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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客家文化尋踨夏令營心得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胡欣佩 

 

一、前言 

  去年於四川的營隊點滴回憶仍猶在，今年是我第二度參加「客家文化尋蹤」

夏令營。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舉辦迄今已然十屆。本次的

營隊係由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主辦，並由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暨南大學歷史

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聯合大學客家研究院、南昌大學歷史系、暨南大學古籍

研究所、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與麗水學院民族學院等各

大學院校與研究機構共同協辦，本屆夏令營的參與老師與成員共有 58 名。 

  歷年來，客家文化尋蹤的營隊足跡廣布，從第一屆至第九屆，已遍及中國各

省，活動地點分布於廣東、福建、江西、廣西、湖南、四川各地區，通過不同地

區之間的客家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差異與比較，加強學員對於客家文化的多樣性

與複雜性之認知。令人期待地，今年的客家文化尋蹤的足跡，則是來到了浙江。 

 

二、田野筆記 

  2014 年 7 月 20 日至 7 月 26 日，第十屆「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考察行

程一共為期七天六夜，尋訪的地點是位於浙江。 

  首日，7 月 20 日，學員先各自抵達杭州，完成報到手續。第二天，7 月 21

日，上午先參訪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遊覽杭州名勝西湖南線，晚間再至麗水學

院，進行本屆營隊的開營儀式與學術研討會（圖 1）。席間，各校教授輪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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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研究的論文，為學員們講述浙江畲族與客家的歷史文化，並且熱烈地開

啟討論，認為畲族與客家有著相似性與親緣關係，尤其是表現在語言、文化的方

面。 

 

圖 1 第十屆「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開營儀式與學術研討會 

  7 月 22 日，我們出發前往了景寧畲族自治縣的古村落東弄村（圖 2），沿著

山路蜿蜒往上，從山間的傳統民居與住屋形態中尋找畲族的蹤跡。同天，我們還

參觀畲族文化博物館，並且在大均古鎮有一場模擬畲族婚禮的互動活動，讓學員

自願扮演新郎、新娘、伴郎（赤郎）、大舅子等角色，其他學員則為做為觀禮親

友，從各種角度，包括儀式流程、服飾、歌謠、舞蹈等等民俗風情，共同體驗畲

族的婚禮文化（圖 3）。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場模擬婚慶的活動，原先有

部分的學員並不想參與，希望能提供別的行程，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是觀光活動、

而不是田野調查了。但是後來大家考量營隊是作為團體的活動，故仍舊依照原定

安排進行。 

  由於景寧畲族是浙江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在過去的遠居山林、交通封閉

的條件之下，地方上保存著較為完整的歷史風貌。然而，國家的力量來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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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拯救經濟落後」、「保存少數民族文化」等因素時，就讓村落開始備進行旅

遊資源開發，企圖形成人文與自然景觀結合的綜合旅遊圈概念。 

  首先，國家從畲族文化來思考，「村落」被作為文化展演的空間，亦被視為

是旅遊發展的載體，因此有形的村落建築與自然環境成為了旅遊景點，如祠堂、

廟宇和居住設施；接著再透過無形文化進行族群的詮釋，如人物傳說、歌舞、婚

嫁習俗等等傳統文化，讓當地重新建立畲族形象，於是就有了大均古鎮的體驗婚

俗與相關類似活動。 

  身在活動其中，穿戴服飾、對歌高唱，配合當地人的協助指引與導覽，尤其

負責扮演新郎與新娘的兩位學員原本就是一對情侶，大家不由自主地感染婚禮的

氣氛，熱鬧、嘈雜，並且歡樂著。這或許可能是一種快速、濃縮而直接能認識當

地文化的一種途徑，我卻開始質疑自己在這個地方的角色該如何被轉換，是研究

生，抑或者是觀光客？ 

 

圖 2 景寧畲族自治縣東弄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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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體驗畲族婚禮 

  緊湊而充實的行程，持續進行著。我們於 7 月 23 日來到龍泉，實地走訪了

幾個著名景點，如龍泉寶劍廠（圖 4）、青瓷博物館及青瓷小鎮（圖 5），欣賞著

龍泉地區在寶劍與瓷器兩個技術領域上的藝術表現。 

 

圖 4 龍泉寶劍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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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龍泉青瓷小鎮導覽圖 

  接下來，7 月 24 日在松陽縣，上午先是訪問石倉古民居（圖 6），而後下午

再前往黃家大院（圖 7），傍晚轉往遂昌的湯顯祖紀念館。這天，上午是雨天，

我在石倉遇到了一件意外。由於營隊的學員人數將近六十人，居屋內的空間則相

對顯得狹隘，確認好可自由參觀的時間後，我便獨自走出民居，欣賞沿途石倉村

落的建築、小橋、流水與山林間的景致。這時候，一位年約四十歲的中年男子見

我落單，就向我走了過來，自稱是當地居民，一人獨居於此地，家中的兄弟皆外

出工作，並且詢問我來自何處、來此目的。待我說明完了以後，這位男子更熱情

且主動說他可以幫我介紹民居內的構造與擺設。我原先不疑有他，卻逐漸地發現

不對勁，越往屋內走、越是看到他帶有性暗示的動作，最後直到他提出「邀請」、

要我上樓，我才知道原來這名男子的目的，是想帶我到他的房間。 

  以前雖曾經聽聞過類似的事件，田野工作者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或多或少

曾遇到報導人的各種要求、邀約以建立關係，同時不論是男性或是女性，都有可

能會遭遇。儘管可以先盤算好各種應對進退的方法，但是當我真正碰到時，心中

還是充滿了震驚與不安全感。我猜想著幾個可能的動機：這名男子只是剛好遇到

單身女性，而隨機試問看看罷了；或者，他認為這是一種交換資料的方式，若要



6 
 

他分享他的故事，那麼對方應該得付出些什麼作為回報；更或者，背後還挾帶有

許多社會脈絡、當地文化、性別價值觀等各種因素。真正的動機為何，我已不得

而知。不過藉由這次的經驗，更讓我意識到：田野工作中充滿未知，當自己在面

對田野工作時的定位與態度，應該有著更周全的謹慎。 

 

圖 6 松陽石倉古民居 

 

圖 7 松陽黃家大院 

  夏令營的第六天，7 月 25 日，我們來到衢州的廿八都古鎮景區（圖 8）。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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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既是需要門票才能進入的景區，同時也是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區，這件事情很

有趣。但一位居民甚至悄悄告訴我，其實根本不需要買票，村子旁邊隨便一條路

就可以走進來了。在古鎮裡，可以看到遊客在拍照留念、導遊帶領隊伍進行解說

導覽，也可以看到民眾在自家屋外洗衣、在門口旁隨意擺著一張凳子就坐下。以

及屋牆上的標語文化，如「發展林業經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圖 9、圖

10），反映著時代的思想。廿八都古鎮透過建築風貌與聚落文化的保存，顯露出

傳統歷史及日常人文在當代的交會。 

 

  圖 8 衢州廿八都古鎮居民 

  

圖 9、圖 10 標語：「發展林業經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最後一天，7 月 26 日上午，大家一起正式為第十屆「客家文化尋蹤」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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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畫下句點（圖 11）。 

 

圖 11 交通大學七名學員合影 

三、後記 

  很榮幸能夠再度參加「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經過一年的時間，這次在營

隊間見到了幾位熟面孔、認識了一些新朋友，而當我在整理田野的筆記時，我也

發現到自己觀察地方的視野、參與團隊的程度、與他校學生交流的互動，已相較

於去年而有些微的不同與提升，這是需要多次營隊經驗才能體會到的變化及成長，

是我認為最值得再度參加「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主要原因，也因此鼓勵大家

參加。 

  然而，我思考從去年四川踏查閩粤贛客家移民各自建立的會館，到今年浙江

走訪山間畲族古民居與聚落，沿途都是委由導遊與領隊的陪同，雖然能夠因此精

準地掌握營隊流程，卻也限制了我們找尋地方可能性的機會。其中更可惜的是，

本營隊雖名為「客家文化尋蹤」，但除了在研討會上有邀請各校教授進行客家文

化研究的論文發表之外，實際行程上，則多為參訪古鎮與產業景點、參與旅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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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體驗地方風俗民情，已逐漸地缺乏更為深入的客家文化之討論與比較。 

  但仍承蒙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的不遺餘力，本屆的「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

如同往屆一般，帶給學員獲益良多。不僅是讓參加營隊的學員皆得以增進個人田

野調查的實務經驗，還可以從中擴展自身對於地方文化的多元理解，更致使海峽

兩岸的學生能藉由這每年一度的營隊活動契機，進行良好的交流。對於參加「客

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學員而言，最大的收穫不光是學術知識的切磋琢磨，更同

時還是兩岸生活經驗的相互交換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