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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羽倩李羽倩 回饋客家鄉土捨我其誰回饋客家鄉土捨我其誰

2014-04-02   張繼云 

　　爽朗的笑聲加上誇張的動作，生動的表情不時地擠眉弄眼，這個臉上總是漾著大大溫暖笑容

的女孩，是台大國際企業系的大一新鮮人李羽倩。若漫步在有著花團錦簇的環境、古色古香建築

物的台大校園裡，可千萬別驚訝聽到她突如其來的高亢笑聲:「我真的是客家人啦！在上幼稚園大

班前我只會說客家話耶！」言談中國語夾雜著流利的閩南語，令人直覺上認為她是閩南人，其實

李羽倩可是個有著傳統客家家族的新生代客家人。由於父母都在台中工作，因此小時候住在台中

縣新社鄉由奶奶照顧。一條街道兩旁散落著住家全是客家人，與彼此熟識的鄰居們形成一個小村

落。不同於一般住在都市的年輕客家人，從小與鄰居阿婆、阿叔公講客家話的李羽倩客語相當流

暢，對客家也充滿情感。

「我是依賴笑聲活下去的人。」李羽倩就是一個這樣樂觀開朗的女孩。(攝影/張繼云)

家族產業家族產業  種蕉養鹿賣鹿茸種蕉養鹿賣鹿茸

　　新社鄰近南投國姓鄉這一帶幾乎都是客家人，住在這裡的人至少都會三種語言：國語、閩南

語、客語，老一輩甚至還會說日語。但儘管客家人居多，在這兒不會說閩南話還是很難做生意。

聊到家族產業時的李羽倩，眼中難掩興奮:「我們家以前種稻米，現在是香蕉，我們還養鹿、賣鹿

茸！」李羽倩的祖先由大陸梅縣遷徙來台灣，由於窮困無法跟閩南人競爭，客家人往往住在山區

，以傳統產業維持家計。依照產季持續種植的香蕉其實利潤很低，因為一整區的住家們農作物同

質性太高，若是再遇到颱風影響收成，農家幾乎無法從中獲取利潤。產季在春季的鹿茸在此區是

主要商品，砍鹿角、收集鹿血不只是大人的工作，有時候假日回新社，李羽倩都會幫忙分擔重活

，工作內容也包含餵養鹿群和清理排泄物。難道不會太辛苦嗎？這個大女孩掛著笑容搖搖頭。

　　傳統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是節儉近於小氣的地步，李羽倩不這麼認為，「我們是對自己小氣

，對朋友則是好客。」由於做鹿茸生意，家裡認識的朋友眾多，每每有客人來，必會準備茶、檳

榔請客，而不同的節慶，招待的食物也會不同。為慶祝鹿茸賣完，他們會自己做糌耙〈客家麻糬

〉請鄰居與顧客吃；用精米加上糖和熱水搓揉而成的甜粿，和加了客家小炒配料的鹹粿是過年做

來分送親朋好友的必備美食；另外也常推出自家釀酒並宴請朋友，再再打破一般人對客家人小氣

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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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使然環境使然  重男輕女能體諒重男輕女能體諒

　　儘管在客家觀念薰陶下成長，李羽倩的家族背景並不全然是客家。父親一方是傳統客家家庭

，母親則有雙重背景。外公是民國三十九年隨政府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外婆則是閩南人。父母迴

然不同的背景讓外公大力反對，怕女兒嫁給客家人會吃很多苦。「我媽以前也說過不要嫁給客家

人。」李羽倩笑著表示。客家傳統對女人要求很多，她聽媽媽說剛嫁來時，要習慣客家農村和觀

念的差異很辛苦， 而客家話更是重頭學起。由於父親是長子，奶奶一般會較疼愛二兒子，家中的

重擔便落在父親的肩上。母親也被期望生出兒子，因此身為長女的李羽倩成長過程中非常能體會

客家重男輕女的觀念。在奶奶家裡，女人的衣物不能晾在男人看得到的地方，有些祭祀神明的物

品女人也不能碰。家事男人是絕對不做的，有一次奶奶看見弟弟在洗碗，便說:「家裡的女生這麼

多，怎麼讓他洗。」「客家女人要盡女人的本分，也要會做男人的工作。」女人們要一起種田、

養鹿，回到家庭便開始煮飯、做家事，卸下工作的男人們則在一旁喝酒聊天。李羽倩笑著補充說

，在台中的家裡父母會比較傾向男女平等，所以她會叫弟弟一起來幫忙做家事。 雖然父母的成長

背景差距相當大，同時有客家、外省及閩南身分的李羽倩並沒有感受到太多的認同衝突，因為童

年時期的新社農村生活，客家記憶已根深蒂固地植基於她的心裡。

新社的奶奶(左)拉拔李羽倩長大，培養她客家傳統精神與美德(提供/李羽倩)

客家真省客家真省  一個錢打十個結一個錢打十個結

　　說到閩客之間或外省與客家的差別，李羽倩表示三者在文化、生活方式上有相當的差異。「

客家人是一個錢打十個結來用，真的很省啦！」她也回憶起阿公總是把衛生紙撕成兩張使用。家

庭氣氛也不一樣，她覺得外省人比較直接，說話有時不太客氣。而客家人保守、含蓄，長幼倫理

觀念濃厚，對長輩絕對畢恭畢敬。飲食方面，李羽倩認為客家人較貧窮，資源缺乏的情況下一定

要物盡其用。從小便學習煮飯、洗衣、做粿的她，對客家菜偏鹹、偏油有很大的體會。為了儲存

食物，客家人做很多醃漬品，口味自然重了些，這點和閩南及外省菜館有較大的差別。

　　成長的環境塑造出李羽倩濃厚的客家意識。因為對家鄉有深厚的感情，年紀尚輕的她已思考

未來工作與客家的關聯性，希望自己能回饋鄉土，對村落提供實質上的幫助。「客家人真的比較

弱勢，我希望有能力，為我的家鄉做些什麼。」認真的眼神加上堅定的口吻，她的精神令人肅然

起敬。

潛移默化比觀光活動有意義潛移默化比觀光活動有意義

　　現今台灣社會有深厚客家背景的年輕客家人不多，中生代的客家人也傾向帶孩子離開傳統農

村，往都市尋求更好的生活。諸多對客家傳承不利的現況令人不禁擔心文化傳遞因此出現斷層。

秉持對客家的濃烈情感，當談及保存客家文化的方法時，李羽倩難得嚴肅 、認真了起來:「我想

加入學校裡的客家文化研究社，並鼓勵客家朋友回歸、傳承客家文化。」李羽倩表示，年輕的一

代應該去訪問長老，將古老年代的故事傳承、留下紀錄，畢竟傳統的客家特質若不由年輕人守住

，文化薪火不就在這一代熄滅了嗎？她認為:「客家話真的很美，會說客家話才是客家人！」弟弟

住在台中的時間較多，客語也較不流利，因此她強調客家話的保存需要有環境的配合。政府對客

家文化的保存做的也不夠，像是太過刻意宣傳客家文化的活動，往往流於觀光和金錢交易。觀光

客的走馬看花和買客家農產並不是實質傳承客家文化的方法，甚至可能讓人誤解。例如認為油桐

花一直以來是客家象徵、客家人都穿藍衫等。

　　「我驕傲自己的客家身分！我爸爸也是。」李羽倩覺得客家人真的很樸直、熱情，在別的地

方聽到客語會覺得親切，就算不認識也會特別照顧。對於很多同年齡的客家人不會說客家話，她

相當擔心語言會失傳，且認為現在講的腔調已經不純正了，若是年輕人自己都不在意，文化一定

會消失！「為什麼學校推行的鄉土教學，普遍教小朋友閩南語？我是客家人，應該學客家話啊！

」李羽倩一直有這樣的質疑。是不是客家人在政府裡也是少數，所以有些政策，沒辦法貫徹保存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廖運範廖運範  肝病權威　走沒人走的路肝病權威　走沒人走的路

客家文化？「我喜歡電影《一八九五》、年輕的客家樂團，還有像公視拍的客家戲劇。」透過娛

樂，潛移默化的方式告訴大眾什麼是客家，這比觀光活動來的有意義。李羽倩以年輕人的觀點認

為，政客間改善弱勢客家人生活的空頭支票很可笑，真要保存客家文化還是需要客家人重視自己

文他的心態、觀念。雖然政府近年擴大推廣客家文化，像是客語檢定、辦活動等，但在都市人們

都說國語，客語消失迅速讓李羽倩相當憂心。「以後我的小孩，當然要教他客家話！」一直嘻鬧

著的女孩，此刻微笑而正色的說著。

附件下載：
曾意倫.張繼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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