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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瓦屋舊客風新瓦屋舊客風 小學堂挑大樑小學堂挑大樑

2014-04-22   顏學廷 報導

      民國九十三年，最後一批新瓦屋的居民，因為高鐵興建徵收土地的緣故，搬遷離開了居住多

年的土地。這不只是帶起了新瓦屋原居民聚集彼此、將舊址重新整理成為新文化空間的一波行動

，更讓竹北各地的客家人，為了不讓饒平的客家話在後人散居各地的情況下失傳，參與創立了「

新竹縣饒平客家文化協會」。其中，竹北芎林長大的林祺樑便是協會第三任也是目前現職的總幹

事。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這是協會網站首頁上十分醒目的一

句話，也是饒平的祖訓。談到了饒平客家文化協會，還有他總幹事這樣的職位，林祺樑打了個比

方：協會裡面最高的頭銜是理事長，而理事長的推選如同班代，除了少數時候有人大方自願，通

常便是在你推我讓之中產生﹔而總幹事則是形同理事長左右手的人物了。「一般都是找比較熟識

、有默契的人來幫忙，換句話說就是找信任的助手。」總幹事的工作包括幫忙辦活動、處理協會

內部的一些事務，必要時更得自掏腰包幫忙，諸如網站的營運與維持。但他會做這些事，不只是

身為總幹事，更重要的是自己身為饒平客家族群中的一份子。「就算任期的職位卸任了，我也會

繼續服務下去」，林祺樑這麼說。

在這棟房子旁邊吹風，林祺樑談到了有關協會網站的期許以及困境。(攝影/顏學廷)

無薪兼職只為一股責任感無薪兼職只為一股責任感

    憑著一股責任與歸屬的情感，平日在遠東紡織工作的林祺樑就這樣同時兼任無薪、義務的總幹

事職務，提到了協會的目標以及在推行文化活動過程中的故事，林祺樑思索了一會兒後表示：「

也沒什麼有趣的故事，畢竟就是這些單純的活動。」但若要提到這方面的話題，林祺樑認為得從

近年的活動開始說起。

    除了舉辦饒平話的客語演說比賽、在新瓦屋的客家講堂舉辦講座以外，饒平客家文化協會最重

要的應該就是每年為期五到六個月的饒平客語教學了。「剛開始的時候大家當然是比較踴躍的參

加，現在雖然比較少，但是也開始有非客家族群相關的人士加入。」學習客語也是增加一種生活

技能，抱持這樣想法的人開始會接觸協會舉辦的課程，但是困難也在其中產生。從交保證金確定

出席率，就有人會因此打退堂鼓更不用說學語言是很漫長的過程，雖然主辦單位時常思考如何讓

課程更加有趣，但是繳費學習的意願還是十分低落。

    縱使協會本身並沒有將饒平腔客家語大肆推廣通行的遠大目標，而是將眼光著重於傳承跟保存

，整體的工作仍然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備感艱辛，是什麼樣的力量可以讓協會裡的眾人繼續肩負

這重擔？和大家平常口裡常提到的，象徵堅忍努力的客家精神或者客家人的特質有關嗎？

「客家精神」消失了嗎？「客家精神」消失了嗎？

  聽到此問題的林祺樑先是喃喃重複了聲「客家精神？」才用肯定的語氣作出回答。「客家特質

在現代越來越不明顯了。」揮動著手，林祺樑進一步表示：「因為時代一直在進步，所以現代人

身上通常不會有這種傳統的特質。」 在現代會感受到客家特質通常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成長的

環境中家族長輩的影響很深，所以傳承了下來，另一種只是客家身分和他們自身人格特質恰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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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的誤會，林祺樑這樣分析，「不過，有特殊原因或者外在力量刺激又是一回事。」林祺樑補充

說，客家意識也是在有類似高鐵徵收土地之類危機時受到激發，然後特別明顯地作用在團結一致

的文化活動上，並沒有消失或不存在，只是淡化和需要刺激。  

    走在新瓦屋的陳舊古屋外，吹著新竹的寒風，林祺樑談到協會網站的設計以及持續更新的話題

，似乎有感而發地表達出一些有關網站經營的苦惱，每年聘請網路公司持續維持的支出，在協會

無法從客委會得到多少補助的情況下，是筆不小的開銷，而網站本身又無法時常增加新的資訊給

大眾，這對認為網站架設目的就是迅速提供資訊的林祺樑而言，不得不開始思索著關閉網站的可

能。這樣的一番對話，配合所身處的場景，不免讓人感到文化傳承工作確實不易。然而林祺樑的

語氣中並沒有挫折的感受，他認為還有很多管道可以更有效的推廣協會的活動，望著遠方，他的

臉上流露出信心。

穿梭在新瓦屋，林祺樑帶領著前進的身影，讓人輕易感受到他對這個地方的熟悉感。(攝影/顏學廷)

饒平方言饒平方言   吃飯必配吃飯必配

    客語，尤其是饒平腔的客家話，在林祺樑的生命中到底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是單純故鄉面臨

失傳的母語，又或者在生活不同的角落增添了色彩，可以從他年幼時開始找尋線索。「要吃家裡

的飯，就說客家話﹔說其他地方的話，就去其他地方吃飯。」這是林祺樑記憶中祖母曾經說過的

話，小時候在芎林的老家長大，身處在吃飯就要張羅五六張桌子的大家庭中，一直就是用客語作

為日常生活裡的第一語言，要等到了小學，才脫離單純使用客語的環境。

    那時候的小學推行國語教育，「和現在正好相反。」十分輕鬆的語氣，林祺樑說，但是小學仍

是屬於和居住地區比較接近單純環境，直到進入高中，才開始特別感受到族群的差異性。因為高

中的組成份子開始來自於不同地方，大家習慣使用的語言也各不相同，所以通常會以國語做共同

的對話。當然，林祺樑在跟自己鄰近長大的同學們，或者和知道同為客家人的同學對話時，自然

是開心的使用客家話。

    理所當然的，現今社會多語言混雜的環境也同時影響了林祺樑，以現在的他不僅能夠使用各種

腔調客語，也可以「講些不是很『輪轉』的台語」。出了社會，客語的影響便不只是在日常生活

中的溝通上了，林祺樑表示：「有時候在處理事情，說客語就是一種族群的證明表示大家站在同

一邊，自然也會多幫忙。」不過他也提到，在比較久以前，或許是因為客家人族群是少數，可能

在使用客語時會有些自卑感，像他所認識的一些新竹客家老闆，就只會在特別熟識的人時說客家

話。說到客語帶來的好處，林祺樑分享了一個有趣的經歷。「有一次我在台上講話，下面坐著的

是一群饒平來的大陸人。」當林祺樑在台上說話時，那群大陸人就在台下用饒平話聊天私語，「

他們可能以為我們聽不懂吧。」林祺樑講完下台之後，就用饒平話提醒他們要注意聽講，那群人

全部驚訝地問林祺樑為什麼會說饒平方言。「不只是對岸，有時候和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的華僑

對話也會有意外驚喜」，林祺樑這麼說。身為饒平客家文化協會的主要成員，對於自己的兒女是

否學習客語一事，林祺樑有著十分開放的態度，「他們小時候都會說，但是現在小孩的成長環墳

，從電視到開學，全部都是國語，所以也很難常常用。到了現在，最常發生的情景，是自己用客

語跟小孩說話，但孩子聽懂了以後用國語回答。「我當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自然的說饒平話。

不過這樣的事情並不能，同時也不會用強求的去勉強孩子」，林祺樑這麼說。

    不過，隨著小孩長大，看著父親不停推動客語相關的文化活動，孩子們也漸漸興起了學習饒平

話的念頭。林祺樑對此感到欣慰的同時，被問到是否會想要讓孩子長大了也一同參與諸如此類文

化工作？林祺樑認為，願意去做當然好，不過永遠以兒女自己的志願為主，至少祖先的話別失傳

了就好。畢竟，時代的變遷是明顯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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