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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提到溫啓明的故鄉──美濃，他總會露出淺淺的微笑，彷彿又回到了那一個有好山好水的

客家村，小時候的記憶又浮上心頭。平常就算是同一個鄉鎮出生長大的人，也不一定會對他的家

鄉或是家鄉的人們，有著如此深厚的感情，但是在美濃客家味地區長大的客家人們，對於美濃總

會有著更特別的一份情感。溫啓明也是其中之一，也因為這個原因，他曾經義不容辭的擔任「美

濃旅中客家同鄉會」會長，現在則是「美濃旅中客家同鄉會」的理事長，為的就是希望能持續連

繫住出外打拼的美濃客家鄉親，讓他們就算人在外地，也能夠感受到彷彿回到家鄉的那份親切感

。

　　說到美濃這個地區，一般人總會聯想到它濃郁的客家風情，美濃地區因為完整保存客家文化

著稱全台，是高雄縣境內極富族群文化色彩的鄉鎮，不管是服飾、住宅、美食或音樂等等，都能

從中深深感受到客家族群們長久傳承下來的的文化。

八大同鄉會形成緊密網絡八大同鄉會形成緊密網絡

　　一聊到「美濃旅中客家同鄉會」這個組織，溫啓明的眼神中立刻散發出光彩。他表示，成立

這個組織的目的主要就是希望來到中部的美濃人，還能夠保持聯繫；碰到困難時，也能夠彼此互

相幫助、互相扶持，其中的成員大約就有三、四百戶。每年同鄉會都會固定開一次大會，討論一

些決策，或是策劃出遊等聯誼活動。除了中部地區以外，另外還有台北、桃園、新竹、台南、高

雄、鳳山及屏東等等，總共八大美濃同鄉會，而各個同鄉會之間也會彼此聯繫，讓分布在台灣各

處的美濃客家人們形成一個緊密的連絡網路。

　　美濃旅中同鄉會成立至今，靠著大家對於故鄉濃厚情感的維繫，也已歷經了大約二十五個年

頭。成立初期因為人們都出外打拼了，散布在各處，要找齊同鄉的朋友困難重重，只能靠比較熱

心的同鄉們，挨家挨戶的去間，或是靠著朋友、鄰居、親戚們的口耳相傳，好不容易才將中部地

區的美濃客家人全部聚集在一起。

　　每年大約是在十月到十二月的時候，同鄉會都會舉辦一些像是郊遊，或是訪問別的地方同鄉

會之類的活動，可以讓成員們認識彼此，多一點交流的機會，大家的感情也將會更加密切、更加

熱絡。而藉著舉辦一些活動，也可以讓年輕一輩的小朋友們對家鄉美濃及客家文化，有著多一份

了解，客家文化才能繼續不斷的傳承給下一代，避免客家文化漸漸流失。

　　與別的同鄉會相比，美濃旅中同鄉會較特別的地方是，美濃旅中同鄉會組織範園比較狹窄，

成員只包括美濃地區的客家人，不含苗栗、新竹地區的，不像其他同鄉會，只要是客家人便可以

參加，因為後者雖然涵蓋的範圍很廣，卻會少了那麼一點親切感。

溫啓明對美濃的眷戀使他致力於「美濃旅中客家同鄉會」的工作(攝影/劉怡潔)

重視小孩學業提供獎學金重視小孩學業提供獎學金

　　「我們客家人都是勤儉、刻苦、耐勞的，對於孩子們的課業方面也都很重視，家中經濟狀況

再差也要讓小孩子念書，大人們常常會提醒他們一定要用功讀書，並且給與鼓勵。」溫啓明一再

強調這一點。開年度大會的時候，同鄉會還會頒獎和提供獎學金給考上研究所的人，所以在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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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學歷讀到博士的特別多，長大後擔任小學、初中的老師、校長及教授的人

也很普遍。他驕傲地說著．「美濃人當官的也很多，前立法院副院長鐘榮吉、現任內政部警政署

副署長劉勤章，還有以前客家委員會的主委，他們都是美濃地區的客家人。」

　　在美濃地區的居民幾乎都是用客家話溝通。溫啓明表示，他自己本身在家中和太太也是使用

客家話交談，但是他的女兒雖然聽得懂客家話，卻不太會說，「雖然我也想要教女兒一起講他們

的母語，她卻十分排斥，一再的拒絕講客家話，每次我對她說客家話，她總是任性地用國語回答

我，我也無能為力。」溫啓明說。

年輕人不講母語令人憂心年輕人不講母語令人憂心

　　溫啓明嘆了一口氣，憂心忡忡地表示，現在年輕一輩的客家人幾乎都是講國語比較多，鮮少

年輕人會用客家話溝通，他們年紀較大的長輩們當然都會為此一現象感到十分憂心，唯恐這樣子

下去，沒有可以繼續傳承母語的客家人，客家話將會逐漸消失，客家族群珍貴的文化資產也將會

面臨失傳的危機。溫啓明表示．「以前政府都不太重視母語的教學，學校裡也沒有開設客家母語

教學的課程，但是近年來，政府越來越重視這一方面的文化傳承，不斷在推廣說母語的政策，大

家才漸漸致力於保存客家文化。」

　　對於美濃，不管是美味的客家美食、熱情的客家同鄉們，還是熟悉的客家母語，都是溫啓明

搬來台中之後，依然讓他念念不忘的元素。「希望我們同鄉會今後也能繼續蓬勃發展，讓這個組

織能一直沿續、傳承給下一代。」溫啓明堅定地表示。相信他將來依然會繼續致力於「美濃旅中

客家同鄉會」，努力維繫住散布各地的美濃鄉親們，那一份對家鄉的認同與關懷。

溫啓明將美濃旅中同鄉會會長的責任交接給下一任會長，此為交接儀式。(相片提供/溫啓明)

農曆二月掃墓農曆二月掃墓   不是清明不是清明

　　客家人與閩南人在生活習慣與習俗方面，有著若干差異。溫啓明提到，客家人每一年農曆二

月的時候一定要回家鄉掃墓，跟閩南族群不一樣，並不是在清明節的四月。因為客家人很多都要

到處跑打拼事業，要回家鄉的機會不多，過年結束後又要繼續工作，所以他們就趁著過年的時候

親朋好友們都有回家，就順便掃墓，所以在清明節時就不用再回家一趟了。另外像苗栗地區的客

家人，則是元宵節時就開始掃墓了。

　　「但是因為現在漸漸被閩南人所同化，所以我們跟他們之間現在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了。」

溫啓明這麼說著。以前可能會因為語言上的不同，而有誤會產生，或者是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而

造成衝突。像一般來說客家人都住在比較山區的地方，閩南人則是住在平地，每當到了播種季節

時，兩邊便常常會因為水源的爭奪使雙方產生口角或肢體衝突。

　　現在客家人在社會上也比較不會像以前那樣，因為和別的族群不同而有不方便的地方，現在

的客家人不會說國語的可說是少之又少了，因此溝通上並不會有太大的間題，生活習慣方面也跟

閩南人越來越接近。「雖然各個族群間相互融合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但是當然還是希望客

家人特有的文化資產，能夠一直傳承給下一代的子孫們，永不消失。」溫啓明語重心長地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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