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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耆老對話-六堆無形文化資產價值與應用再思考 

林倫全1、洪林伯2 

摘要 

本文是110-111年屏東縣屏中沿山鄉鎮百年老校文物普查建檔計畫中曾彩金

老師專訪的再收斂，主要經由兩次訪談取得本文之內容。 

第一次訪談時老師由自己為起點，聊了許多人、歷史及環境的脈絡。但當筆

者將記錄重新歸納至一個階段，發現前次訪談老師對無形文化資產應用面的想法

似乎聊的還不夠具體，於是又擬了兩三個問題與老人家對話。第二次訪談主要的

目的，除為了解作為客家文史推廣先鋒的老師對過去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希望能

挖掘出老師對無形文化資產應用上的見解。 

老師談到可能將無形文化資產應用化的方式，除了將六堆的精神應用在我們

的生活與工作場域中，或是建立一個可以帶動六堆研究風氣並具有持續累積文獻

的研究中心作為後續研究者的重要基礎。最重要的，還是要形成一種讓無形文化

資產自然而然傳承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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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我們能夠明白社會結構改變所引發的問題，以及過去的地標和舊價值瓦解

後所帶來的困擾。文化資產所代表的是一種安全感或一種標準，或許也能說是一

個避難所。我們周遭的史蹟、文物，其實是維護社會穩定與團結的重要元素。」

（張政亮 2013） 

本文是 110-111年屏東縣屏中沿山鄉鎮百年老校文物普查建檔計畫中曾彩金

老師專訪的再收斂，原計畫針對屏東縣中區 52 所國民小學、11 所國民中學、4

所高級中學進行文物普查。其中創校 50年以上，百年以下共 55所學校，而百年

以上的學校共計 14所，計畫普查範圍包含客家、原民及族群混居區域。 

當文物普查工作至一段落時，團隊邀請筆者至內埔國小與資深客家文化工作

者、客家貢獻獎及教育貢獻獎得主曾彩金老師，以「六堆客家區域教育史文化遺

產初探」為主題展開對話。雖然當時對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補充計畫的詮釋完整

性，然而，當筆者再次檢閱並歸納個人筆記以及逐字稿內容，發現訪談時耆老對

六堆文化資產內涵認定，以及如何應用文化資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於

是試圖進一步整理、萃取出相關內容供讀者思考。 

所謂無形文化資產，是依據 2016 年所公佈的文化資產保護法在文化資產類

別上所新增「無形文化資產」，其為 2005年 2月 5日公布之舊版《文化資產保存

法》「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一章的延伸。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包括了五

大類別： 

(一) 傳統表演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表演藝能。 

(二) 傳統工藝：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 

(三) 口述傳統：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傳之文化表現形式。 

(四) 民俗：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

及節慶。 

(五) 傳統知識與實踐：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應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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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長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相關實踐。 

新版施行細則第 8條亦明確指出，無形文化資產乃是以「人」為主體，是「人」

與歷史、環境與社會長期互動之產物。(台北市文化局 2020) 

第一次訪談時，老師的確由自己為起點，聊了許多人、歷史及環境的脈絡。   

但當筆者將記錄重新歸納至一個階段，發現前次訪談老師對無形文化資產應用面

的想法似乎聊的還不夠具體，於是又擬了兩三個問題與老人家對話。第二次訪談

主要的目的，除為了解作為客家文史推廣先鋒的老師對過去的想法，更重要的是

希望能挖掘出一些老師對無形文化資產應用上的見解。 

 
 

圖 1 曾彩金老師訪談紀錄（攝於 2022/1 月） 圖2曾彩金老師參閱文物普查資料並進行討

論（攝於 2022/1 月） 

貳、無形文化資產之機制性 

就無形文化資產的結構由內向外看，我們需要了解無形文化資產能夠處理什

麼、扮演了甚麼角色、它能夠改變甚麼?無形文化資產並不是一個被指定、欣賞、

保存、維修的對象物，更是一個具有能動性的積極力量與角色，同時也是一個具

有轉化作用的「機制」。（林崇熙 2008） 

第一次訪談-「六堆人以前成績比較好一點的大概都去念台南師範。台南師範沒

考上就考屏東師範。後來花蓮和台東兩個師範學校也是…本來是佃農慢慢得由小

租戶變成地主越來越有錢，透過考試是最快的方式，以前很苦，六堆人講說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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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苦小孩，自己寧願苦一點，小孩讓他有機會多讀一點書將來比較有機會。所以

六堆人一直對教育很重視就是在這方面。…客家人重視教育是有傳統的，我剛才

講得是一路傳下來的，因為教育還是改變命運最快的方法。」 

    上述曾彩金老師的訪談內容主要環繞著教育為主軸，而這正吻合了無形文化

資產中族群因應環境而生存與適應的內涵。進一步理解，「教育」正是六堆客家

人在艱困的環境中，能夠翻轉家族未來的一種方式；也可以說「教育」對過去的

六堆家庭而言，是學者口中一種具有改變家族命運強大能動性的機制。 

第一次訪談-「六堆運動會其實是從六堆的庭球比賽開始，日本人叫做庭球，從萬

巒國小開始的…日本政府發現客家人很容易形成組織…就把這個風氣帶來在六

堆辦六堆庭球大會，最先在萬巒跟內埔，然後擴充到竹田，大家參加了以後就變

成六堆人每年一度的盛會。…除了組織之外，也可以看出各庄頭是很團結的…所

以人家感覺到很奇怪怎麼會有六堆運動會呢？六堆運動會就是從這樣開始的。」 

    從老師這一段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其實由日據時代的庭球比賽演變至現今

的六堆運動會，換個角度看這一類的活動可以說是專屬於六堆特殊的祭典或節慶，

亦具有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 

    以學者的說法，假如我們無法掌握故事、歷史、活動…這類無形資產在文化

中所代表的機制，那即使在現代有再多的轉譯或再現可能都是隔靴搔癢，抓不到

真正的精神。而根據曾老師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前述典型的客家育才

故事中，教育是一個社經地位轉化的重要機制；那六堆運動會的前身，則是可以

展現客家庄頭組織協調及團結的重要機制。 

第二次訪談-「教育、團結這種東西怎麼運用喔?很簡單啊，你爸是萬巒人、你媽

是美濃人，你們整個家族在郵局、在學校、在醫院有多少親戚?...其實我們六堆客

家人一直都在應用老祖宗給的資產，其他地區的客家人有時候不一定會這樣，我

們好像天生就會一堆一堆做事…美濃人最厲害啊，以前約讀博士一群人、約去考

公職也是一群人…所以我是希望你們這一輩要留住這種方法，只要是有土地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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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就互相幫忙…不管在哪裡工作在做甚麼工作可以先問看看親戚的孩子有沒有

能力要一起打拚，這就是一種應用。」 

    知識社會學者 P. L. Berger 與 T. Luckmamm(1991)曾提到，人的意識乃是由

他的社會存有所決定的。土地與社會形成了屬於六堆客家的風俗、口音、文化內

涵…等無形文化資產，的確我們可以從訪談中梳理出如團結、重視教育這一類六

堆客家人共同的意識或機制。然而，顯然耆老更希望的是我們能夠將這些機制或

精神像先人一樣，以實際的作為直接將團結、庄頭互助這種屬於六堆地區共同的

無形資產或意識應用及表現在現今的工作環境中。 

 

參、無形文化資產之特殊性 

當文化價值或資產逐漸轉為一種可以操作的經濟模式，必須經由獲得智慧財

產權保護，或者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呈現而形成文化產業。一旦以產業、公共性、

創造就業機會的角度介入文化，那其實文化傳統性及特殊性是有可能被破壞的

（劉新圓 2004；張政亮 2013）。 

    換言之，我們必須先理解無形文化資產的特殊性何在?才能進一步推敲什麼

樣的狀況會破壞無形文化資產，接著進一步思索如何保存無形文化資產。 

第一次訪談-「其實做《六堆辭典》跟很多書都是這樣的，我剛才講我對語言的

方面我不敢說有天分…雖然我是教育部客家用字小組的委員，也是字形字音字

義小組的委員，也是俗諺語的委員。…他們覺得說這個辭典應該是大學來做

吧？怎麼會你們一個社團來做呢？…雖然有人反對，但是我想如果沒有先做，

那要怎麼把這些好像很抽象但是有差異的東西讓大家吸收…如果跟著政府政

策，到最後只會剩下四縣跟海陸客家…甚至最後只有一種所謂的客家意識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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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談-「參加客家歌唱比賽唱六堆腔很多評審說用字有問題。然後就是認

證考試他們也認為六堆腔有問題。…六堆是台灣最早來開發的，我們保存的東

西是比北部多，最起碼我們早了六七十年耶！…當然客家話不管是哪一個腔調

它都有自己的生命力，但是如果沒有把它分野出來就會有誤解，也會消失。所

以我當時想還是要深入的把六堆語言跟我們的精神紀錄下來，也希望可以很自

然地傳下去。若說是知道有六堆鄉鎮有六堆腔但它是散諸於每一本書裡面，在

生活裡用不到聽不到這樣過了很久以後人家也沒辦法了解六堆腔是什麼、六堆

精神是甚麼。」 

    以上兩段訪談，老師點出了雖然都是四縣客家話，但六堆口音因為歷史背

景的不同，事實上在口音與用字上已經與其他縣市的四縣腔調有了分野，在台

灣的客家文化及語言中具有特殊性。 

    無形文化資產企圖保存的吟唱傳承與文化表現形式及價值不正是老師上面

提到的內容?但似乎老師也正是擔心來不及保存六堆腔調的特殊性，也憂慮屬於

六堆的口音會消失在政策中，所以當時的他急著要將六堆辭典編撰出來，以他

認為較具體的形式來保存與六堆語言連結的無形文化資產。 

第二次訪談-「有形資產很好懂啊，有形就有辦法留住…無形是一種觀念，怎麼

留?如果沒有傳統的觀念卻留下傳統的器具不就有體沒魂?...那觀念跟語言一樣

要怎麼留?以前又沒有客家電視台…邊做田調邊做書是當時我們能做的。人家每

次說文物消失追不到了，無形資產才是真的沒了就沒了，所以我的想法很簡

單，至少先要留下正確的內容、接著才是不能斷。如果最後是不瞭解我們這裡

的人來動筆，角度一不對後面都會不對。」 

第二次訪談-「所以當時我才會堅持一定要我們來做，像是講話的腔調、忠義精

神、賣田讀書…這種北部不見得有…我們做才能記錄下。如果沒有一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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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也不見得想幫你記錄，電視播著播著或者導遊講解錯誤那就只會剩下媒

體大家認知的客家，都是客家沒有錯，但是過了幾百年，都有特殊的地方。」 

    學者林崇熙（2008）認為，以「人」為主體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須能預

防權力者個人意志或經濟考量而執行的決策。曾彩金老師想要表達的，首先是

倘若沒有經由口述歷史、六堆辭典、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等

紀錄、著作及編輯工程的執行，那具有特殊性的六堆客家的無形資產是否還會

存在? 

    另外，假如沒有經由正確的在地工作者以及具體的紀錄方式將這些特殊的

無形文化資產留存下來，而是由可能不了解六堆、其他地方的機關來主導，那

前面提到屬於六堆的獨特精神、語言或機制，是否就會消失在一個國家文化政

策性的、大的客家框架之中？ 

肆、無形文化資產之生活性 

自 2005年建置文資法，至 2006年起由現在的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推動的「文

化資產再利用計畫」，文資主管單位期盼以文化資產普查及保存技術的推廣以及

由地方文史工作者或團體進行區域性文化價值研究等相關措施，希望各地區除了

可以有效保存或彰顯區域的文化資產，也能夠透過區域閒置空間活化、生活化或

提升觀光經濟價值等經營管理方式，轉化文資的詮釋方式也能延長文化資產的壽

命。(張政亮 2013；李建緯 2020) 

我們可以明白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核心除了空間活化等經濟考量，更重要的是

希望由地方文史組織主導將有形無形文化資產鑲嵌在民眾的生活之中，而地方博

物館則是一種可能適切的展現場域。 

地方博物館、生態博物館這一類的博物館與原來的傳統博物館在本質上是不

同的，傳統博物館某種程度上具有權力的象徵意義。而地方博物館的存在意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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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社區範圍內的居民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活表現，它的目的與運作取向不

一定是要建立知識界不朽的真理或大理論，而是這個地方居民與自然、人文互動

的原因、過程與成果（徐純 2008） 

第一次訪談-「內埔國小是我們六堆最老的學校，國小裡面它最老，是明治 31

年成立的，第二個是萬巒跟佳冬是明治 32年，再來是竹田、高樹、長治、新埤、

麟洛，所以講到百年麟洛剛好是一百年…中心學校就是最重要的學校，所以我跟

邱校長打一個電話今天來這裡做訪談很有意義，其實記錄歷史就是為了說故事，

說故事才可以把無形的東西在生活中教給孩子。」 

第一次訪談-「我們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晚上泡茶聊到我們高樹很可憐…

那時高樹是很窮的地方…我們就說從文化角度來出發這樣子。那時候我一面教書

一方面做社會教育，我在高樹服務的期間大概十二年半左右，參與過籌辦高樹圖

書館，那是屏東縣第一座鄉鎮圖書館…有了圖書館，才真正的可以把很多東西放

到大家的生活裡面，有點像是博物館可以放各種資料，大家又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做很多相關的活動，也能讓外面的人知道看到」 

梳理上述學者及政府文資政策觀點，與地方相關系統性的文資普查或無形文

資的採集措施，最終也最適當的舞台還是在它的屬地，也是區域人民所生活的區

域。這樣的觀點即老師所提到，信口拈來講述的歷史故事最重要的功能是在生活

中能讓聽者自然而然的吸收文化的內在價值。 

從訪談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年輕時整合地方資源努力創建的高樹圖書館，

最核心的任務就是在相應的生活範圍中創造一個文化場域，當人們浸潤在這刻意

設計具有文化氛圍的空間時，無形中就願意選擇具有地方傳統的生活方式，也進

而凝聚了屬於地方的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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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以有形保存無形 

第一次訪談-「就目前保存來看要保存的東西還很多，如果有一個類似六堆

文化教育館這種概念的地方可以做保存、典藏、維護，還可以做學校教育…這個

館大家去看等於說是六堆地方研究及教育的一個據點，收集很多的東西就可以保

存在那裡，但不是那種大家來吃吃喝喝辦活動的場所…像是在編百年校慶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問題，東西就是找不到了，或是說有看過但是不知道到哪裡去了，甚

至很多學校的東西亂丟，應該要有一個地方專門收集也分類各式各樣屬於六堆的

資產…」 

第一次訪談-「他覺得說這個很珍貴是第一屆的，怎麼丟在地上亂七八糟，所

以就是說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很重要應該要愛惜。有些照片還好有心找還是可以找

得到，但很多就都丟掉燒掉，所以說如果籌設一個六堆文化教育館，工作就是儘

量文物、文獻的徵集，還有就是記錄、整理、研究，以後真的想要研究的人就可

以用了，而且人家就知道要研究六堆就是來這個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宣導讓人家

知道東西要留住，這樣可以完成保存傳承的使命，還有展示跟教育的功能。」 

當我們說人決定文物的價值，或說文物本身具有自明性這兩種想法都是不恰

當的，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介於這兩種觀念之間。一方面人們決定了無形文化資

產的命運，另一方面人們卻基於文化共識而建構出無形文化資產本身的文化脈絡

式自明性。也就是說處於某種文化狀態時，當下的人們會共識地認知到何者值得

成為無形文化資產來保存，或者就直覺性的毀壞、丟棄。而在當下，有時候無法

以言語來描述、定義或以法令來規範。（Adorno and Horkhemier 1979；林崇熙 2008） 

回到訪談內容，曾老師基本的想法是應該要有一個專責性的單位針對六堆地

區的文物廣泛的、普及的進行採集及存放，道理很簡單，文物消失了有可能再也

找不回來。雖然文物價值有可能是由人來認定，或許在當下各單位領導者認定那

些所謂的文物不重要，但是你不會知道這些文物對未來的人們所代表的意義及內

涵。先保存，爾後文物脈絡梳理或詮釋文物的工作，未來會由當時的研究者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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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進一步推敲，曾老師想像中的場域，應是研究中心的內涵大過於地方博物館

的性質。雖然已有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但是文化園區建構的場域比較是針對民眾

休閒遊憩之用，而園區常設展的核心目標，原則上也是要帶領民眾初步且較快速

的了解六堆。耆老思想的是一種以教育史料為基礎，進而全面性的累積各領域與

六堆相關的資料，當未來任何領域的研究者需要應用六堆的相關無形資產時，可

以在這個場域中一站取得大量且有效的研究資料。 

 

陸、結語 

文化資產是延續人類文明與環境永續的重要內涵，所以文化資產豐碩的程度

往往會成為一個國家文化水準與生活品質的指標，現代人基本上都認同這樣的觀

念。然而，現實是我們常發現文化資產的詮釋與民眾的生活並未產生連結；民眾

對文化資產保護或保存的觀念也普遍不足；甚至也能發現中央及地方在文化政策

或空間使用的意見上產生衝突…，這些也都會造成民眾對「文化資產」產生誤解，

繼而無法理解它的重要性。 

我們從老師的談話中可以知道老師努力嘗試著要保存六堆口音、庄頭精神、

教育傳承…等六堆無形文化資產，但正是因為它無形所以很難著手進行保存。我

們若觀察文化資產保存法從第 89至第 94條一系列關於無形文化資產如何提報、

認列、紀錄製作、傳習…等內容，即使主管機關定期的自行或委外進行普查，但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個人或團體進行提報程序，之後才會有後續的一系列審查動作。

然而，從老師年輕時至今，即便是我們認為應該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地方教育工

作者，一方面可能不見得真的能體會無形文化資產必須存在的內在價值，另一方

面可能想到為了保存無形文資而必須進行的前端流程就會有了較多的遲疑。 

既然無形文化資產是以「人」為主體，是「人」與歷史、環境與社會長期互

動之產物，所以最應該做的是讓更多人掌握或體認知六堆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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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能消失的急迫性，進產生類似曾老師想要維護六堆無形文化資產的使命感。

該如何做?仔細思考曾老師的談話內容，他提醒我們必須先理解各種無形文化資

產的內在機制是甚麼；接著要以各種載體清楚地區辨並且記錄下來屬於六堆地區

的客家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要將機制、特色，設計成可以被述說、可以被應用

的內容；而若能整合資源建立一個一方面能夠教育民眾如何保存文化資產，另一

方面能夠系統性收藏、維護、運用六堆文化資產的專責單位，對未來的研究者將

是一個相當有價值及貢獻的重要場域。 

最後，我們若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對

「無形文化遺產」的定義思考六堆無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遺產是「被各社區、

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

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務、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網站)」則老師在對話中所提到的幾個重點，包含了六堆教育、六堆客家的群

聚特性、六堆的語言特性…等都具有在六堆客家群體中社會實踐、觀念表述及表

現形式等實質內涵。 

因此，可能將無形文化資產應用化的方式，除了如老師所言將六堆的精神應

用在我們的生活與工作場域中，或是建立一個可以帶動六堆研究風氣並具有持續

累積文獻的研究中心。或許以過去日據時代庭球的庄頭對抗形式將客家群聚傳統

鑲嵌至六堆運動會中，抑或者系統性的培養以六堆腔調進行創作的音樂工作者、

以六堆口音進行書寫的文字工作者、以六堆歷史風土為創作主題的影像工作者，

這些都可能是能夠將六堆無形文化資產更具體的應用在生活中的做法，也能夠跳

脫傳統載具的限制或政策主導的憂慮，讓無形文化資產無形的回到六堆人生活中，

具體的應用且自然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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