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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4   劉雨婕 

　  在桃園縣八德市一條不起眼的小巷子中，孕育著一個不平凡的夢—大華文創會，一個將客家

文化與經濟產業融合的團體，運用社區營造的精神和態度，一步一腳印，踏實地耕耘著這塊即將

被遺忘的田畝－—客家傳統文化，希望能將此瑰寶傳承給下一代，讓客家精神永遠留存。

結合經濟產業結合經濟產業  發揚客家文化發揚客家文化

  　大華文創會在一九九五年尚未正式立案時，是一個民間性的自主團體，到了二千年在政府的

輔助之下，成為一個有規模的組織，主要宗旨為發揚客家傳統文化，讓台灣人對它有基本的認識

和共鳴。此外，協會打算將客家文化推向世界，打響國際知名度。目前協會發展主要有四個面向

，分別為文化產業發展、特色美食、母語推動和表演藝術創新。不論是哪一個發展重點，都是客

家文化的根基，如何將它們成功地打出口碑，便是協會當前的首要任務。

  　大華文創會會長陳國芳從小土生土長於八德，對於這塊土地懷有相當的熱情，也促使他將文

創會總部設於此，作為一個長期發展的重要根據地。談笑風生間，他給人一種輕鬆的感覺，也十

分樂意和旁人分享自己投身客家文化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陳國芳認為，既然身為一個文化推廣者，就不應該預設立場，排斥其他族群一同參與，而是

應該具備包容的雅量，歡迎所有人共享這份豐碩的成果。近幾年來，他對於客家事務的推廣不遺

餘力，不論是成立大華國樂班，或是去各個中小學宣揚客語，又或者是在社區內發起「千人積福

菜」等等的大小活動，都是他長期努力打拼的心血結晶，也因此在近期之內，陳國芳獲得桃園縣

長吳志揚等人推薦，角逐客家傑出成就獎。

採用自己耕種的新鮮蔥製作蔥香腸，具體展現了自己自足的生活態度。(大華文創會/提供)

福菜保存傳統福菜保存傳統  蔥香腸創口味蔥香腸創口味

 　  談及當地社區最引以為傲的特色產業，陳國芳難掩笑容的說，福菜和特製蔥香腸絕對是最重

要的代表名產。當初會想要發展在地特色產業，是想藉由產品外銷市場，來打響文創會的知名度

，並對客家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福菜原名覆菜，是客家文化的經典代表。

　　當地社區會定期舉辦積福菜的活動，除了讓居民「有吃有拿」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藉此保

存客家傳統的好手藝；而蔥香腸的蔥，都是居民親自栽種的成品，因此品質不需擔憂，加上他們

時常會研發新口味，成為當地備受期待的新興產品。

　　在製作這些產品的過程中，陳國芳認為還必須融入「環保」的概念，意思就是將可用的資源

保留下來，將它們重複利用，創造最大的利用價值，像是用來製作積福菜的空瓶，就會重複利用

，盡量不浪費。陳國芳表示，這塊土地的資源得來不易，假如能確實力行環保，那麼便能活化地

方，讓整體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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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做中學，了解客家傳統民俗童玩以及其他技藝。(大華文創會/提供)

組國樂團義演組國樂團義演  為學童唱歌謠為學童唱歌謠

  　當地社區情感的維繫，音樂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陳國芳創立了一個大華國樂團，廣

邀社區內有興趣的居民報名參加，他們開班授課，將志同道合的民眾聚集起來，一同學習國樂器

。在學習的過程中，每個人對於音樂的熱情，都會讓彼此之間的感情更加熱絡。除此之外，國樂

團經常受邀參加各類大小公益活動，義務贊助各式各樣的表演，對社會做出一種另類的回饋。

  　而在客語教學這方面，文創會是從兒童的教學開始著手，一位社區居民便表示，協會時常趁

著學校早晨的朝會時間，帶團表演歌謠戲曲等等，來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如此便能寓教於樂，

達到簡單的客語教學。由於現在教育政策的因素，客語往往成為被忽略的一塊，所以他們希望透

過這種生動有趣的表演方式，向學童呈現客家文化的精華。

  　然而，文創會產業和文化成功發展的背後，仍然有許許多多的隱憂。陳國芳不避諱地談到，

政府消極的態度令他覺得惋惜和失望。他舉例說明，八德市有一塊劃設為客家文化廣場的土地，

政府遲遲不開發，導致它從二〇〇九年至今都沒有利用，棄置在當地。陳國芳認為文化發展雖然

本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運動，但是上級單位也必須適時地從旁提供幫助，讓整體發展能夠順利進行

。

 　 由於使用八德的公共空間會酌收場地費，因此陳國芳便決定不在當地辦活動，反而將觸角伸

向鄰近的龍潭、平鎮、大溪和中壢地區，這些市鎮對於文化發展多了一分熱情，相較而言八德對

於客家文化的推動較為冷漠，令他感到深深惋惜。

　　客家族群在陌生的環境時，常常因為害羞而不敢表現，但是一個團體發展得有聲有色之後，

他們便會熱衷於參與團體事務，將它們推向一個最好的境界。在陳國芳以及所有文創會參與者的

心中，已經種下了一個夢想的種子，那就是將客家文化推向全世界，讓國際看到屬於客家本身的

驕傲。　

　　雖然目前一切還只是構想，但是陳國芳對此相當有信心，他認為只要慢慢來，一步步打出好

口碑，那麼走入國際絕非難事；同時他也希望有朝一日，客家不再是區域性的文化，而是全世界

眾所皆知的璀璨寶藏。

 

八德社區（桃園縣八德市）八德社區（桃園縣八德市）

    大華文創會所在社區多數都是寧靜的街道，呈現一種靜謐的氛圍。在協會的推動之下，社區內

經常會舉辦許多跟客家傳統技藝有關、老少咸宜的活動，像是千人積福菜或是國樂演奏等等，讓

社區居民與外地遊客一起同樂，體現「四海一家親」的社區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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