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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街還在兩個路口之外，在這樣還算寧靜的道路旁，耳邊響起客語獨有的聲腔與轉音，成

功勾起路人的注意：「彎彎翹翹介紋路，係人生介過程。苦苦甘甘介味緒，係人生介劇本。」只

見那人擰著眉頭坐在桌前，為初次到來的客人唸一段客家童詩。他一手扶著桌案，另一手指著書

頁上的文字，跟著嘴裡念的進度在紙上移動著。

　　他是徐源發，也是新竹縣「客家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母語一滅，族群就滅亡，這是很

可怕的事實。」他開宗明義地說。一個族群的語言就是一個族群的代表，客語流失速度極快，三

十歲以下會講客語的子孫每年少了13.5%，等到了二○五○年，客家話就只能在博物館中才找得

到。有感於此，他決定要投入延續客家文化的運動，並協同其他有相同信念的人，成立了「客家

文化發展協會」，致力於客語的保留和客家禮俗的傳承等等。

編修數位族譜不忘本編修數位族譜不忘本

　　在徐源發身上完整呈現的是客家人敬祖、念祖的精神。他的父母皆是客家人，談到客家的身

分，他回憶起小時候長輩們不斷訴說的家族史：祖先來自廣東省陸風縣，因為當時大部分的客家

人在原鄉環境貧苦，又碰巧乾隆開放海禁，所以跨越台灣海峽，於一七六一年來到新竹。從新豐

鄉紅毛港登陸，然後到新埔落居、開墾直至今日。他表示，客家人之所以為客家人，是因為一直

在遷移、四處為家。但是客家人並不忘祖，反而很重視祖先。徐源發說：「寧賣祖宗田，莫忘祖

宗言。寧賣祖宗坑，莫忘祖宗身。」在參與推廣客家文化活動的同時，他也積極編修族譜，甚至

將族譜數位化，讓它可以存在電腦裡，方便後世子孫編寫，並循著先人的慣例，告誡著子孫一定

不能忘祖。

　　可能是因為早期客家人時常遷移的關係，祖先們體會到後代子孫必須擁有知識與技能，才能

使族群昌盛，所以客家人認為，就算要賣田賣地也要讓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徐源發的父母當然

也繼承了這樣的客家意識，盡全力供給他唸到專科學校畢業。他講起以前在農村的日子，民國四

十四年出生的他，早期生活環境困苦，麵粉袋做成的內褲不是歷史課本的素材，而是他深切體會

過的真實生活經驗。因此在當時，一個小孩若能唸到高中畢業就算很不得了的事。除了感謝父母

，他也感激他的兄長，因為農耕需要勞力，他的六個哥哥國小畢業後，都不繼續就學而去幫忙農

務：「我真的是很幸運，」他笑著：「所以我更要為我的族群來打拼，傳承的責任心就會更重。

」

徐源發正擰著眉頭，頌讀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宗旨，聲音中透露無限感慨。(黃艾如/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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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源發在台北念專科學校期間，等於是一個農家子弟進入大城市。他開玩笑地說：「就像劉

姥姥逛大觀園一樣！」雖然接觸來自各地的同學讓他的視野更為遼闊，卻也讓他的客家人意識更

強烈。他說，當時客家在工商企業領域沒有辦法取得較優勢的地位，這可能跟客家人遷移然後隱

居在山區、農莊，或者與他們專注於勤耕與讀的觀念有關：「從那時起我深深體會到身為一個客

家人必須做點什麼！」徐源發篤定地說。

　　起源於客家人對祖先的重視，轉變為徐源發對客家傳承的堅持，「沒有保存好對不起先人！

」徐源發將對整個客家族群的感謝，化為現在傳承客家文化的力量。也因為這樣對客家群體的回

饋，使得他對父母早逝的抱憾，得到了些許釋懷與安慰。然而，徐源發還是有些慚愧，儘管他全

力提倡客語教育，自己的兒女卻不太會說客語。因為家長必須出外工作，必須將年幼的孩子送去

幼稚園，雖然他每天回家都會盡量跟孩子們用客語溝通，但孩子一回到學校，老師、同學多數是

講國語或閩南語。「這個環境裡無法讓他們學習客語。」他感嘆地說。

　　當在分析這個事實的背後原因時，談話中一向沉著的他，聲音不自覺大了起來。對於媒體只

注重國語和閩南話的播出，也對於政府將台語歸類為福佬語的做法有著些微的忿怒。他認為台語

應該包含了各族的語言：「各語言應是平等的地位！」他說，當他憂慮地談到客語消失的問題時

，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有些憤慨、又有些無奈，此時歲月在他臉上停駐的足跡又更深刻了，鬢間的

斑白似乎特別顯眼。但他的感慨並不是政治上的歧見，而是對於整個大環境的無能為力。

　　還在說話的此時，門外一輛卡車經過，他透過玻璃窗看了看那輛疾駛而過的卡車，轟隆隆的

吵雜聲，在屋內旋了一圈，衝散了剛才凝聚的氛圍不久，又繞出屋外。只見徐源發緩了緩口氣，

繼續說下去。他有些委屈，因為客家人比較沉默，往往很好的客家文化知識跟民俗音樂，沒有機

會表達給大眾了解與傳承：「客家人經過種種遷移，對人事的看法比較含蓄。」的確，客家人感

覺上是比較不強勢，是屬於默默耕耘的那一型。不過，也有人用「硬頸」來形容客家族群，也就

是刻苦耐勞、勤奮、努力、獨立奮鬥、不屈不撓等精神特質，尤其是對於傳統精神、文化禮俗和

語言的堅持。但是徐源發不認為硬頸就能代表客家人，他表示，在遷移的過程中，客家人體會到

各個族群的融合是必須的，但是跟其他族群融合的同時，客家族群也希望保留祖先的文化，這是

他所認為的比較真實的客家硬頸精神。

當談到客家語言消失的問題時，徐源發有點無奈的笑著，好似在回憶什麼。(黃艾如/攝影)

從生活細節傳承文化從生活細節傳承文化

　　現在徐源發一天生活中百分之九十都用客語交談，在公共場合則是用通用的北京話。每有休

假他會跟親友聚在一起唱唱客家歌曲、山歌，平日也是烹調客家料理。每逢婚喪喜慶他一定遵照

客家禮俗來辦，問他會不會覺得麻煩，他有些斥責地說，這是一個文化的精隨，沒有這些就等於

什麼都沒有。畢竟有正常的禮俗才有傳承，才有可以遵循的地方。

　　陽光穿透玻璃門窗漸漸往室內移動，明明是十二月了，竟覺得有些熱，他起身把窗簾拉下，

又順便繞到旁邊的辦公桌上拿了一些東西，是「客家文化協會」的刊物和海報等等，包含每一屆

客語童詩競賽的作品。他指著上面的文字說，這個童詩比賽就是為了讓親子能共同學習客語，他

說著便翻給客人看。看到對方反應好奇又不甚理解的樣子，他急著說：「不然我唸給你聽聽看吧

？」

　　第五屆客語童詩創作競賽社會組第一名，苦瓜，作者鄒瑞梅。「彎彎翹翹介紋路，係人生介

過程。苦苦甘甘介味緒，係人生介劇……」他專心地誦讀了起來，客人坐在對面安靜地聽著，不

敢再插話。在他的身後，牆上貼著一幅新竹縣市地圖，旁邊還有一塊匾額，金色的底用紅色題了

四個大字：宗親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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