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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我這個人就是很隨和，又愛玩！」騎著重型機車，帶著開懷的笑容，走在北埔老街

上，常可以看見黎芳雄穿梭大街小巷的身影。這個時候就知道他一定又是趕著要去為外地的朋友

介紹北埔和客家文化了。具有「北埔鄉教育會理事長」、「新竹社教館北埔社教站」秘書以及導

覽員等多重身分的黎芳雄，在從北埔國小退休後便全心致力於推廣客語和保存客家文化，隨口就

能唱出多許多優美又頗具趣味的客家歌謠，至於美味的客家米食三十六種，黎芳雄也是專家中的

專家呢！多才多藝的黎芳雄隨身的口袋裡竟放有變魔術用的撲克牌，也難怪他這麼受小朋友歡迎

。

　　黎芳雄是北埔土生土長的客家人，民國三十年出生在北埔的大林村，舊稱大分林的地方。家

裏除了耕田、種茶，還經營柿園。黎芳雄的父親是標準的農夫。從小他就跟著父親上山下田工作

，每當寒暑假學校放假的時候，黎芳雄必須到田裡幫忙農事。六月農忙的時候，不但要收割、插

秧、放牛、採茶，還要挑水煮飯，因為沒有姐妹，黎芳雄又是家裡三兄弟中的老大，所以事事都

要和爸媽分工，常常忙得沒有時間唸書。

說到開懷處，黎芳雄就露出招牌笑臉。(攝影/黃湞尹)

種田念書手工藝樣樣通種田念書手工藝樣樣通

　　上了高中，黎芳雄的父親與朋友合夥開設製茶廠，所以黎芳雄開始幫忙製茶的工作，尤其是

清明前後做春茶時，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是最忙的，不但半夜要製茶，天亮後還要趕到竹東高中

上課，因此他的成績並不好。又因他生長在抗戰期間那個物資缺乏、經濟拮据的年代，買米、買

肉，甚至買布料都要配給，營養不良導致黎芳雄身體虛弱、矮小。高中畢業那年，有天黎芳雄在

田裡工作，心裡很煩燥，覺得這樣的生活實在是太累了，他的身體快要負荷不了，於是他開始四

處尋找回到學校繼續唸書的機會。當時他看到花蓮師範學院在招收特師科學生，就趕緊去報考。

後來幸運地考取了花師特師科，畢業之後回到新竹縣任教，因為不想一直當級任老師，黎芳雄拚

命地唸書，終於考上主任。黎芳雄在新竹縣好幾所國小都當過主任，最後回到母校北埔國小，於

民國九十三年退休。雖然常常轉換學校，但都同樣是在客家庄裡服務。回到北埔之後，黎芳雄不

願父親留下來的田地荒廢掉，於是開始種蔬菜和果樹，剩下一部份的田地就休耕或租給別人耕作

。

　　民國六十年時，黎芳雄開始加入救國團的活動，接受不少團康的訓練。民國六十五年開始參

加童軍活動，接受木章訓練並拿到三個木章認證，因此在手工藝方面可說是極研究，可以隨手編

出近一百種的草編、紙編和竹編的工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客家的竹編八角扇，曾經為了世界客屬

總會在台舉辦的懇親會做了三千隻八角扇，送給參加者當作紀念品。另外，黎芳雄可以隨口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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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許多多好聽的客家山歌、童謠以及著名的九腔十八調。

　　黎芳雄平時會把聽過的歌謠都記起來，還會自己編好唱、好聽又好記的童謠和數來寶，作為

學生上課的教材，讓小朋友可以很快就學會，不必再困在複雜繁瑣的羅馬拼音中。例如：「一二

三，王先生，阿玉姐，田不耕，車不坐，勾勾吉吉阿連哥，弇頭，阿運嫂。」這首數來寶可以讓

低年級的小朋友學認字；另外還有像「田唇草，開紅花，打扮二嫂回娘家，三月去，四月轉，去

時雞[女麻]未生卵，回來雞仔噦噦去時牛[女麻]未降子，回來牛仔學拖犁。」這樣的數來寶小朋

友覺得有趣，學習興趣自然就被提高了，回家還會唸给長輩聽。黎芳雄還曾經受邀替鍾肇政博士

等人合製的客語教學錄影帶製作片頭，為此黎芳雄特地到南埔找一位客家音樂老師與他一起對唱

山歌，襯著小朋友朗誦童謠的聲音，只有一個晚上的製作時間，但黎芳雄仍然做的很好。在許多

客家相關的研討會上，黎芳雄腦海中源源不絕的歌謠得是其他老師爭相請教的對象，「每次去台

北演講，這些數來寶他們連抄都來不及，所以我的powerpoint都直接印給他們！」黎芳雄開心

地說。

研究米食天燈都在行研究米食天燈都在行

　　黎芳雄對於客家米食的研究實在不容小覷，他將客家三十六種米食大略分為十種，還編出一

首順口溜「頭油[米追]、二糍粑、三甜粄、四惜圓、五菜包、六粄粽、七層糕、八摸挲、九碗粄

、十紅桃。」每當受邀到客家相關展覽會場展示客家美食時，黎芳雄總是親自捲起袖子示範，讓

現場的參觀民眾可以邊吃邊了解客家的美食文化，更加引人入勝。在北埔國小服務時，每逢特殊

節慶，黎芳雄會帶著小朋友和家長一起製作傳統米食，寓教於樂，讓上課增添許多趣味。另一項

也是黎芳雄最自豪的專長就是天燈的製作，黎芳雄在課餘之暇研究天燈怎麼做最安全、能夠飛最

高、在天上待最久、在落地時完全沒有火，研發成功後除了在一些地方慶典上展示之外，還曾經

到大陸去表演過呢！

　　退休後的黎芳雄為自己找了許多事情來充實生活，當然也都是以客家文化的推廣為主。他在

北埔從事導覽的工作，也擔任導覽員研習班的講師，協助舉辦許多客家展覽，協調觀光活動事宜

，還四處去演講，宣傳北埔客家庄，甚至讓北埔的民俗風情出現在台北若干學校的客家教材之中

。為了傳承客家重要的資產，他認為首要之務就是客語的教學，因此黎芳雄雖然已經退休了，仍

然在國小從事客語教學，希望能為傳承客家文化盡一己之力。

重視客家祖訓和知識重視客家祖訓和知識

　　「我都會告訴小孩子不要忘記祖宗的訓誡、不要忘記客家人的精神，所以都要求他們要講客

家話，」儘管家裡有閩南媳婦還有外省媳婦，變成黎芳雄口中的「聯合國」。對於未來客家文化

的傳承，黎芳雄還是盼望能夠從學校教育著手，多舉辦相關的活動，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小朋友

瞭解自己的文化。他也希望能夠有無線電視頻道願意播出客家節目，讓知識的傳遞更加無障礙。

　　身為教職人員，黎芳雄除了傳授客家庄的學童課本上的知識，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客家傳統文

化。客家人詩禮傳家，注重教育，黎芳雄的父親也希望兒子們都能夠有好的成就，黎芳雄和他的

兩個弟弟都在教育和社會教育方面都有不小的貢獻。黎芳雄提到有一句客家諺語說：「寧賣祖宗

田，不忘祖宗聲，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言。」他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客家文化和精神能繼續發

揚光大，讓客家人以身為客家人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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