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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客家事務行政 

科目：客家歷史與文化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邱強老師 

一、試論臺灣解嚴至今的客家社會文化運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考客家政治與經濟的範圍，為傳統考題。 

【擬答】 

還我母語運動（1988-1990）： 

台灣自 1949 年 5 月 19 日國民政府頒布《戒嚴令》起，至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為

止，歷經 38 年的戒嚴統治。1987 年，社會各界出現無數場次的政治抗爭運動、農民運

動、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等；同年 10月，第一份代表客家人的《客家風雲雜誌》創刊，

開啟客家議題論述的先聲。由於黨禁與報禁開放，言論尺度放寬，個性內斂的少數客家

人才開始走出來，公開地在大眾媒體討論客家的地位與語言、文化問題，這些客家論述

乃吸引更多關心客家語言與客家文化危機的知識份子的注意。 

進而促成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的興起，因此有很多人將這一年稱為「客家運動元

年」；同年 12 月 28 日，以《客家風雲雜誌》幹部策劃的「還我母語運動」，在台北街

頭發動萬人遊行，引起全國客家人的注意，激發了客家意識與客家認同。 

客家社團的蓬勃興起（1991-2000）：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於 1990 年 12 月，標舉的是恢復客家尊嚴、爭取客家權益的

大旗，其立會的宗旨是建構「新介客家人」，並以行動的、在野的與追求民主改革為最

高運動原則，在林立的客家社團當中，堪稱是別具一格的有力團體（鍾肇政，2001）。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首任會長鍾肇政提出「新介客家人」的主張，主要是認為客家人

有兩種： 活在過去光輝傳統的客家人； 在多數福佬人面前，隱藏客籍身分的客家

人。過去只要一談到客家認同，多半接受羅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所建構的原鄉情結，即

客家人是純種漢人，是中原貴族，客家人的原鄉是中國大陸。「新介客家人」則是建立

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基礎下，從「原鄉認同」轉變為「在地認同」，因而對外宣示客家人

亦是台灣人。 

後來，台灣各地相繼成立地方的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例如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

北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桃園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新竹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南投縣

客家公共事務協會、高雄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高雄分會。台灣

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六堆分會、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美國）等，對於日後客家政

策的實踐造成不少的影響（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2001）。 

在客家文化活動方面，1994 年，文建會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客家社區在這股風潮影

響下，當然沒有例外，從自身的資源出發，發展具有客家文化特色，兼具在地風貌的現

代客家社區，其中，美濃客家鄉鎮的獨特性立刻吸引全國民眾的目光。 

1998年，台北市政府舉辦與過去不一樣的「客家文化節」，特別選擇在客家人較為集中

的通化街，推出「通化街客家街路文化節」，強調具體的社區概念，希望過去的概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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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客家意象，能因為活動走入社區（街路）感受到具體的都會客家生活與文化，編成

了第一本台北都會客家史―《通化街客家街路史》（陳板，2002）。 

1996年 6月，新聞局開放電台頻道，促使「新客家電台」及「寶島客家電台」合法化，

其他廣播、電視頻道陸續有客語節目出現，客家發聲運動終於在傳播語言政策上取得獨

立的一席之地，使得客語聲音成為台灣民主社會中重要的言論自由之一。 

在此階段中，台灣社會中的客家論述之所以得到社會的認同，主要係基於下列幾項因

素： 還我母語運動是最重要的催生力量，使得社會民眾終於注意到一直處於社會邊緣

的「隱形族群」之生存權； 客家議題的重要性受到台灣社會各族群的肯定，在各種場

合中，逐漸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甚至在選舉活動中，往往也成為候選人競選的重要政

見之一； 民進黨對於客家政策的支持，使得該黨執政之後成為推動客家政策最重要的

推手。 

客家政策機構的建制（2001-至今）： 

2001 年 6 月 14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政府當局設置一個主管客家事務的機關。

事實上，成立客家事務專責機構一直是客家人心目中最重大的公共課題。 

陳水扁於 2000 年 5 月 20 日就職總統後，新政府更積極推動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的籌備

工作，立法院於 2001年 5月 4日三讀通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終於在 2001年 6月 14日正式成立。 

客家政策(運動)未來展望建議： 

客語濱危與流失：臺灣客家運動的發展，以還我母語（還我客家話）為訴求，並以客語

傳承為核心問題，訴求建構客語公共性、平等性之制度性保障機制。客家基本法之制定

與修改，一方面是客家族群保障機制之法制化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國家語言傳承、復振

及發展之法制化過程。 

客語復振與法制建設：為挽救已「嚴重瀕危」的客語，客家委員會搭配國家整體的族群

語言法制建設工作，推動《客家基本法》之修正。未來，在《國家語言發展法》、《原

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新修正《客家基本法》之法律框架下，透過「國家語言」、「地

方通行語言」、「教學語言」三層面，展開大規模且高強度的行政作為，運用制度性機

制（法律或預算），以「新客家運動」模式，推動客家語言及文化復振工作。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普考） 

共7頁 第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二、2017 年 12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客家基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明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之

一。請問在客語取得國家語言地位之後，政府與民間社會需要的配套措施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考客家政治與經濟的範圍，為傳統考題。 

【擬答】 

前言： 

台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因文化多樣，造就其多元而豐富的面貌；其中的客家文化即是

「文化台灣」重要元素之一。然而，近年來儘管客家人自我認同逐年提升，但客家語言

流失情況仍然嚴重。 

鑑於客語是振興客家文化的關鍵，是客家族群生存的重要命脈，政府除積極推廣客語教

育，辦理客語能力認證外，並將致力於開拓客語使用場域，營造客語友善環境，以提升

客語使用率與能見度，期能使客語成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通行語，進而復興客家文

化。 

振興客語新策略： 

落實《客家基本法》，使客語文化永傳承： 

《客家基本法》修正案業於 107 年 1 月 31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明文規定客語為國家語

言，成為國家兼容多元文化核心價值的重要里程碑。該法修正案共計 21 條，新增多項強

化復振客語及文化推動方針；透過法制面增訂各項落實推展客家語言文化之對應機制，

期能創建客語生活友善環境，使客家語言文化永續傳承。 

使客語成為日常生活用語： 

推動客語為通行語： 

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推動客語為通行語，保障民眾在公共領域使用客語之權利。 

執行「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期以客語為通行語地區之政府機關、學校等，皆

具備以客語提供公共服務之能力。 

推動客語為教學語言： 

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創造師生及同儕間以客語為使用語言之環境，進而影響

到家庭；辦理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計畫，讓客語學習在正式課程中實施，

以增進學生學習客語之質與量。 

執行「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獎勵辦法」，鼓勵學校以客語為教學語言。 

執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明定客語師資

培育管道、客語教學人員之資格，以及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學校得優先聘用具客

語教學資格人員。 

成立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其任務包括建構客語基礎工程，辦理客語研

究發展，及建立客語語料庫等。 

營造客語友善環境：鼓勵公、私立機關（團體）提供客語服務；服務於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之公教人員，應有相當於服務機關所在地客家人口之比例通過客語認證。 

鼓勵媒體擔負傳承母語之社會責任成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以傳承客家語言

文化，並建立客家傳播媒體之主體性，透過媒體反映多元文化。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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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存續的價值，代表對各族群語言權的尊重，亦是促進族群共存共榮的關鍵。客家文化

永續傳承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語言振興，隨著《客家基本法》的修正，客語已是國家語言之

一，其相關配套措施亦積極訂定中，期能使客語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用語，促進客家語言與

文化之復振。 

 
 

三、請先解釋以下三個概念，（15 分）再綜合討論構成前述概念的文化邏輯。（10 分） 

敬外祖 

孺人 

諡號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近來客家女性考題，同時引述族群團結的思維。 

【擬答】 

以下三個概念： 

敬外祖： 

敬外祖，高屏六堆地區獨特的風俗，成年男性（新郎）在結婚前一日，依慣例前往母

方三代家族祖堂敬祖，目前在右堆美濃地區保存最為完整，除留有敬拜三代外祖慣

例，還保留全程以客家八音樂團隨行演奏的傳統，通常在敬外祖的行程中，也會至地

區神明廟堂以及周圍土地伯公敬拜。因南部六堆客庄的客家八音團體已漸漸式微，許

多敬外祖儀式場合幾乎只剩錄音帶伴奏，而美濃地區還能保留由客家八音樂團演奏，

彌足珍貴。 

敬外祖連結的是三代母系的姻親關係，在新郎成親的前一天透過敬外祖，緬懷三代母

方祖先，感念母方至親照護長成，並親自邀請母舅或外家長輩參加婚宴，也是彰顯客

家在生命儀禮中，對於外家-女性祖先的高度重視，這樣的無形文化資產，我們應該讓

它繼續傳承下去。 

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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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黃香鐵【石窟一徵】載，在粵東客家地區“俗不論士庶之家，婦女墓碑皆書孺人”。

此由來，民間傳說都是出自宋末。宋帝昺棄京南逃來到粵東客家山區，為元兵追殺。適

逢一群采樵婦女，肩扛竹杠，列隊而過。元軍疑為救兵，倉惶而退。宋帝為謝救駕之

功，特賜客家婦女為“孺人”。此後相傳沿用。另外鄒魯在其【回顧錄】中亦有與上近

似的說法︰相傳當日宋帝昺，為元兵所追，正溯江而行，而元兵至，舟子及隨從大駭，

均棄宋帝昺而逃。正危急間，適上山客家樵婦一隊經過其處，皆肩荷竹杆，手提鐮刀，

突然而出。元兵疑為救兵，驟然退去。宋帝昺于是得救，大喜，即指舟上各物，為封贈

客人婦女之用，並准客家婦女死後，一律稱為“孺人”。 

諡號：是指人死之後，後人按其生平事蹟進行評定後給予或褒或貶評價的文字，始於西

周，曾廣泛通行於漢字文化圈。評價一個人物的是非功過，往往不是隻言片語就能敍述

清楚，古人為了方便對歷史人物蓋棺定論，選擇用諡號來進行概括。總的來説，古代歷

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諸侯大臣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人物，在其去世之後朝廷會依據其

生前所作所為，從而給出一個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這就是通常意義的諡號。諡號用來

高度概括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客家的墓碑基本上有兩個特色，一個就是諡號，男生

女生都有諡號，然後女生的尊稱為孺人。」 

綜合討論構成前述概念的文化邏輯： 

宋末抗元的客家婦女統稱「孺人」，史籍或稱「山婦」，是指南宋帝昺被蒙古軍困於山

區，上山工作婦女意外救駕，遂被封孺人的軼史。而客家婦女勤奮多勞，在家份內工作

「四頭四尾」（田頭水尾、針頭線尾、灶頭鑊尾、家頭教尾）事事全包，男人大多出外

工作較少理家事，可能承襲南方佘、瑤、彝、苗等山區民族，他們都是母性社會，普遍

保有婚後家務事都由婦女包辦的傳統習俗。 

臺灣客家向來是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結構社會，但在這個架構下觀察客家婦女，不但容易

滲入男性沙文主義，無形中也助長大漢沙文主義。例如：客家各姓氏來臺後的族譜裡，

把大量原是平埔族的祖婆們都紀錄成「先妣○孺人」，亦即在父權結構下，她們全都變

成漢人。如今臺灣要強調主體性，就不可再忽視女性在臺灣史上的地位。 

人類社會經由建立姻親關係來達成結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人群组織草則，漢人社會也

不例外，然而，在一場婚禮前透過一般敬祖儀式來敬拜母方祖先牌位以強化姻親連帶，

則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表現。在六堆盛行的敬外祖婚俗，實際上反映的正是南台灣客家特

殊的族群互動與歷史環境生成。 

敬外祖的基本結構與強化親屬關偉的文化邏輯，同時延伸進行歷史性的思考。歷史學者

曾指出六堆是 18世紀(清代)形成的個「合力抗外」的组織，敬外祖實際上呈現的正是這

個人群组織它的「內緊與聯合」的文化特質。除了具有被圍困的危機意識之外，本身即

擁有高度凝聚團結的動機與策略並且是以此文文化思維接來建構了社們的族群界限。 

除了歷史面向的探討、也從敬外祖啓動的關鍵，擁有子嗣的已婚女性來思考這個特殊婚

俗。這也是文人類學學者一定會關注到的面向。傳統上敬外祖強化了女性為家族生養男

丁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一般較沒看出的是，這個婚俗卻也呈現出肯定女性子孫存在

的重要性。傳統女性將承受的生養與性別壓力內化成一種生存價值，並有著族群存續貢

獻的自尊與骨氣。相對地、敬外祖另一方面亦對男性耕讀傳家精神氣質進行強化透過由

長輩帶領對村庄神明、土地伯公及外祖內祖進行敬拜，男性在儀式中確認了他日後賴以

生活的信仰、空間與人群。1 

 

 
1
 https://blog.xuite.net/alanmoi/wretch/13876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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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假黎婆 

祭茅砂 

醢 

義渡會 

做齋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有時勢出題的影之，如熱門的電視劇斯卡羅（傀儡花）而有第一小題假黎婆，

另有三題是禮俗題目。 

【擬答】 

假黎婆： 

鍾理和的文學作品，有著濃濃的鄉土情懷與客家文化的芬芳，縱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一

生中的黃金歲月都致力於創作，有著「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的稱號。他的作品時常融

入客家文化及個人的人生歷程，而「假黎婆」即是敘述他對原住民繼祖母的深切情感，

故事中記載了許多鍾理和由祖母身上所建立起的原住民印象，包括外表、穿著及言行舉

止等，他用回憶的方式敘述整篇故事，且藉由旁人對祖母及其他原住民的評論和刻板印

象，更加襯托出他和原住民祖母的真摯感情。 

「假黎」原為福佬語「傀儡」，「台語譯音，似應做『嘉禮』或『加禮』，亦歡迎您之

意。」，在清代時被用來特指不明社名的排灣族及魯凱族，後來客語的原住民便從福佬

語的音衍生而來，文中的祖母是排灣族，故被稱為「假黎婆」。「傀儡」這個譯詞隱含

著歧視的意味，把一個遠早於漢人在台灣居住的族群，僅因其不同於漢人的外表、穿著

打扮及生活習性，便將原住民稱之為傀儡，是十分輕視且不恰當的稱呼。本著對於鍾理

和及在當時的客家人與原住民的關係的好奇，探討鍾理和的祖母對於他成長過程對原住

民所抱持的情感及影響，並了解當初原住民嫁入漢人家庭後所會碰到的難題及漢人對原

住民的刻板印象。 

祭茅砂： 

「奠酒」就是請祭拜對象前來喝酒的意思，是一種敬酒的儀軌，包括祭拜祖先或神明，

乃至於普渡冥界的祭禮上，都會獻上牲禮祭品並且行獻酒儀式。 

在喪事的家祭中有所謂「三奠酒」的儀式，「初奠酒：酒祭茅砂；再奠酒：酒祭茅砂；

三奠酒：接酒留長」，也就是前兩杯酒必須倒進茅砂盆，但是第三杯酒就不倒了，而多

數地區的習慣則是三杯酒都倒入「茅砂盆」。 

關於「茅砂盆」這個裝了沙子，插幾株綠色植物的茅砂盆，這幾株綠色植物就是茅草，

據傳祭祀時使用茅草有兩個理由：一是取茅草的潔淨，二是取茅草的香氣。在古禮中茅

草有兩種用途：其一是在祭祀前用茅草濾酒，其二則是在祭祀時以茅草「縮酒」，縮酒

就是將酒灌在茅草上，除了有再濾清的作用之外，並且用酒透過茅草的香氣藉以敬神求

神。 

醢： 

國語辭典：醢注音 ㄏㄞˇ拼音 hǎi，解釋 古指用魚、肉等製成的肉醬。 一種古代

的酷刑，把人殺死後剁成肉醬。 

客語「給」的漢字是醢，是一種生肉或其他生的食材發酵醃製的蘸醬，早在周朝便有記

載。不過，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醢這種食物已經少有人製作食用，加上不時有食用類

https://www.pub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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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食品發生肉毒桿菌中毒的報導，造成人們對此食品的負面形象，所以醢在台灣幾乎已

經快絕跡。 

義渡會： 

在台灣島陸路交通尚未暢通前，行旅、貨運多仰賴舟楫，然而台灣河川多發源高峻山

脈，流瀉急湍，加以夏秋颱風，山水暴流，每每毀壞便道與橋樑。當時，全島各河川渡

口多有義渡——地方善士集資雇用良民為船夫，免費搭載過河行人。直到橋樑陸續興建

後，義渡才逐漸被淹沒在歷史中。 

東勢義渡會：臺灣最早成立的非營利組織乃是源自於 1833 年正值清代道光十三年，有

18 位婦女打算過河到對岸的東勢看戲，因為在船上遭受到船夫的調戲，混亂當中沉船而

導致 18 名婦女命喪大甲溪，不過，事件背後真正的結構性限制還是在於東勢跟石岡中

間隔著河水湍急的大甲溪，僅靠提供收費性質的渡船服務，針對此一收取渡稅所衍生出

來的不安全情事，地方人士募集 10 甲的義田，藉由這些義田收入的仗義恤鄰，免費在

大甲溪兩岸提供安全的渡船服務，而渡船服務也直到 1933年，由當時的日本政府興建東

勢吊橋，才正式結束長達一百年的義渡工作，不過，東勢義渡會依然還是存在，像是於

日治大正十四年（1925 年）呈請台灣總督府登記立案，改名為「財團法人東勢義渡

會」，更進一步於 1953向台中縣政府申請更名為「台中縣私立東勢義渡慈善會」改組為

董事制，最後，1986 年改名為「財團法人台中縣私立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藉此

提供急難救助、慈善資助、獎助學金、老人照顧或亡靈普渡等。 

做齋： 

做齋仔，臺灣傳統的喪葬禮節之一。人死後，喪家請道士或尼姑來誦經超渡亡魂的一種宗

教儀式，主要在藉此幫助死者的鬼魂能早日脫離苦難；對客家人而言，有關喪事的宗教儀

式，大部分都以「做功德」為主，又可稱做「打齋」，花較多。有人只請道士「誦經」，

花費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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