比較會，再加上小朋友大多數的時
間都在學校，與同儕也不會用客語交談，所以
才有此現象。
鍾貴美提到，學生們看到他時會跟她用客語

打招呼，但跟別的老師就還是用國語。她有些
感慨，但這是時勢所趨也無法勉強，現在出去
講話還講方言就會被人認為「很台」或「很
土」，她只希望這一代的小朋友們，能找出自
身的價值，至少要對自己的族群產生認同感，
文化才能得以保存。

彭淑蓉認為，一邊帶孩子出去玩，一邊讓孩子更貼近客家
文化，這樣比刻意的教導來得有效。  (彭淑蓉/提供)

鍾貴美與還在念小二的寶貝兒子感情好。 （林妍君/攝影）

坐在兒童書展攤位前，鍾貴美開心地向學童們推薦好書。
 （林妍君/攝影）

不只教客語，鍾貴美(左)也積極參與學校活動，還為了校慶而設計的瓢蟲圖像。 （林妍君/攝影）

彭淑蓉(前排右一)逐漸地讓夫家整家人對客家文化有了不
同的想法。 (彭淑蓉/提供)

彭淑蓉藉由自身的影響力，讓夫家的人逐步接受客家文
化。  (楊敦元/攝)

People 4
客家文化的推手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