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委會 張維安 I 

前言 

今天所講的是客家文化產業與社會發展，首先向大家報告台灣有多少客家

人。以客家人在台灣整個分布的地點，來探討客家文化的產業分布與他居住的地

方有怎樣的關聯。  

最近客委會作了一份調查，客家人比較集中的地方，主要地區北部是在桃、

竹、苗。南部是在六堆，如美濃等。另外就是東部。就整個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作

一個觀察，發現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比較靠近山區；台灣南北縱貫的台三線上面，

看到他們居住的位置非常集中。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客家人住在那裏？從事什麼產

業？以前怎樣生活？他們生活的資源和他居住的地方有蠻密切的關係。 

這裡所要說的內容包含：客家社會一般的概況，接著說客家社會產業的特

色，還有這些產業經濟和文化的關係，在最近的社會變遷如何發展？我將以台三

線文化產業，以及另外幾個和客家文化有關聯，而且比較特別的文化產業做例

子。最後，再說客家產業發展方向的思考。從客家社會、背景、人才、居住的地

方、發展的方向…等，合併起來說明「客家社會」、「文化」、「產業」的關係。 

一、客家社會的概況 

客家族群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們可以看到客家人移民台灣，他們住

的地方跟鄉村山區農作物、農業經濟一直是關聯在一起，過去其實客家人生活的

地方是十分的辛苦。 

從族群意識來看，他們的族群意識其實是到國家解嚴以後才慢慢興旺起

來，而後才有客家文化認同的問題。 

照我們過去的統計分析來看「客家人」與「閩南人」從事各產業的比例： 

1. 在農林漁牧這方面的比例，比起閩南人來說，比例比較多； 

2. 做生意貿易這方面來看，客家人從商的人比閩南人少。 

客家人即使在做生意，做的生意也屬於生產方面的，然而比例還是比閩南

人少，這可能是受到客家人住的地方和文化的性格所影響；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

方向來探討客家人的職業分佈關係。 

有很多人說客家人從事的職業，大部分多以穩定職業為優先考慮。因此，

會去當老師、公務人員；也有人提到客家人在鐵路局，佔的比例很高，可能與吃

公家飯比較保險，比較不會有失業危險的關係。 

另一方面客家人很重視教育，依照過去得到的統計資料：客家人和閩南人



相比，不管是男性或女性，客家人受教育的年數都比閩南人高一些。這方面是不

是客家人的文化--鼓勵年輕人要讀書才有前途？還是客家人住在鄉下，沒有別的

資源--除了讀書，也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在社會中向上移動？我們需要進一步的

分析：為什麼客家人教育程度會比其他族群更高？ 

另外我要提到客家人認同的增加，這幾年在認同的統計資料調查，出現人

數越來越多的情形，這和客家人的認同定義有關。過去學界有一種說法：「客家

是隱形的族群」。因為客家人從外表看不出來，而且很多都會說閩南語，他在街

上、路上、都市上，只要不說自己是客家人，別人也不一定認得出來。使他們在

族群的邊界上容易跨越。由於過去別人認不出客家人，造成客家人口比較少，然

而最近客家人自信心有提高的現象，所以在統計的人數中，客家人越來越多。  

這些議題，可以回到觀念上來的分析，二個觀念：一個是鑲嵌化、一個是

去鑲嵌化的概念。 

客家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可分三部分來說明。最早，客家文化跟他的環境

是鑲嵌在一起的；接下來，在整個過去的發展環境裏頭，客家文化的發展、語言、

客家人的環境和整個台灣的大環境，呈現一種去鑲嵌化的過程；最近幾年來，客

家文化的發展則是一種再鑲嵌化的過程。 

接下來所講的觀點，基本上就是依據鑲嵌化、去鑲嵌化、再鑲嵌化的過程，

來討論客家產業和文化、社會的關係。 

首先最早要談到去鑲嵌化的部分：以前客家人會隱形，而現在，在許多場

合，也有很多人說到客家話過去那麼多年，為什麼會越來越少人講，我想有一部

份是因為客家話本身在語言市場上的弱勢，因為過去整個大環境推廣國語政策，

因此大家在學校裏學國語、在學校裏禁止客家話。所以語言的去鑲嵌化，大家都

了解，我不需要再多說。 

另外，過去這麼多年來，大社會在推廣中華文化復興運動，這個運動比較

不重視各別族群的文化特色，所以學生也好、社會也好，我們所學習的文化，基

本上就是以中國文化為主的學習。說客家話的廣播電臺、電視台節目十分的少，

我們可以回想，講客家話的節目什麼時候會播出？大約是過年的時候，除夕夜會

有幾個唱客家歌或說客家話的人出來表演，或者出來裝小丑。很難得看到客家人

在廣播電視中說話。因此過去這幾年來，從語言政策裡非常容易看出語言去鑲嵌

化，所造成客家話本身的弱勢。 

關於這些現象，有人開始從廣播政策去反省客家節目在電台、電視裡的比

例，從這裡也可以看出來，從 1950 年開始到 1994 年，才有一家專屬客家的寶島

客家電台，開始有 24 小時用客語播音的電台，到了 2003 年才開始有客家電視台

出現，這是最近的事情。這方面，我曾寫過文化公民權的問題，不同的族群應該

認識自己的文化傳播權，這與文化公民權意識的抬頭有密切的關係。 



另外一種發展過程中的去鑲嵌化：「發展」的意義在過去來講，對客家人、

對原住民或其他比較鄉下的人，都非常相似；所謂的發展就是要離開故鄉。以前

鄉下的年輕人，不管是讀書或不讀書，若想要發展、要進步、要追求比較好的生

活環境，第一步就是要離開自己的故鄉；他若是留在自己的故鄉，就沒有什麼工

作的機會、沒有賺錢的機會，就是你想唸書，留在故鄉，可能連高中都沒得念，

所以要去比較都市的地方；唸大學一定要到很都市化的地方，因此，對鄉下的客

家人來說，所謂的發展就是要離開自己的故鄉。 

整個土地改革，工業化、都市化的發展，在以前，對住在鄉下的人、或是

客家這樣的族群來說，就是要背離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文化，這樣

才有辦法追求自己發展的目標，其實這樣發展的方向，基本上就是去鑲嵌化的過

程。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我們看整個客家文化的抬頭，某個程度來說即是再鑲嵌化的過程。很多人

是從 1988 年的「還我母語運動」這個點開始談客家文化意識抬頭，這個活動也

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整個客家意識的興起，比這個點還要更早一點點。但就這

整個趨勢，在某個程度來講，跟還我母語運動、提倡客家話有很大的關係。客家

雜誌、客家廣播電台、客家電視台、行政院客家委會的設置，很多縣市政府也有

客家委員會的設置，就是整個客家意識抬頭的過程。我認為這是一種重新再鑲嵌

化的過程。 

對整個文化的提倡，有時單單只有談文化也是相當的無助，沒有跟著生活、

物質基礎、身分認同湊起來談文化的話，其實很難；因此將客家文化的特質當作

經濟活動的源頭，文化跟經濟、跟生活的品質、跟生態的改善、或是跟工作機會

湊起來說的話，文化和整個族群的發展，比較有機會來提倡。因此在文化再鑲嵌

化過程裏面，要提倡客家文化，也要找到著力的基礎。 

經濟活動可以向文化借力，文化也可以透過經濟活動來升級和提倡。這是

我們將客家文化本身的提倡，跟客家庄物質生活的基礎綁在一起的思考。整個再

鑲嵌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是通過生活的、社區的、具體的，甚至是經濟的、

產業的重建，另外一方面，將過去文化的特色、文化的性質能夠再鑲嵌回來；在

這樣的過程中，過去的社會記憶、族群記憶的本身，在文化重建的過程中就顯得

特別重要。族群文化特色在提煉之後才能夠進入產業，與經濟活動放在一起討論。 

接下討論一個觀念——被發明的傳統，在文化再造的過程裏面，一方面很

多人會說文化是很多人的生活的源頭，我們的生活特色、族群的特色，是因為以

前我們的祖先怎樣的生活，所留下的經驗所形成的。這樣的想法某方面是對，文

化是過去長期累積的沈澱，我們繼承這文化的想法，才有今天生活的特質。現在

我們有更新的想法，不同於過去：我們不單純是繼承傳統，所以我們怎麼生活，

我們是想要做這一件事情，所以回過頭去從整個傳統裏面去尋找文化的特色，再

把這些若干文化特色，重新營造，加以強調而成為整個族群裏的特質。其實某個



角度可以說是被發明出來的傳統。這在人類學和文化研究裏面討論是常見的，有

些傳統已經在影響我們今天的生活，只是過去我們不重視、沒發現，今天我們將

過去的點點滴滴重新營造、重新思考，他就變成好像是過去的傳統，再將他拿來

創造今天的生活特色。 

二、客家文化活動與產業發展之帶動 

客家文化和產業發展的帶動方面，將討論到兩個比較重要的概念：文化和

經濟。這兩個概念，在過去學界的討論中，有很多不一樣的思考。一方面，有些

人說文化的元素本來就不是經濟性的，他是消費性的，他和生產沒有直接的關

係，所以很多人說文化是心靈的陶冶、或是精神的提昇，甚至認為他基本上就是

和消費在一起的；而經濟方面，大家知道他和物質效率的提升、成本的節約討論

比較多。所以過去將文化和經濟放在對立面來討論，這樣的想並沒有什麼不對，

但是在最近有人認為文化和經濟的關係有需要重新討論。 

我們再討論幾件事情，比如說：中國社會中，以士農工商四個字來看，商

比較是經濟，但是長期以來在中國的社會中，商人的社會地位卻排在後面，這即

是受到文化的影響。其實經濟活動本身也能受到文化加以肯定肯定；在外國也有

許多這樣的討論，像提到技術，複製文化會喪失傳統文化的韻味，文化的本身透

過複製的技術，大量生產，好像無法將文化獨特的部份彰顯出來，所以很多人談

到文化和經濟就放在對立的面向來看。在社會學中討論文化工業的概念，其實也

都不是把文化和經濟放在正面的位置上來討論。但是我們今天討論文化產業或文

化經濟、或是客家文化和文化產業、客家經濟概念的時候，我們有需要重新思考

這樣的想法；一方面我們過去想到談文化和經濟：將文化用來做經濟活動的基

礎，就會牽涉到經濟邏輯對文化進行殖民的可能性，所謂經濟邏輯對文化殖民是

說我們在做文化思考的時候，其實是用經濟邏輯思考來進行。在做文化事業的時

候，常常拿經濟的目的、目標作為思考的要求。如此一來，文化和經濟就很對立。 

我們將整個社會放大來想，經濟在社會中和文化是不同的集合，他們基本

上是互相的支援、互相的影響的，並不是完全由經濟來主導文化的關係。所以我

們要跳脫兩元對立的思考，將經濟活動的發揚和文化社會特質本身放在一起，互

相的支援，一方面社會文化也可以做為經濟活動的基礎。倒過來講經濟活動的推

展，應該也可以讓社會文化的特質變得更加活躍。前面我們提到經濟邏輯對文化

殖民是單方向的認為：有消費者、遊客來消費客家文化的時候，文化變成被消費

的產品；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趁這些人來到客家庄消費客家文化的時候，透過他

們把文化的特質傳播出來，怎麼做才是關鍵。 

接下來要談的社會資源的可移轉性，這牽涉到一種蠻重要的想法：「資源的

可移轉性」。這個觀念很多人很熟識。以前人說：「學而優則仕」，這是說一個人

書讀的很好，他可以將讀書累積的資本拿去做官；有的人當官，所以靠著他的位

置所擁有的資源去做生意。經濟、政治、社會是三個不同的資源，但是文化資本、



經濟資本之間，其實可以具有互相豐富、互相轉化的關係。 

資源轉化和產業的創意最重要的概念是在轉化的概念，社會資源是不是具

有可移轉性？它能不能互相的借力、轉化？這成為文化和經濟之間，會有怎樣的

關連，非常重要的關鍵地方。我們可以舉個例子來看：創意其實是轉化中非常關

鍵的地方，如何看到族群的文化、族群的歷史、或是族群居住地區的特色，用以

發展相關產業。這是他們生活世界的特質，和社會文化本身有密切的關係，是否

有辦法透過創意的概念，把這些文化轉化、設計、或者是透過怎麼樣的活動，例

如：透過講故事的方式，把它營造為一個產業加值的條件。這樣的創意活動的本

身，乃是透過文化因素的提高而使的產業變得比較有價值，也可因此將文化的特

色更加的發揚。 

如果我們對社會文化能夠有比較清楚、熟識的話，我們對整個轉化的能力

就比較能發揮出來，對經濟邏輯本身的認識，其實也對整個文化的發明、發展有

非常的幫助；如果只有對文化有了解，很難講將文化資源拿來對生意有益的事，

因為對做生意沒有了解，只有了解文化，很難讓兩邊互相幫忙。也就是說，在文

化創意的過程裏面，牽涉到資源要如何互相轉換？牽涉到我們對文化、經濟兩部

份了解的程度是怎樣？更深入了解以後，提出的構想和創意才比較有執行的可

能，也比較容易做到。這方面我用陳板先生在一、二年前在他的論文寫到一句話，

他說：「化邊緣為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概念。如何說化邊緣為資源？就是說過去

這些客家文化，特別是客家族群的文化，在整個主流文化中並不具有重要的位

置，今天我們就是要將這些在主流社會中，被邊緣化的文化資源，透過轉化、透

過創意、透過宣傳、透過包裝、透過建構，變成為經濟活動的加值條件，使文化

活動和經濟活動可以搭得上關係，作得好還能夠提昇文化的價值，將過去的邊緣

性化為資源性，這需要很有創意的轉化和細緻的思考。 

接著我們來看幾個例子，在人類社會中生產和消費的行為一直在改變。在

工業化過程中，我們知道大量生產的方式，降低了很多生產的成本，所以大家會

得到標準化的產品。也因為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改善了很多生活水準，但是慢慢

的我們看到在生活水準更好以後，開始講究個人化的生活風格，或整個生活風格

的社群、品味慢慢形成，這時候標準化變得比較沒有價值感。在這工業化、標準

化生產過程中，有可能將文化的元素加值，注入產業的產品上面，讓整個產品本

身更富有文化的價值、變得比較有賣點，所以工業社會到後工業消費時代的產

出，慢慢的，每一個商品都要考慮到文化的要素，以前我們以為文化是文化，商

品是商品，基本上在講究個人品味的時代，應該是每一個商品，基本上就是文化

的產品，用這個角度來看，文化和商品的關係，可以是十分密切的關係。 

接著我們看文化，產業和創意的關係，前面我們說過文化和產業這兩件東

西要有關係的話，中間要經過一個橋樑，通過這個橋樑把它關連在一起，就像有

人說：「藝術家和企業家是本來使用不一樣語言的人，它需要有人做翻譯，兩邊



才有辦法合作」。文化有文化自已的邏輯、講它自己文化人的話，產業經濟也有

它自己的邏輯，講它自己經濟商業的話，現在要把這兩種結合在一起，需要有中

介的橋樑，而這個橋樑要如何來架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思考點，這裏面有很多

文史工作者，學校裏的老師或是研究生，有些人對客家文化品味的經濟活動有興

趣，可以嘗試將這兩部份放在一起對話。 

最後，我想花幾分鐘來討論，假使文化和經濟可以這樣互相轉化的話，將

客家文化做為有特色的文化，要怎樣將客家文化特色轉化為生產經濟的產品。這

不像簡單的提出一帖藥方，照這藥方來做，照藥方來抓藥，就有出路、就有解決

的方式，事情不會這麼簡單，重要的是我們要對客家文化多一分認識，多一分深

入的認識，才有可能將客家文化的特色提煉出來。 

下面我們將客家族群有關係的特性拿出來作為例子，和大家討論。我們去

做調查時，問人家：請你說客家人有什麼特色？大部分會說客家人很勤勞、很勤

儉，很好客…，講這些特質要如何和文化產業湊在一起，很難將刻苦耐勞和文化

產業的創造湊在一起，所以大家對客家文化的概念，其實很糢糊，不過進一步來

看客家的地域性歷史性，或是它移民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吃的東西，住的地方，

或者他的宗教的生活表現、或是疑似有這些表現，我們將它挑出來看，把許多實

際的經濟條件和文化產業一起來看，也許有一些機會。今天客家文化逐漸受到重

視，是一個很好的討論的時機，大家一起重新思考客家文化裏面可以重新創造、

重新發明、重新建構，變成和文化產業結合在一起的橋接點，或互相轉化，或互

相提升的可能性。一方面使得做生意的人、做產業的人有可能將文化加進來，轉

變成文化加值，一方面客家文化本身有機會得到重新詮釋，重新建構。所以整個

來講，重新思考客家文化有它一定的重要性。在一些調查裡我們發現，客家菜是

客家文化中一項重要特色，但是也有人提到客家菜的一項特色是口味重，我曾舉

過這樣的例子，面對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將吃的東西、日常生活中吃的東西，作

更詳細的文化分析，即是拿來做為一種商品，但是也需要把他的生活的背景作詳

細的說明，例如：他比較好保存、好下飯、或是它比較不會腐敗、它可以藏得比

較久，過去的情形是如此。我們要將這些食物和文化產業湊在一起，也要配合現

代人的需求：要清淡、不要油膩、要新鮮…等等，過去的作法可能需要轉變，不

能原原本本的像以前這樣，現在拿出來也是這樣，要經過重新改造、包裝，但特

色要保留下來，我想這是文化轉化很關鍵的一個部份。 

三、台三線客家文化產業 

客家文化和文化產業的討論，前面我們講了比較多觀念思考性的關係，大

家都知道光談理論，書本中可以看到很多討論，但是難免比較抽象。下面我將以

台三線的文化產業做為一個例子，介紹給大家。關於台三線客家文化產業的說

明，要回到一開始的時候，我向大家提到，客家人居住的地方，雖然在東部縱谷

也蠻多客家人，但是在西部的話，桃竹苗比較密集以外，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在台



三線。我現在講的範圍是跟像台中縣的東勢，石崗到卓蘭，一路上來到大湖再上

來就是到獅潭，隔壁是公館，獅潭再上來大家就會想到最近很出名的地方南庄，

南庄再上來就是三灣，三灣再上來就是頭份，頭份跟珊珠湖這一帶開車的人從南

部上來，一定會經過這條路，再往北就是到了新竹縣像峨眉鄉啦，北埔、竹東、

關西，再一直上去到桃園的龍潭。 

以新竹到苗栗這一帶為例子，說明整個客家文化產業。首先要提到的是旅

遊人口。對於台三線觀光產業的發展，旅遊人口的非常的重要。過去客家人住在

這一帶，但是，並沒有很多人來玩、休閒或怎樣。主要是因為最近幾年來，台灣

旅遊人口的人數增加很多，特別是週休二日之後，假日有很多人會開著休旅車，

到鄉下來，想到找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有好的空氣、好的環境，可以有一個比較

好的週末。我想旅遊人口的增加，有很多的統計數字讓我們非常清楚整個發展的

趨勢，特別是今年 2004 年是台灣的觀光年，從行政院觀光局到地方的整個配合，

使得這幾年來在台灣休憩的人口是增加很多。因此休閒人口的增加，是整個台三

線能夠發展的基礎條件，沒有休閒人口的話，台三線的發展很難，所以休閒人口

增加非常的重要。 

另外，剛才有提到台三線這條路線基本上是山線，台三線的三它是一、二、

三的三，它本身也是山和水的山線的意涵，這從卓蘭一直到關西，可能在大湖、

竹東二個地方會發現比較多的人口聚居，還有幾家工廠以外，這條線上可以說方

圓幾十公里沒有幾間工廠。所以當地的空氣、水質是非常的好的、置身其中有許

多特別的感覺。生態旅遊的背景，我想大家介紹這樣的狀況，假使你開車從關西

一路下來，在關西是鳳山溪流域，再下來話大家把地圖攤開來看，這會一條從南

到北的台三線切過一條一條東西走向的河流，從北到南可以看到很多水庫，例如

看得到寶山水庫，峨眉水庫啦，大埔水庫，永和山水庫，再下來可能就是明德水

庫，再下來的話，在卓蘭這邊有鯉魚潭水庫。我們想到水庫本身，也可以連帶想

到在整個台三線縱貫的上面有需多孕育好山好水的的理由，這是說有水庫的地

方，不能夠開發。不能夠開發就將這些環境本身長時期保留下來，變成現在優美

的生態環境，再轉變成生態旅遊發展很重要的基礎。我想這方面從整個台三線來

看，其實不一樣的地方，有不一樣的味道。 

現在舉一個地方為例來說明——明德水庫的上游，就是獅潭。獅潭是一個

很重要生態旅遊發展的環境，它為什麼會變成這樣重要的生態旅遊環境呢？從它

過去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向外移民人口很多，大部分都搬走，搬去街上去發展。

由於它交通不方便、又不能開工廠、又不能有別的發展、也沒有工廠工作的機會，

人口就搬走(人要發展就要背離自已的故鄉，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例子)。所以獅

潭長期以來變成人口老化的地方，人口外移很嚴重的地方。但是正好因為這樣，

因為沒有發展，因而保留了一個很重要的環境，現在獅潭號稱是「貓頭鷹的故

鄉」，因為它的山林保持得非常好，生態保留非常的完整。在這裡可以創造出另

類的旅遊方式，村子裡有一個生態教室，可以帶些旅客或年輕的學生，去看貓頭



鷹的環境。這種活動只有在良好的生態環境中，才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 

另外是說這附近的水，都非常的乾淨，沒有受到污染。所以養鱒魚也是在

這邊發展。因此，這些都是一種經濟產業，經濟產業若沒有這種的生態背景也沒

有辦法做得到，像養鱒魚本是只是魚業養殖，但是魚業養殖和文化生態的概念，

以及跟整個環境保護綁在一起的時候，魚業養殖就不純只是魚業養殖，變做一種

生態環境旅遊的一個賣點。不開發，變成經濟收入的來源，經濟活動並非一定就

是要開工廠。 

另外，在獅潭這個地方，有一個專門養蠶的生態教室，雖然他是商業性的，

收費，賣蠶絲被，但是這地方也是一個生態區，他可以對小孩子做生態教育，於

是也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賣點，他賣的也是當地的生態及它的地理條件。 

再來是有機之鄉及百壽村這個部份。在獅潭北邊一點，有一個燧道過去，

就是百壽村，百壽村早期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這些地方都是人口大量外移，少

有人住的地方，就是因為這些人搬走，今天才有機會將環境保留下來。在百壽村，

在獅潭附近，最近有人提議要將這些農業，發展成為整個有機之鄉。這樣的活動

表面上看起來是經濟的活動，其實它已經不像過去農業生產的方式，它還必須將

文化、生態的概念加進去。如同前面提到的：客家人過去吃的東西比較鹹，那畢

竟有他自已的背景；但是現在的人要的是新鮮、清淡，同時也看到現在的人對健

康比較講究，開始接觸像有機的產品。新竹的有機商店賣的有機菜，有些是向百

壽村訂購的；將這些論述、這些新聞故事說出去，這種生態的、地理的環境的一

部份，也就成為產品一個很重要的加值地方。 

除了生態以外，文化的加值可以從歷史這方面來思考，有些產品將一些地

方的價值變成文化的價值，如前所述像獅潭這樣的地方，因為很多人搬走，人口

越來越少，但是它也是一個很了不起的地方，在獅潭人口稀少的地方，它有很好

的村史博物館，村史博物館將過去獅潭的歷史，舊照片，透過在客委會桐花祭活

動的時候重新的創造，將很平凡的村莊故事重新述說、甚至將過去造紙的寮重新

的把它建構出來，我想村史博物館能夠將地方造紙的技術、地方竹林、地方產的

石灰窯重建，其實就是重要的歷史記憶的重現，這方面有豐富的文化歷史記憶和

族群生活的痕跡，夠透過村史博物館通過寫作、儀式慶典重新詮釋，透過這樣的

活動能夠再說出來，這不管是對地方人士來說，或是對外面來的人認識這個地方

來講，它也是很重要的點。通過這些歷史文化的論述，地方變得豐富，歷史變得

有意義。 

前面說文化資源要怎樣轉化為經濟資源，這就是一個例子。過去人們在這

邊生活的歷史，或是謀生的方式，甚至這種造紙的技術變成是一種觀光，一種休

閒，甚至外地人來了，以及他參與的活動，基本上透過當地人生活的方式重新做

出來。又讓觀光客、旅遊的人口可以來參加實作，他也可以有收穫，有收益。我

認為一方面可以將地方文化推展出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誕生了一種經濟活動



的可能性。 

另外，百壽村的紙湖農場，場主是有一個很年輕的人，他很有創意的在百

壽村或百壽燧道旁邊的農場，蓋了一棟房子，經營文化產業，又紀念紙湖。紙湖

就是紀念像石灰窯這樣的文化，我想這是很重要的歷史說明，這是獅潭，一個在

台三線上面的故事，以我走訪的經驗，幾乎每個村庄都有這樣的故事，通過這些

故事，村子又活過來了。 

在台三線上，我想大家比較知道熟識的地方可能是南庄。南庄，現在星期

六或是禮天去南庄要注意到是否會塞車。現在很多人跑到南庄去住、或買小木

屋，或去那裏休憩，休閒觀光，去那邊喝咖啡，整個南庄的發展，跟我前面講獅

潭的發展有些一樣。它真正的賣點並非是咖啡本身，而是它整條蓬萊溪、整個山、

水、空氣等這些，十分的可愛、十分有生態的特色。若是有時間去看蓬萊溪整個

的營造的話，就會知道為何有人願意塞車好幾個小時，只是為了在這裏休閒幾個

小時，再回去台北，所以我想生態，地理、好山好水，相對帶來其他產業的營造，

當然變成很重要的一個賣點。 

我想去過南庄的人，許多人去過山芙蓉。你到了山上，有很多的咖啡廳，

但是依然必須排很久的隊才輪得到你喝一杯咖啡。這樣的地方除了獅潭、南庄，

其實新竹也有。陳永淘先生住的十二寮附近，也有許多休閒農業在發展中。我想

農業可以繼續經營，但是它經營的方式和過去要不一樣，必須跟養身、有機、文

化、飲食、腳踏車，以及好的水、好的空氣，都結合起來。 

從峨眉往北，也有比較早發展的地方比如說北埔。北埔現在放假也會塞車，

它賣的也是生態、歷史或是客家文化特質，再往北，新竹也有很多人知道要去內

灣，放假的時候去內灣也會遇到塞車的問題，我想在整個台三線上，如我前面所

說，幾乎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村庄都有這樣的特色，跟著整個地理、生態、歷史、

文化有關係。 

整個台三線的發展，資源的尋找、營造、轉化相當的重要，一方面，需要

有地方人士自己的想法、和觀點，另一方面，政府、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員的觀點、

政策和金錢的協助對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對地方發展的想

法，都是促使這些地方營造地方產業、創造文化再生的關鍵的來源，這方面我在

後面會再提到，要怎樣來創造地方的文化產業，地方的文化要轉化成可以和地方

的產業關連在一起的話，雖然業者很重要，除了業者以外，整個社會的發展、政

府的支持、或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程度也很有關係。 

在政府的投資方面，我舉一個例子，大湖草莓的發展，地方的業者非常重要，但

政府的投資也是關鍵，在公館這邊，水圳文化的推廣，黃金小鎮包括歡樂田園的

營造，除了業者，都跟政府的大量投資、文化局的協助和涉入，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說地方的發展，不是只有為了經濟的發展，比如：苗栗目前正在進行的陶瓷



博物館，將過去的產業包括像裝飾陶瓷，產業基礎的調查工作能夠重新做起來，

然後將博物館變成是地方的驕傲，地方文化和產業結合起來，就有發展，所以文

化和產業要結合起來。單單靠一個人做很困難，但是地方有這樣的條件，有業者、

知識份子、文史工作者，有政府的投入，文化產業的推廣應該會很有前途。 

四、客家文化的產業─被發明的文化 

前面向大家報告的文化產業的營造，也可以做為被發明出來的傳統的說

明。接著我向大家報告被發明出來的傳統的一些想法，我們很多生活的經驗，有

時沒有那麼受到重視。生活就是生活，沒有人將它建構或凸顯成是文化的特質。

我們有時後敘說過去的歷史，認為是歷史就是史實，就是傳統，但是也有一些事

情過去並不凸顯，但是經過了一些人的敘說，重新詮釋，它也會變成傳統，或是

說形成它的特色，新的特色，被發明出來的特色，被發明出來的傳統。我想許多

客家文化的產業，在某一個程度來說，也可以是被發明出來的傳統。 

我們先看油桐花祭這個例子，在最近這一、二年來很多人知道在國曆四月

中旬至五月中旬的時候，就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可看到滿山遍野的油桐花開在

山上。以我自己的經驗來說，小時候我生長的地方，也有很多油桐花，以前也撿

過油桐籽，在家裏曬過油桐籽的經驗，走在回家的一級一級的石階上時，在那高

高的油桐樹下，掉滿了整條路、整條石階的花，過去這些油桐花對客家人來講意

義不在於欣賞，但是經過時代的不同，有意的經營和創造，油桐樹的意義已經由

生產轉變成生態、欣賞的意義，樹幹的經濟意義，被美麗的花朵所取代。油桐花

祭的活動基本就是營造客家文化產業，是非常人為的，有意的一種營造，所以說

它是一種被發明出來的傳統。但是他也要有一定的條件，例如油桐樹生長的地方

和台三線，有很多吻合重疊之處，這就是客家人住的地方，主要還是在山區，它

分布的地方也很廣，也是現在生態保留良好的地方。 

油桐花或油桐花祭和文化產業如何湊在一起？這是很重要的過程。民國 60
年，可能更早以前，政府鼓勵大家種油桐樹，過去很多人有這樣的經驗，鄉下燒

木炭，燒木炭用的村料很多是相思樹，所以到處種植相思樹。後來相思樹的經濟

價值變得一天比一天少，價格不好，政府鼓勵人民種油桐樹。很多人知道種油桐

樹有兩種經濟收入：一方面是油桐籽可以撿起來，撿起來拿去曬，曬好以後拿去

賣，這是一種經濟的收入；另外一種收入，油桐樹長得很快，油桐樹本身砍下來，

可以拿去賣，可以做傢俱、木屐，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火柴棒，都是用油桐樹來做，

那個時候在山上種油桐樹是很好經濟收入的來源。這些樹和客家人的關係，照當

時來講，並沒有很充分的理由將油桐樹和客家人湊在一起來談，但是油桐樹正好

是跟客家人居住的地區重疊的，和客家人的生活經驗有密切的關係，就是這種巧

合，也是一個機緣。 

接下來我們可以進一步解析一個觀念：一種價值的轉移，隨著時間的變化，

社會整個變遷而改變。以前是做這樣用途的事情，因為時間的改變，它會變成另



一種用途，油桐花、油桐樹就是一種很具體的例子。過去油桐樹的價值是跟油桐

籽、油桐樹樹幹本身的價值有關，但是在整個社會改變以後，現在油桐花變成很

有欣賞的價值。但是油桐花本身不會有經濟價值，不是我們將花採一採，秤斤拿

去賣。但是它和當地的休閒產業結合起來之後，其價值就加值到當地的其他休閒

產業上面。所以，油桐花的價值是和當地的其他休閒產業結合起來以後才有意

義。當然，它自身也有非經濟性的價值。 

我知道客委會在這過去幾年，開辦客家油桐花祭活動以後，可以看到整個

客家庄的遊客變得非常的多。有朋友或學生，開始問這樣的問題：客家庄、客家

文化變成被人家消費的對象，興起一股批判之聲。我一開始就講過，文化有可能

變成被人消費的對象，但是如果文文化產業做得好的話，可以通過舉辦文化產業

這樣的活動，趁著人們到鄉下來觀光，來遊玩的時候，將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特

色透過他們帶出去，他們回去以後會說客家人的熱情、客家人的生活、客家人社

區的特色，客家人的特質可以透過他們將文化傳播出去。油桐花祭，將客家人的

能見度打開來。某程度來講，油桐花在客家地區在今天會成為一種觀光的對象，

是在隨著時間的改變，社會的變遷中，把握了這樣的機會，又通過人為的方式，

將這些油桐花創造成為很重要的觀光、休閒資源等，吸引的遊客前來。這就是一

個被發明出來的傳統的說明。 

客委會過去也是在創造客家地區的客家意象。客家意象的觀念對客委會來

講，或對從事客家研究的人是非常的重要，因為過去很多人對客家地區、客家人

的生活、客家文化本身不了解的時候，他可能都是透過媒體，如電視或廣播等來

了解客家人是怎樣怎樣，客委會成立之後，做了很多重新創造意象這樣的事情。

客家意象和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產業、客家庄本身的這種營造可以結合在一起，

在這營造過程裏面，過去的歷史、文化，例如我剛才講過的獅潭石灰的故事，或

是他以前生活的經驗，歷史上的做法，全部都可以搬出來做一個論說，甚至可以

有實作的活動，與油桐花祭放在一起，都能夠重新活化客家庄生活的面貌。這些

就是我說的，文化、社區和產業有很多可以合在一起的地方。 

接下來跟大家討論第二個例子，客家餐館的發展也可以作為所謂被創造出

來的傳統。在我印象所及，可能要到 1983、84 年左右，台灣才有第一家以客家

菜為主題的餐館，就是賣客家菜這樣特色的店。客家菜做為一種商品是很慢才有

的。我們再往前去看，小時候用族群飲食作為餐廳的，比如說川菜、湘菜、廣東

菜啦，這些都是有族群特色的餐廳。客家菜作為餐廳經營的特色，是很慢才發展

的一個現象。現在我們走在街上，已經可以看得到賣客家菜相關的餐廳，慢慢的

越來越多。客家菜本身，某個角度來講，能夠被提出來，我在前面有說過，吃的

食物本來就可以看出族群的一個特色，吃和他以前的生活，以前的生活方式保存

食物的方法，味道，作法，吃法有密切的關係。他如何製作他的食物？是不是說

他會比較鹹肥、比較香，可能是和他生活環境，文化品味有關係。我們將吃的特

色重新拿出來說，一方面是要將某種客家文化的重要性拿來重新述說，另一方面



也逐漸喚醒或重建整個族群的共同記憶，所以某個角度，客家菜是代表了客家文

化的一個項目，它本身的營造，它本身的述說，甚至改良，甚至它的活動也能夠

回過頭來豐富客家文化的特色。 

為了豐富客家文化的特色，很多客家文化的詮釋就會一直誕生。這方面就

是我在前面說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並不是必定有矛盾、不能夠在一起的，你可以

將文化的特色拿出來說，也可以將文化的特色拿來包裝，加值豐富這項產品，產

品本身的建構，和它的故事的敘事有很大的關連，某個程度也是豐富文化本身的

特質。我在下面畫一張圖，客家文化的特色，它可以通過創造，通過重新的詮釋，

讓它更加的豐富，因為客家文化的豐富性，使得菜色本身，有它的故事、有它的

歷史、有它的意義。這菜色本身又使文化本身更有意義，它就是一種互相加值的

一種循環的過程，在文化產業的營造中，導向互相加值的方向的設計是很重要

的，需要注意到經濟邏輯對文化邏輯殖民的問題。 

再下去我們來看具體的例子。客家菜的論述剛剛我們講過，某個角度來說

他使客家文化變得更為豐富，其中也有一些客家的歷史記憶，使得餐廳文化本身

更加豐富的地方，另外就是我提到餐具的問題。有些地方，像苗栗縣去年有跟文

建會、客委會一起開發一些有特色的餐具。他在做客家菜文化活動的時候，將那

些餐廳裏的擺設，客家文物的收藏，甚至連餐具本身也變得有氣質、有文化，打

造整個餐廳的氣氛，從餐桌到它特別的餐具，到菜色本身的故事、餐具的開發本

身，也變成一整套具特色的餐廳，整個加值過程即是一個文化創新的過程。 

這方面，大家去苗栗看就會發現，除了有當地陶瓷產業作為基礎，來開發

餐具的重要性以外，前面我說過文化產業本身，除了它的物質基礎，或是文史工

作或業者本身的配合很重要以外，政府本身的投入也非常的重要，去年有機會參

加苗栗縣政府在苗栗做餐廳的認證，有機會體認到這是個很重要的活動，一個餐

廳通過政府認證的話，我們知道有很多方面的意義，例如若得到認證的餐廳，在

好多方面他都被檢查過，比如說認證的委員裏面，他會看餐廳的廚師是不是有合

格證書，他在做菜的衛生是否合格？整個廚房通風、他的水、垃圾如何處理的過

程是不是及格？在衛生裏面，非常的重要。另外也有委員專門看建築，瞭解這餐

廳是不是安全，是不是有些餐廳沒有建照，安全、逃生都一起被考慮。所以客家

餐廳認證本身，一方面他是有文化上的，有沒有氣氛啦，對文化的營造有沒有在

這裏面，另一方面在衛生安全。這些督促，就是因為政府加進來，公部門的力量

要進來，苗栗縣政府做客家菜的認證，這方面是很有意義的事情。這是第二種我

說的被創造出來的傳統客家產業。 

再來，我們來講客家服這個產業，客家服是另外一種創新的嘗試，是一個

可以將文化本身和經濟合起來的很重要的一種傳統、創造出來的傳統。在講客家

服以前，我先來講一個小小的故事，這並不是商業廣告。我知道有一個年輕的導

演——徐子苹，她在台南藝術學院讀碩士的時候，拍了一個記錄片「我的藍布



衫」，這部片子，是拍攝美濃的一位 90 幾歲的老先生，他在美濃做的藍布衫，很

有名氣，很多人去美濃就會參觀這個店，他很努力的在做藍布衫，用自己創意，

將藍布衫經營成為很重要的特色。但是徐子苹，我的藍布衫裏面問了一個很重要

的問題，他說：為什麼客家族群代表的衣服「藍布衫」只可以掛在牆上供人參觀?
或是很特殊的場合，比如說演戲、祭祀的儀式中，大家才會穿藍布衫?意思就是

它缺乏今天實用的性質，她想的是「為什麼藍布衫不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為什麼就不能穿著它去市場買菜」？等這些問題，這是她拍片的一個故事的開

頭。 

雖然我現在講的是一個故事，但是很多文化產業的營造，它都需要一個故

事，把這些事情豐富得更有意義。徐子苹的藍布衫，雖然現在沒有人拿出來做為

營造客家服的故事，也不是很流行。但從這個問題去思考客家服怎樣變成文化產

業，成為一個很重要的論述根據是很有意義的。她在拍這部片的時候，他有一個

表哥在法國學服裝設計回來，她就將這難題給他。 

為什麼客家人的衣服不能穿去市場，日常生活中我為何不能穿著藍布衫去

工作。這裏面很多內部劇情的發展，我跳過這些細緻的說明，最後他表哥給他設

計一個藍布衫的造型，記得他在滾邊裏面畫一個圖形，遠看去像一個大的問號掛

在脖子上，變成一個滾邊，這樣的結論是一個很好的結論，最後他覺得這是一個

問題，他正在思考要如何解答這個問題。 

同一個時間在苗栗，他們可能沒有問這些問題，但是卻開始做起客家服這

樣的事情。就我所知是三義的木雕節時，開始有辦一個客家民服的走秀，其中有

一家在公館的兄弟西服，他設計的客家民服得到肯定；在那個時候大家知道有一

個客家服這樣的想法，這是苗栗文化局的創意。之後客家服慢慢變成客家文化月

的工作服，不然就客家文化月的紀念衫，它有走秀活動，開始有人將客家服拿來

做推廣。 

後來，我知道苗栗縣政府規定縣府員工星期一或是星期五不記得那一天，

規定要穿改良式的客家服上班，我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以前設計客家服的商

家，現在就得到一種市場，慢慢透過縣政府的員工有在外面穿，就如我每次去看

文化局的周局長，他就穿著客家服，還覺得蠻好看的。就這樣通過他們穿在身上，

縣長也穿在外面走來走去，就得到某一種程度的推廣。慢慢的，我想客家服將會

變成一種產業。最近，據報導縣政府希望中小學生也可以穿客家服，到目前為止

這個事情好像還沒有落實，考慮的事情可能很多。就整個客家服的推廣來看，就

某個程度來講，已經得到相當程度的迴響。 

我知道有很多人開始想穿客家服，客委會在辦活動的時候，有很多人會穿

客家服，將客家過去的藍布衫做改良，可以跟今天的生活品味結合在一起。我前

面說的事情，他當然說有客家的特色，但不是一成不變的沒改變就拿來做一種商

品，當然要符合現代人的需要。它要將那些意象設計進去，又符合現代人需要的



顏色，不會說太暗、沒有活力，所以整個設計是它文化本身的意識，它的意象還

留在上面，文化跟物質、跟經濟條件、跟產業合在一起，是很可能的事情，客家

服就是其中一個例子；改良以後就有變得比較明亮、比較好看。甚至款式上比較

有腰身，看起來就符合現代人在這個時代的需要，這方面的改進是客家服很重要

的方向。目前來說，客家服的製作還停留在手工階段，未來要不要變成大量生產，

是一種思考的關鍵點。有些事情它就是手工才有文化。它文化特質就表現它在手

工特色上面，以後變成大量機械化生產之後，怎樣維持它文化的元素，這是要考

慮的一種方式，未來經過研發推廣的過程，客家服變成大家日常生活中穿著的衣

服，變成客家族群表達意象的一種方式。這是一種具體的，很好的發展方向，這

是客家服。 

茶產業，是前面談到的化邊緣為資源的例子。前面我們提到文化和產業這

兩種元素要怎樣讓它合起來才有意義，又能豐富文化、文化又能加值產業。這中

間的轉化很重要，我剛才前面說過生意人、文史工作者、政府、專家、學生、老

師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對兩邊都有了解的人，能夠置身在其中思考的人，他

更加能夠做到結合的理想。茶產葉在台灣早期的發展，一直到今天的觀光茶園，

可以說是一個很好的例子。怎樣讓茶業加值，可以這樣來看：鄉村的特質，茶工

廠，茶園，某個角度就變成基礎，這個基礎使茶的業者能將它變成茶館變成咖啡

廳，變成民宿。前面我提到賣茶葉，轉化到自製，自銷再轉化到觀光茶園。這個

過程可以對照出一個概念，就是農業轉化為商業，商業轉化為成觀光或者服務

業，這個概念是一層一層的轉化。 

我們來看看茶產葉如何加值。本來有些人種茶葉，他的收入，把茶菁摘下

來之後拿去賣，賣茶菁就是他的收入；後面他知道自已來製茶，比賣茶菁更可以

加值，因為只是把茶菁賣出去，就是到這裏，製茶的人賺去很多。所以就把過程

再往下去推，開始製茶，把製茶過程自己來做，這是一個加值的概念。接下來，

製茶基本上是工廠裡的過程，如果這個工廠中的製作過程本身可以讓茶葉加值，

那就更好。工廠本身做完茶葉賣出去是一種收益，這製茶的程序都可以加進來，

茶價值就更為增加。變成種茶，茶菁是自己的，茶菁的烘焙，它的製作是自己在

做，烘焙製作到賣出去，銷售也是自己在做，這樣子經濟的價值就這樣慢慢加上

去。最後自產自銷，連賣都自己來賣。 

只是自己來製作茶菁，自己來賣，這個價值還不夠，比較像是垂直整合的

經營過程。文化產業興盛以後，整個創意的地方，在於將原來就在做的事情，變

成是可以更加加值的來源。比如說原來是茶園，茶園是產茶菁的地方，產茶菁的

地方可以變成觀光茶園。大家可以這樣想，它原來是一塊土地，只是種茶，產茶

菁，把這個土地開放，大家可以到茶園裏去，這是一種加值的來源。另外就是製

茶的過程，以前是自己做，在家裏做，現在把製作茶葉的過程開放給遊客，參訪

的人了解茶是這樣子，摘下來後這樣做這樣做，有這麼多手續，那裏有訣竅，然

後影響茶的特色與成敗，不同的茶，是怎樣的程序才能把它做出來。將這些過程



介紹給訪問的人和遊客，這樣茶會變成更有價值；最後我們看到製茶的工廠，有

很多茶工廠變成咖啡廳、變成客家餐廳，這是一種很有趣的事情。對我來說，茶

本身的價值是這樣，東西沒有變，從茶菁製作到賣出去。後來的加值程序，每一

段都讓「東西」更加有意義，更具價值。前面提到的文化加值的概念，也會在這

裏出現。 

提到產業創意的概念，就會提到在苗栗、新竹有一個地方產膨風茶。很多

人來到苗栗、新竹都知道有膨風茶的茶種。這個茶本身過去有很多故事，膨風茶

的名字是怎麼來?英國的女王如何封這些號，最後怎樣變成東方美人茶，這個來

源有很多的故事在包裝茶的特色，膨風茶於是變得很有價值。另外就要配合社會

的變遷，我前面講過現在的人講究養生、強調有機的產品，這裏面牽涉到膨風茶

本身需要什麼小蟲在葉子上，才使膨風茶有產生的可能性。基本上是不能灑農

藥，要讓小蟲子可以活在那裏，這樣膨風茶才做得出來，所以這茶本身是有機的。

現在很多人喜歡喝茶，又怕茶裏面有農藥什麼的。我想說這些內容很符合現代人

的品味：要有機、又要喝茶，膨風茶是很好營造的重點。 

所以一個產品本身要變成能夠加值。有的是隨著時間發展，有的是文化的

加值、有的是故事的包裝，有的是過去族群的記憶、歷史的文化因素，怎樣將產

業本身的意義讓它加值，需要有許多創意。有時產業本身的營造，它的意義建構

的時候，會將文化本變得更豐富。例如，剛才提到膨風茶它上面需要小綠葉蟬，

吸食過才能夠產生這種茶葉，所以他與客家人節儉的習慣、行為有關係，這樣他

同時與客家族群的文化有關又和有機的概念有關係。 

解釋膨風的概念怎麼來的，跟說它是不是吹牛?或是什麼有關係，這故事很

多地方都可以聽得到，這故事本身就是使得茶葉本身價值更加的有價值的來源。

從茶消費本身變成有機的茶能夠扣在一起，跟養生，跟客家文化關連在一起。就

茶產業本身它整個過程沒什麼改變，還是採茶菁，烘焙成為茶，然後賣出去，但

是現在則又創造出有機的概念，養生的概念，客家的節儉。其中把生產的過程，

又可以讓訪問者參觀，它又變得更能夠加值，這樣象徵性的文化，物質性的文化，

族群性文化性，能夠一層一層不斷的加值。這樣茶本身的價值可以來自很多方

面，，其實也這正是邊緣文化轉變成資源的一種說明。過去種茶的人是非常的邊

緣，非常的辛苦，但是茶成為現代人核心的觀光休閒點，又生態、又養生，很多

種複合在一起的價值，茶產業也變成文化產業的一種營造的對象。 

最後我再舉一個例子，就是談到擂茶。多數台灣的客家人吃到擂茶，可能

是最近的事情。我也知道有些做客家文化的人，看到擂茶變成了客家文化的代言

人，不怎麼爽快。現在從台北來，從都市來，去到客家庄最顯眼的客家文化就是

擂茶。過去這麼多年以來，擂茶並不是台灣客家人生活中的一部份。隨著客家庄、

客家文化、客家產業的開始發展，才誕生出像擂茶這樣的經濟活動，它被營造成

為客家文化的一種傳統。但擂茶與客家的關係也不是完全的無中生有。我在很前



面說過，很多生活的特色本來就有，但是可能存在於某一些生活的角落，或中國

的客家社區，後來是從過去，從一些人的生活經驗中，將這些特色拿出來，重新

的創造，營造建構成為客家人的特色。 

就我所知，擂茶這樣活動的特色，是從外省客家(客家籍的新住民)，特別從

陸豐來的客家人帶來的。我的學生做的調查裏面，陸豐來的客家人家裏確實保留

擂茶的習慣。但是這個東西就像客家菜一樣變成商業的活動。到後面成為客家文

化的代言人，則是經過很多包裝，甚至於變形。在客家產業活動變重要的時候，

擂茶就被拿出重新包裝，改造，建構成大家去到客家庄很重要的活動之一，以前

對台灣客家人沒有認識、了解的人，會認為擂茶就是台灣客家文化的一種。以後

也許就真的回成為台灣客家文化產業的一種。 

關於擂茶，過去有這樣的介紹：外省客家人常常會有擂茶的習慣，甚至他

每天都要喝擂茶，甚至成為吃飯的工具，現在有老一輩的仍然寶貝著他們吃飯的

工具，像我的學生去做訪問，碰到很多外省客，他們仍有這樣的傳統，但是他本

來只是少數客家人生活中的一部份，透過營造，透過建構，慢慢變成整個台灣人

傳統的記憶。一般人在某個角度上，把擂茶就貼上了客家的標籤，或者是把它貼

在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色上，變成客家和擂茶是互相代表的關係。就像前面客家和

桐花結合在一起，成為互相代表的情形一樣，牽涉到很多人為才營造的過程 

我趁這個機會提醒大家，就目前的研究來看，外省客家喝的擂茶，很多是

像吃飯一樣，裏頭有飯，是鹹的、是吃飯的一種。跟我們現在去鄉下，有香香的

芝麻、擂茶粉、花生仁那種擂茶很不一樣。現在大家去鄉下看到的擂茶是甜的、

香的，就像喝茶一樣。這樣說，不是要說有好幾種擂茶，而是說以前的擂茶，外

省客家人喝的擂茶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現在為了做文化產業，有時要配合客人的

需求，將他重新做一個改造，這是另外一種客家文化產業的例子，他們可能真的

創造了台灣客家人的擂茶。 

擂茶本身有很多故事。三國時代張飛帶領官兵怎麼樣，怎麼樣，很多官兵

感染了瘟疫，無力作戰，然後醫師奉上祖傳的秘方，這跟擂茶有關。後來大家吃

了擂茶以後病就好了。像這樣的故事在流傳，當然也可以說這些故事在擂茶推廣

的時候，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前面我講的幾個例子，都提到就是說某個程度他是被創造出來的傳統，

當然不是虛構，而是在歷史上他可能有出現過，但是都是經過包裝、改造，經過

重新的建構以後，它才變成文化產業經營的項目。這中間有很多用文化包裝、或

是用故事包裝，都是使得產業變得更有價值的來源，這樣的事情是屢見不鮮，可

以從這幾個文化產業營造的過程中看到非常相似的狀況。以上這幾個例子都是客

家文化產業營造中，一些被創造出來的傳統，或者是向文化借力，文化資源與經

濟產業互相轉化的例子。      



 

五、客家產業發展方向 

最後一部份，向大家報告的內容是客家文化發展的方向或是說客家文化產

業的發展，需要思考哪些事情。前面我多少向大家報告過，客家地區的特色文化，

跟社區文化在這麼多年來漸漸的受到大家的注意，受到大家的重視的過程。 

我順著這樣的話題，回到起初跟大家分析的一種觀點：那就是客家文化跟

產業營造的基礎，很多是由客家社區過去沒有發展的成本所換來的；有些是一直

維持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所留下來的好山好水，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基礎。這麼

多年來，雖然很多客家地區的遊憩產業受到重視，但是客家文化、客家族群的特

質，照我來看並沒有受到大家的關心，這相當值得思考的地方。在這過程裏頭，

產業化的能量，可以看得出來，飲食、山歌、故事、當地的農產品、或是那些山

水、生態，是很重要的一種文化產業的來源，客家人的文化、客家人的特質，要

和這些湊在一起，跟這些產業一起討論，到目前來說，還比較少。但是，文化不

外乎是日常生活的面相，所以說食衣住行也都會是很重要的一種文化特質；說吃

的東西，穿的衣服，可以變成最早最早產業的客家文化，像客家美食，它未來漸

漸能夠將客家文化和客家產業結合在一起，會變成消費與經營的對象並不是只有

客家人。消費者不是只有客家人才吃客家菜，未來客家服也會是這種情況。經營

的人不是只有客家人才能經營客家餐廳，就像很多日本料理店也是台灣人在做。

它變成一種文化、一種產業的時候，它可能超越族群的範圍、往更加普遍的方向

發展。文化產業化的概念，還有很多討論的空間。族群文化、文化產業、產業文

化這些想法，未來學界討論族群與文化發展中，還會是很重要的概念。 

接下來我們看到目前的發展，多與生活環境，生活生態有關，例如我們到

鄉下去看時所謂的文化產業多數是以生態為基礎的發展，生活的空間特質留下了

現在很多文化產業的基礎。前面提到的桐花、筍乾或者是草莓等一些農作物，到

三義那邊是看到的桃李，都是跟族群居住的位置與生活資源有非常密切的關係。

目前看到的族群的產業，多數與居住的環境有密切的關聯。早先提到客家人，客

家人焗腦、或是製茶、或是焗香茅可能就是族群很重要的產業，這些族群產業究

竟是族群文化或是族群特質所造成的一種產業，或是族群住在這個地方，這種生

態環境，使得他們做了這樣的產業？都是可以深入的地方，當然文化和環境一定

也是有密切的關係。關於地方特色產業，還包括窯業，新竹縣市金山面的窯業、

現在科學園區旁邊的金山面窯業很有名，苗栗縣公館的陶瓷產業非常有名，不會

比鶯歌的陶瓷產業差，這都是很重要的。這些產業何以在公館發展，訪問的時候，

我們瞭解日本人選這個地方，與附近的出磺坑，出產瓦斯有密切關係關係，這樣

的產業的誕生本身跟當地的資源有關係。像這樣跟當地的資源，原料、甚至瓦斯、

氣候，包括美濃種菸草、關西的紅茶這樣的產業，都是與客家人居住的地方特質

有關，但是因為久了以後，客家人和這些產業就有了密切的關係，所以這些產業



變成客家族群很有感情的產業，影響了客家人具體的生活方式，客家文化的特質

也跟這些實際經濟生活的活動有密切的關聯。所以族群的特色和地方產業的發展

具有密切的關聯。這樣的說法和我前面提到的油桐花，一開始並不是為了客家人

種的油桐花，但是最後它和客家人成為互相代表的情形是一樣的。 

最後，我想我們可以提到歷史、文化和產業，然後重新發現產業的歷史價

值，這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產業再造的過程。很多產業照現在來看，已經沒有什

麼經濟價值，好比以前鐵路局的內灣線，跟當地出產的東西是有關係的，但是後

來那些出產不再繼續，便使內灣線失去了經濟價值，它失去經濟價值以後，這個

地方卻因為鐵路而脫胎換骨，有了新的使用意義，現在有人來到新竹，專程坐內

灣線鐵路的火車，他不是為了交通，他是為了坐火車，而去到內灣當然也不再是

為了當地以前的經濟產業。所以說有些舊的產業已經逐漸沒落，舊的產業本身能

夠重新發展，去詮釋、營造它的歷史文化價值。三義的勝興車站也具有相似的現

象，在這裡有很多產業本身新的價值，能夠重新被發現，展現出來。 

當然最後我要提到所謂族群文化的物質特性，一開始很多人會說，我們討

論客家文化和經濟的時候，經濟和客家文化如何關聯?一般會提到客家文化的狀

況，所謂的族群文化，它相當程度也是和環境互動的結果。前面我說的客家人住

在山區，去做這樣的工作，做那樣的工作，所以它是文化和物質生活條件慢慢的

互相創造的。同樣的客家移民，從大陸移到台灣來的時候，他有早先帶來的文化

傳承，他在落地生根以後跟原住民，閩南人，當地的生活環境互動，他也慢慢的

在改變，在形成新的文化，新的傳統。 

所以文化本身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是一個流動的過程，他也是不斷創新變

動的過程。在這裏要去追認文化本質性的東西，可以相當困難，也沒有必要。客

家人的特質，作為一個移民的族群，在這整個移民的過程裏頭，他當然有很多文

化形成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這樣說起來，我們就會碰到這樣的事情，移民族

群他和整個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就會形成原來的族群文化和在地文化互構的現

象。在台灣，南部的客家有一種南部客家文化特質，北部客家有北部客家文化的

特質。不同的地區不同的環境就會有不同多樣文化，多樣性的誕生。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客家文化在每個地方它會有不一樣的特色，所以客家

文化特質也可以從各地的地方去尋找，不一樣的地方有不一樣的客家特質，在地

的文化特性，能夠用來營造當地的產業。去年我到美濃參觀，當地的菸樓，菸樓

很多，很漂亮，所以美濃畫的水彩畫的意象，時常會用菸樓作為他的意象，這就

是當地很重要的文化產業；雖然並不是每個地方都有這樣的文化特質，但是在在

地化之後，地方的文化的特色就可以跟產業形成與發展產生關聯。但是像美濃的

粄條這樣的特色，雖然是當地重要的特色，但是在新埔也有，在海外也有，可以

同步發展。 

所以最後我提到台灣在地客家物質文化，因為他在不同的環境發展出不一



樣移民文化特性，在地化、多樣化、並與族群性連接在一起。我們會看得出來，

移民文化本身作為一個新文化的展現，他跟整個文化資產的累積，跟文化產業的

創造都是重要且相關聯的議題。當然在回復前面講過的一件事情，就是文化和產

業轉化的過程裏頭，其實不是單純談文化和產業這兩件事，這牽涉到其他很多的

複雜面。 

所以要營造一個地方作為文化、生態產業，當然要牽涉到整個社區的發展。

這是一個整個地方的發展，可能有需要考慮地方文化的整體性，其創造、營造或

者以故事來加值的概念，要能夠有策略的把它提出來。這方面，發展文化產業的

策略，實際上沒有一個普遍的命題、或一種大家可以用的公式，基本上是要看各

個地方社區的獨特性，將族群文化與經濟活動，通過創意結合在一起。 

客家的文化產業可以跟社區發展、跟族群的發展放在一起。這些年來台灣

客家文化的地區、客家文化產業能夠做得出來，跟這些年來台灣本土化的發展有

關係。有些地方，像獅潭，過去很多人曾參加寫村史的計畫，這使得人們對當地

歷史的發展、社區的發展有相當程度的了解與認識，對整個村庄的來龍去脈，甚

至他村庄裏頭的故事，對耆老都要訪問的非常得清楚，有這樣的基礎，才會有可

能將客家社區的文化拿出來，和產業的發展放在一起。 

像我說獅潭的例子，如果不知道獅潭過去有造紙的產業，也不知道當地地

理特質的石灰和造紙有什麼關係，就很難創造石灰窯作為當地的特色；所以利用

社區累積的資源能量來操作，將客家文化和產業結合起來，從在地化出發是很重

要的力量。這些從社區創意，客家生機來看，確實是每個地方都不一樣，像美濃

的交工樂隊，用歌曲唱出當地的文化社區意識，每個地方的做法都不一樣，每一

個地方的特色也可以不相同。 

結語 

最後，要來說客家文化和產業的營造。是真的也有很多要檢討的地方。過

去常常大家說危機就是轉機。我們看到很多客家地方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也想到

轉機裏面也帶有危機。在討論客家文化和客家產業的發展的時候，不能只有看文

化如何為經濟所用，消費之後，文化的性質，居民的生活，生態的樣貌，在整個

發展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多值得檢討的地方。此時，要提醒大家在發展文化產業

時要多一分覺醒，多一分思考。透過文化的建構來豐富產業，豐富經濟的價值是

一個趨勢。我們也要展掌握機會透過產業的經營，經濟的活動將文化創造出來，

這也是一個值得努力的方向。一句很重要的結語：常有人說危機就是轉機，我想

要提醒的是轉機也含有危機。在所有的規劃發展過程中，都需要事先思慮可能會

發生的比較不好的事情，要能夠預防，要能夠避免。這樣才不會失去透過文化，

透過產業的結合來豐富客家文化的基本用意，這些是我們要討論，要關心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