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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客家族群眾多，客籍神父或許不少，但能致力保存和提倡客家文化的客籍神父並不

多見。汪文麟神父在傳教的天職之外，同時也不忘自己的傳統，長年提倡客家文化。大家所熟悉

的湖口老街，從興盛、蕭條到現在風華再現，即是由老湖口天主堂的神父汪文麟、和一群人努力

推動老街復興計畫而成。

王文麟神父現為輔大校牧，多數時間都在輔大工作，但仍關心湖口老街各項事務。(葉曉昀/攝影)

教會結合社區再利用教會結合社區再利用

　　汪文麟為一名客家籍神父，出生於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一出生即受洗。小時候父親管教嚴厲

，他常因為不聽話、頑皮而被打。為了躲避父親嚴格的教育方式，國中時從一名神父的口中得知

，若要當神父就必須離家住進修院。想到能離開家，他毫不猶豫地決定住進修院當神父。民國八

十九年菲律賓的華僑學校缺人，汪文麟便前往菲律賓幫助華僑學校編寫中文課本、教導中文，同

時也攻讀博士學位。民國八十九年，老湖口天主堂韓國籍神父逃跑，於是汪文麟就調回新竹湖口

。回憶起剛到湖口天主堂的情景：「那時候的教堂荒廢，內部滿是雜草，圍牆內都是居民丟棄的

垃圾。」天主堂本來是提供居民教育、心靈宗教方面慰藉的地方，但荒廢之後，居民漸漸遺忘以

往對教堂的印象，反而像是找到大型垃圾場，將家中垃圾往內丟。

　　當時老街的夜晚異常冷清，無燈無聲，死氣沉沉。許多老居民懷念往日老街熱鬧的情景，正

好當時行政院有個「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畫，於是汪神父、村長和一群有構想的居民就以天主

堂為中心，將教會與社區結合，成立「大窩口促進會」，開始了振興老街的計畫。

　　計畫實行之初，也曾受政府的質疑，擔心計畫實行的可能性，對於老街復興計畫很不放心。

還好因為天主教教會已經累積一定的信譽支柱，才得以取得政府信任，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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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麟神父(右二)有時會在輔大教堂淨心堂主持天主教婚禮。(葉曉昀/攝影)

多回歸人與人的互動多回歸人與人的互動

　　在整個復興老街的計畫中，汪神父與湖口客家居民接觸頻繁，對老街居民的熱情有很深的感

觸。對神父來說，老街最美的就是居民的淳樸與熱情。當初清理教堂時，居民個個熱情地到教堂

清垃圾、整理環境。教會重新開幕，原本希望組教友合唱團，沒想到教友不到十人，失望之餘就

轉向請居民來參與。令神父感動的是，練習當天來了五十幾名社區媽媽，還自備錄音器準備回家

練習，媽媽們甚至自己訂做旗袍制服。看到社區居民如此重視自己的生活文化，使汪神父對老街

有著更深的感情，更希望其他人也能體會感受老街居民給他的溫暖。

　　「要回歸人與人的互動才能感受客家精神，」汪神父說，人文就是要進入家庭去感受，學習

是表面的，如果沒有親身經歷，很難明白人文方面的精神。汪神父同時接任「大窩口促進會」理

事長一職，他堅持不讓老街過度商業化，曾經因為堅持這樣的想法，而與行政單位想法衝突，使

得執行計畫受到限制。「要保留人文精神，商業化會摧毀一切。」汪神父始終這麼認為。

部分活動太過商業化部分活動太過商業化

　　他看見內灣現今商業化嚴重，觀光客到內灣吃吃喝喝，根本體驗不到什麼原初的文化，如何

能感受內灣客家文化精神。看到外來的攤販佔據內灣的整條街，實在不想讓湖口也淪為這樣的一

個觀光地，汪文麟神父希望在一整條老街上，每家店都是居民自己經營，每個民眾到老街上都能

感受居民本有的淳樸和熱情，甚至是走進他們的家中，坐下來聊天。那是一種心的感觸，而非只

是看看、聽聽而已。

　　老街過去冷冷清清，一到晚上靜得沒什麼聲響，年輕人口嚴重外移。為了將年輕人拉回老街

，促進會實行許多措施，像是建立整條街的無線網路，使得社區能與外界方便聯繫。汪神父表示

如今百分之九十的年輕人已回到老街居住，這對於客家文化的延續有很大的幫助。過去在外地生

活的年輕人，在回老街生活後，開始大量使用客語、接觸客家傳統文化。汪神父認為要使客家意

識提升，最基本的是從每個客家家庭做起。政府提倡在學校教導學生母語，但仍有些客家家庭在

家中都不使用客語。但汪神父認為，許多文化內涵都在家庭中，客家美食、客家習俗、客家人的

種種美德都在每個客家人的家庭中，如果客家人本身都不重視自己的文化時，又怎能將文化傳承

下去？

　　為了使大家重視客家文化，常會舉辦許多祭典、客語認證的活動，汪神父認為這些活動多少

都有些商業化，有些甚至受政治影響，文化本質受到掩蓋，參與祭典的人不容易感受到珍貴的文

化內涵。而透過電視、報紙、廣播等傳播媒介將客家文化一步步介紹給大眾，也遇到一些難處；

各地客語的口音差異很大，這也是為何比起閩南話，客語較難發展的原因。過去汪神父會在晚上

和老街上的街坊鄰居「鄉親夜話」一番，泡壺茶，聊聊天，談談老街的過去，說說老街未來的發

展，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很多事情就在人跟人互動之間產生，客家人注重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不強調個人主義。」汪神父說。

　　說起老街復興成功是誰的功勞一事時，汪神父表示是大家一同努力的成果。現在神父到輔大

擔任校牧一職，工作量比之前繁重，老湖口的社區工作透過電話和電子郵件來聯繫，久久回去一

次，但回想到純樸可愛的居民還是非常想念。

包容不同信仰的族群包容不同信仰的族群

　　教會在老街的這一方，老街的另一頭是道教三元宮，一邊為東方信仰，一邊為西方信仰。神

父從小接觸天主教信仰，又接觸了許多客家文化，這樣多元文化的經歷使得他處事態度謙虛，對

於不同宗教也很包容：「看得多就不會過度堅持己見，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框，就會看到另一片天

。」汪神父在湖口跟所有教會都維持友好的關係，縱然有些較死板的教友不認同汪神父這樣的態

度，但汪神父認為看得多就沒有必要去爭論些什麼。教堂跟社區結合是希望居民能因此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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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他並不會要求其他人一定要信仰天主教或是接受什麼理念，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看法

，抱持這樣的想法，不同信仰的族群在社區內和諧相處，也使老街文化多元發展。

　　將教會與社區結合，和提倡客家文化都是汪神父努力在湖口實行的計畫，天主教現在也在各

個教區提倡宗教與社區結合的理念，這點汪神父可是早在十年前就開始計畫實行了哪！雖然汪神

父往後可能會被派去桃竹苗教區的其他教堂，但神父還是希望能一直留守老湖口天主堂，「我大

概不會離開老湖口了，所以我能安心想更多的事，繼續關懷這裡。」汪神父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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