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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花蓮縣客家才藝競賽~ 

「108 年花蓮縣客家熱鬧打嘴鼓推廣比賽」實施計畫書 

壹、 緣起： 

    沙霍假說：「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不僅是一種表達、溝通工具，

也象徵著文化心理、思維方式，以及記錄族群演變與文化軌跡的角色，欲

維護文化，首要便是語言的承繼，沒有語言便沒有文化；所以「語言、文

化、族群」三者關係是密不可分，有語言才能產生自己的文化和族群，語

言能夠繼續使用，文化與族群才能保留下來。 

    但時至今日，客家人的母語傳承卻面臨生死存亡的局面。「二十年前，

在中壢街頭，不會客語是寸步難行，誰會相信如今在中壢，要找一位能用

客語溝通的年輕人都很難，更何況是在臺北等都會區成長工作的客家人，

不知不覺中，客語早就退回家中了……」中央大學客語學院院長羅肇錦教

授感慨地說。 

    羅教授更表示母語的存亡不超過三代：「這一代是「我們」說的話，到

了下一代變成『阿爸』的話，再下一代則變成『阿公』的話，再下去將變

成『鬼話』了」，世界上有 6,000多種語言，很多語言都在逐漸消失之中，

而客家話也在風雨飄搖之中。因此，為維護文化，首重語言的推廣、傳承，

而其管道，普遍所認識的有藉由學校教育、各式語言比賽、歌唱文化活動、

公共場所公事語言、家庭教育等，如何透過各種途徑、方式來保存客家文

化、客家語言，一直是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矢志努力的目標。 

語言文化上承父母親之外，在鄉里、市集及自家中傳承客語文化，要

教導孩子說客家話。惟臺灣島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實行說國語的政策，

使國語成為一種便利的溝通工具，卻相對地幾乎滅絕了本土在地的客語文

化，此情此景下，處於困境中的客語文化傳承越顯困難重重。臺灣島的住

民，以原住民的文化屬於比較顯性的，而客家、閩南及外省等漢人文化是

比較通俗，不那麼具顯性的。又閩南佔臺灣島族群的多數，隨處都可聽聞

閩南語，甚至公共場所是用閩南語交談的，相形之下客家話已經是無處可

逃，無法招架，永遠隱身在自家的家中或者就讓它滅絕吧!客家話是身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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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驚駭險峻的環境中，隨時有被其他族群同化、融合的可能；客家的

面貌也就一日復一日的模糊不可見，越是如此，客家語文化的復甦更形孤

單影隻，客家鄉親信心越來越薄弱，在此叢山竣嶺中，要維護發揚客家語

文化，是必需努力且用力去保存的。 

語言一般被認為是一種溝通的工具，但語言是文化傳承、凝聚認同的

基本權利，族群文化的第一表徵「語言」，代表著族群的生存指標，它不僅

是一種表達工具，也象徵著文化心理、思惟方式，記錄族群演變與文化的

軌跡，維護文化，首為維護語言，沒有語言沒有文化。推廣語言的管道，

普遍所認識的有藉歌唱的方式、學校教育、公共場所公事語言等，語言學

習最能達到效果的是從小學習，落實在家庭之中，平時有機會說客家話。 

「打嘴鼓」是客家鄉親在農忙閒暇時，大家共下在大樹下的伯公廟前，

「你講古，�吃茶」，大家鴨母打孔翹，是農村詳和快樂的景像；是故，

本府期以「打嘴鼓比賽」，作為客家語言復甦發想和基底，重新找回客家文

化美妙，並期建構更具深度、展演性的客家藝文活動，鼓勵在地客家鄉親

投入及參與，藉以牽引、紮根客家母語文化工作，進而發揚客家傳統文化、

開展新氣象，以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貳、 計畫目標： 

    本計畫自 101年開辦迄今廣受客家鄉親好評，為落實客家委員會沒

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文化，本府積極訂定客語法制化等相關作業要點提

升客語區域性使用，以推動客家文化的保存、傳承及發展，以交構編織

出客家文化傳承的藍圖。 

一、 延續以往計畫，以比賽形式辦理，可作為去年計畫的驗收與成果發表；

將極力邀請電台、廣播錄製節目，以提供選手表演舞台，並為客家文化

發聲、貢獻心力。 

二、 比賽內容、題材不拘，以客家文化為主，期透過參賽者的演出來重現、

體驗、活絡客家人的常民文化。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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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 

四、 委辦單位：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民小學 

五、 協辦單位：縣轄內各國民中小學、縣內客家社團及客語薪傳師等 

肆、 比賽時間及地點： 

一、 比賽日期：108 年 11 月 9日（星期六） 

二、 比賽地點：花蓮縣稻香國民小學（地址：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稻香路 99

號）。 

伍、 比賽方式：以 2-4人組隊參賽，為兼顧比賽品質，總隊數限 60組，超出 60

組依報名先後錄取。 

一、 參賽資格： 

（一） 凡對客語朗讀有興趣之幼兒園、國小、國高中及大專以上之

社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 

（二） 前揭社會人士不包括客語薪傳師及學校教師。 

（三） 朗讀比賽、熱鬧打嘴鼓推廣比賽每人限參加一項。 

二、 比賽組別：每隊 2-4 人，每人限參加一組。 

（一） 學生組：參加人員皆為國小及國、高中學生 

（二） 社會組：大專以上之社會人士 

（三） 親子組：跨學生及社會人士組隊 

陸、 比賽主題： 

一、 篇目：由參賽者自選，內容應以「客家笑科或講古」方式呈現。 

二、 可參考客家事務處提供之客語打嘴鼓編目。 

柒、 報名事項： 

一、 報名日期：108年 10月 16日中午 12:00至 10月 28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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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language.hlc.edu.tw/hakka，報名人數超過上限即關閉報名

網站，敬請提早報名。 

三、 報名窗口以學校為主，請參賽員透過學校管道統一報名。跨校學生組及

親子組請擇任一校為報名窗口，勿由社會組管道報名，以利行政作業。 

四、 洽詢電話： 

（一） 承辦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楊小姐，03-8527843#221 

（二） 委辦學校稻香國小，許主任，03-8524663#500 

捌、 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及帶隊老師於比賽當日報到時領取餐盒 1份，但不能和客家朗讀

比賽重複領取。 

二、 領獎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三、 由專業人士所組成評審委員會之評定結果，參賽者須予尊重且不得異議。 

四、 如遇天災或其他之因素停止上班上課，導致本比賽須延期辦理或比賽場

地、時間等有異動之必要，將另行通知。 

玖、 參賽順序及報到時間： 

一、 賽程排定： 

項目 起訖時間 進行比賽組別 備         註 

1 08：40~08：50 報到 
1.比賽規劃二個比賽場地

(D、E)分組進行，評審委

員共6名。 

2.時程表若有變動或延誤，

以比賽當日實際公告為

準。 

3.本賽程表為暫定：主辦單

2 09：00~09：50 第一場賽程 

3 09：50~10：00 休息 

4 10：00~10：50 第二場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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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抽籤、參賽名單與參賽報到時間： 

（一） 抽籤與籤號公告：各項組別參賽人員籤號由主辦單位於108

年10月30日(星期三)上午9時假花蓮縣稻香國小會議室，由

承辦單位會同委辦單位進行分區電腦抽籤。抽籤結果於當日

下午5時公告於比賽官網

（https://language.hlc.edu.tw/hakka）。 

（二） 報到： 

1. 報到時，參賽員需攜帶身份證、健保卡或在學證明查驗身

份，並繳交同意書(如附件)。 

2. 報到時間與抽籤結果一同公布於比賽官網

（https://language.hlc.edu.tw/hakka）。 

3. 所有參賽者請依報到時間完成報到，俾進行出賽入座及其

5 10：50~11：00 休息 
位將視報名人數、場地狀

況調整賽程表及比賽程

序。 

6 11：00~11：50 第三場賽程 

7 12：00~13：00 午餐 

8 13：00~13：50 第四場賽程 

9 13：50~14：00 休息 

10 14：00~14：50 第五場賽程 

11 14：50~15：00 休息 

12 15：00~16：50 第六場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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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宜。 

4. 比賽開始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棄權。 

三、 比賽內容規範： 

（一） 比賽時間4至5分鐘為限，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

準分數1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3秒之內者，

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比賽進行4分半按1次鈴，5分鐘

按2次鈴，之後每半分鐘再按2次鈴。 

（二） 參賽者不得攜帶打嘴鼓文字稿，並力求表現「傳統打嘴鼓」

說、學、逗、唱的精神。 

四、 出賽順序： 

（一） 參賽者請依工作人員唱名（抽籤序號）上台打嘴鼓。 

（二） 比賽一開始應報「出賽序號」及「主題」，並注意禁止說出

自己之姓名或相關個人資料。 

（三） 範例：各位評判先生您好：�係第(  )號，今晡日�（兜）

愛講个題目係「……」。 

壹拾、 評審事項： 

一、 由主辦單位遴聘具客語學養或專長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其中

一人為主任評審委員。 

二、 比賽評分標準： 

1. 主題內容 40﹪ 

2. 表演技巧、語音語調 30﹪ 

3. 創新創意 20﹪ 

4. 服裝儀態 10﹪ 

【註】本次比賽為增加趣味性、豐富性，並不限制以全客語呈現(可穿

插國語、閩南語等)，但為符合比賽宗旨，其他語言出現比例應在 20%

以下，若超過，評審委員可酌予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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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組比賽成績之統計，一律採各出席評審委員評定之總平均分

數計算，若遇同分者，由出席評審委員當場議決其名次。 

壹拾壹、 獎勵事項： 

（一） 第一名（各組錄取1名）：獎狀乙面、商品禮券5,000元。 

（二） 第二名（各組錄取2名）：獎狀乙面、商品禮券4,000元。 

（三） 第三名（各組錄取3名）：獎狀乙面、商品禮券3,000元。 

（四） 佳作（各組錄取5名）：獎狀乙面、商品禮券1,000元。 

（五） 評審得依參賽人數及參賽者表現情形增減各組得獎名額。 

壹拾貳、 預期效益： 

一、 「打嘴鼓比賽」，打嘴鼓可說是客家常民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打嘴鼓不僅是種口說藝術，更蘊藏了客家先民的智慧結晶；本活

動亦將積極邀請得獎者至教育電台錄製節目，讓客家打嘴鼓可以

傳誦不息。 

二、 藉此一計畫競賽之辦理，將分居於各地客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

交換及切磋對客家文化傳承之經驗與學能，增進情感交流，強化

客家族群意識。 

三、 以寓教於樂及循序漸進之方式，傳承與發揚客家文化，其效果自

當彰顯與永續。並從精粹及優良之文化面切入，以帶動客家文化

之全面振興。 

四、 以最具客家族群文化之元素─「客家話」，作為客家文化推廣與族

群孳衍之要項，有事半功倍之效與立竿見影之功。 

五、 使參與競賽者重新認識與珍惜客家傳統文化之美，為地方客家族

群文化注入一股元氣及力道，並擴而充之使其更具多元化、可看

性與價值性。 

六、 讓到場參加活動之客家子弟及他籍人士感受濡染到客家文化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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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淳厚、精深優美；並期之有後續感染與傳播作用，使客家文化

之傳承發生點、線、面之擴展效果。 

壹拾參、 交通補助 

一、 補助對象為花蓮地區參賽者，吉安鄉以外參賽者及帶隊老師

皆可申請，請依報名單位為出發鄉鎮填報；個人報名則以戶

籍鄉鎮為出發地，戶籍地於外縣巿者恕不補助。 

二、 補助金額依參賽者出發鄉鎮之主車站至吉安車站之自強號

票價定之。 

三、 補助金額請於報名系統中依實填報。 

四、 補助款項不能和客語朗讀重複支領。 

108年客語朗讀暨打嘴鼓比賽交通補助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鄉鎮 自強號全票來回 自強號半票來回 

新城鄉 90 46 

花蓮市 46 24 

壽豐鄉 62 32 

鳳林鎮 132 66 

光復鄉 180 90 

瑞穗鄉 270 136 

玉里鎮 362 182 

富里鄉 448 224 

秀林鄉 114 58 

卓溪鄉 448 224 

萬榮鄉 154 78 

豐濱鄉 1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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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花蓮縣客家才藝競賽」 

1.作品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無償授權「花蓮縣政府」將本人參加「108 花蓮縣客

家才藝競賽」之作品永久典藏展示於「花蓮縣政府」所屬相關網

站，且為推廣資訊教育之目的，得獨家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

透過網路、數位光碟公開傳播、轉授權他人下載、列印、出版、

發行…等非營利行為。 

立同意書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未成年之參賽人家長或監護人，成年者免填)： 

 

 

2.個資同意書 

花蓮縣政府（以下稱本府）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

第 8條規定，告知您下列事項： 

一、本府取得您的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執行「108花

蓮縣客家才藝競賽」，依所蒐集之資料做為計畫執行、訊息

通知及行政處理之用，不會提供給無關之第三方單位使用。 

二、本府蒐集之您的個人資料，您依個資法第 3條規定，有請求

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停止蒐集、停止處

理、停止利用和刪除之權利。 

三、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若其提供之資料不足或有

誤時，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次活動。 

□本人已詳閱依個資法第 8條規定之告知事項，並同意花蓮縣政

府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未成年之參賽人家長或監護人，成年者免填)：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