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字亭的故鄉博士多
說故事者：溫彩棠爺爺

早期客家人有撿字紙的習俗，並且在村莊裡設置敬字亭，把撿到的字紙送到敬字亭去焚燒。

客家人為什麼對撿字紙這件事，那麼的心甘情願？

那是因為當時的人認為，一輩子撿字紙，會增加壽命，而且子孫會出人頭地、榮華富貴。

老一輩的客家人更認為經常撿字紙，不但自己可以享受福報，而且子孫成長也會非常平安，事業容

易成功。

大家把字紙集中起來拿去敬字亭焚燒後，再用袋子將灰燼蒐集起來，並且在農曆大年初九，也就是

民間俗稱的「天公生」那一天送去廟裡祭拜。

祭拜後還要大陣仗的把字紙灰送去倒進河裡，使它們飄入大海。

護送紙灰的儀式隊伍裡有鑼鼓陣，有人用扁擔和竹簍子扛著字紙灰，最後還會有一個牽著腳踏車的

阿伯，車上載著裝鯽魚或吳郭魚的盆子，以及把手上掛著裝鴿子的鳥籠，配合將字紙灰回歸自然的活動

時，把牠們放生，並且請水神將人們愛惜字紙的心意代為轉告上天，代表著敬重天地，生生不息的意思。

講這個故事給我們聽的溫彩棠爺爺說 ，目前全台灣只剩下高雄的美濃還有「迎聖蹟字紙祭」的儀式。

美濃有「博士的故鄉」的美稱，可見敬重字紙，確實有達到激勵後代要用功讀書、尊敬師長、源遠

流長的涵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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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字亭个故鄉博士多
講古个人：溫彩棠阿公

早期客家人有拈字紙个風俗，莊肚有設置敬字亭，摎拈著个字紙㧡到敬字亭燒。

客家人做麼个對拈字紙恁有心呢？

該係佢兜認為，一生人拈字紙，會較長壽，子孫會較有出息，一生人榮華富貴。

老一輩該客家人還較認為自家拈字紙，毋單淨有福報，還有子孫也會平安長大，事業成功。

大家摎字紙集合共下拿去敬字亭火化後，再摎字紙灰收集共下，在舊曆正月初九，「天公生」這

日送到廟項去祭拜。

祭拜後還愛大陣仗摎字紙灰倒到河壩分長流水，流到大海去。

送紙灰个儀式中有鑼鼓陣，有人用擔竿㧡等竹簍仔裝等字紙灰，最後背還有一個牽等腳踏車个阿

伯，車頂載等鯽魚無就福壽鯽个盆仔，摎裝月鴿仔个籠仔，配合將字紙回歸自然个活動摎佢兜放生，

請水神摎人類愛惜字紙个心意轉告上天，代表敬重天地，永久傳下去个意思。

講這古分𠊎兜聽个溫阿公講，目前全台灣伸高雄个美濃還有「迎聖蹟字紙祭」个儀式。

美濃有「博士个故鄉」个美稱，可見得敬重字紙，確實有鼓勵著後代子孫愛煞猛讀書、尊敬師長

永久流長个涵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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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讀傳家」，敬字亭
說故事者：管世瑗老師

客家文化重視「耕讀傳家」，對於文字極為敬重，對寫有文字的紙張態度必須謹慎，不可以任意丟棄，

所以在清乾隆 44 年 ( 西元 1779 年 )，由地方仕紳梁啟旺發起庄人，合建瀰濃庄敬字亭來焚化這些紙張。

瀰濃庄就是現在的美濃。

焚化後的紙灰，也不能隨意丟棄，由美濃廣善堂於每年農曆正月初九舉行「行聖蹟」或「恭迎聖蹟」，

沿途由八音鼓樂開路，將一年來的字紙灰送達美濃河邊，祭拜「河伯水神」讓紙灰隨水流走，以傳達對

文字的敬意。

趁著回美濃外婆家，我請外公帶我實地參觀敬字亭，發現它已經列為三級古蹟，亭前並供奉著倉頡

聖人的香位，雖然這座古亭一點也不起眼，現在也沒有人使用，但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讓我得以了解

愛物惜物敬重文字的客家精神，真是一次寶貴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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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讀傳家 ---- 敬字亭
講古个人：管世瑗老師

客家人一路裡來都重視「耕讀傳家」，對字紙乜盡敬重，所有寫過字个字紙，定著愛細義，做毋

得濫糝擲忒，清朝乾隆四十四年 ( 西元 1779 年 )，就由美濃个地方人士梁啟旺，發起莊項人，來起造

一座敬字亭，來分大家燒字紙。

字紙燒忒个灰乜做毋得豁忒，該央時就由美濃廣善堂，在逐年正月初九，舉辦「行聖蹟」也做得

講「恭迎聖蹟」，歸路仔就有八音班開路，同這一年來燒个字紙灰送到美濃河灞脣，先對河灞神明唱

喏，正將字紙灰放到長流水裡肚，來表示對文字个敬重。

有一擺，𠊎去美濃吾姐婆个屋下，𠊎兜就跈吾姐公去遶一輪敬字亭，這下敬自亭既經分政府列為

三級古績咧，亭仔頭前有擺倉頡个神位分人拜，雖然講這座敬字亭看起來，一息仔就無打眼，這下也

無在燒字紙了，毋過佢後背所代表个意義，係有恁深个故事，同時，分𠊎了解客家人愛惜字紙个好習

慣，實在係一擺寶貴个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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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古井的從前從前
說故事者：管世瑗老師

從前從前，我們祖先的生活用水，是從河裡把水挑到家裡，每天要花很多的體力和時間才能挑夠一

家人使用。

祖先們覺得這樣不方便，於是就在住家附近挖井取水。

井裡為什麼有水？外公告訴我，那是因為地層底下蘊藏著水資源，只要挖到一定的深度就會有地下

水冒出來，為了把水儲存，也為了方便取水，於是就用石頭或磚頭砌成一口井。

以前要從古井取水，祖先們就把小木桶綁上繩子，然後丟到井底去舀水，裝滿水以後，拉！拉！用

手的力量把小木桶拉上來。

小木水桶愈大，手的力氣也要愈大，桶裡的水就會裝得愈多。

後來由於時代進步，有手動幫浦來代替古井取水。外公家的古井更是加裝了抽水馬達，把水直接從

井中抽到家裡的水缸儲存。

現在家家戶戶都使用自來水，客家的古井不見了，偶爾看到有手動幫浦的時候，大家都很興奮地衝

上前去，搶著搖呀搖，搖出清涼的井水，體驗古早的客家生活，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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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古井个頭擺頭擺
講古个人：管世瑗老師

頭擺頭擺，𠊎兜祖先个生活用水，係去河壩㧡水轉屋下，逐日都愛花當多个體力同時間正罅一屋

下人用。

祖先感覺著這樣盡毋利便，就在屋下附近挖井取水。

井肚做麼个會有水呢？姐公同𠊎講，該係因為地層底下有當豐足个水資源，若係挖到一定个深度

就會有地下水浡出來，為著同水頓起來，也為著取水个利便，就用石頭或者磚頭砌一口井。

早期愛從水井取水，祖先就將係樹桶仔䌈索仔，再過擲到井肚去舀水，裝淰水後，拉！拉！用手

个力頭同桶仔拉上來，水桶愈大，手个氣力也愛較大，桶裡肚个水就愈多。

後來因為時代進步，有手動幫浦來取代水井取水。姐公屋下个水井還加安了抽水馬達，同水直接

從井肚抽到屋下水缸頓起來。

這下家家戶戶都使用自來水，客家个水井無了，下把仔看到有手動幫浦个時節，大家都暢著走前

去搶等搖，搖出清涼个井水，體驗老頭擺个客家生活，當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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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茶亭裡的白馬
說故事者：管世瑗老師

從前從前，宋家祖先在美濃庄尾端工作的時候，發現一匹白馬將家裡收割的猪葉、地瓜吃光，並且

把一旁水缸裡的水喝完，就跑到森林不見蹤影。

第二天早上宋家祖先們到白馬消失的地方查看，發現那裏有一個石頭伯公，於是他們就請示石頭伯

公，問可不可以挖掘白馬消失處的那一塊大石頭。

因為宋家祖先做很多善事，所以石頭伯公當然允許。於是他們開始挖掘，沒想到一挖就挖到黃金。

為了感謝白馬，他們就在那裡建造一座奉茶亭，每天送來甘甜的茶水給人們享用。也許，白馬還會

再來喝水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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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茶亭裡背个白馬
講古个人：管世瑗老師

頭擺頭擺，宋家个祖先在美濃莊尾做事个時節，發現一匹白馬仔同屋下收成个豬葉、蕃薯食淨淨，

脣項水缸裡肚个水乜食著燥燥，這匹白馬仔食忒了後，就走到山林裡背去囥了。

第二日朝晨，宋家个人大家逐到山項去尋白馬，到山頂後，麼介就尋無，不過發現到一個石頭伯

公，故所，佢兜就請示石頭伯公，看做得去挖該位个大石頭無 ? 因爭宋家人个組先識做過當多善事，

故所，石頭伯公當然就答應佢兜，宋家人一挖，沒想到挖出來个全部都係黃金。

為了愛感謝白馬，佢兜就起吔一座奉茶亭，分大家共下來歇睏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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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菸樓裡的黃金歲月
說故事者：管世瑗老師

從前從前美濃客家人大多數從事農業，其中種植菸草是美濃人的經濟來源。

菸草種植的過程非常辛苦，因為菸葉會被蟲吃掉，所以農夫們要很細心的照顧，還要噴農藥，這樣

才能長出好的菸葉。

菸葉一年才採收一次，依葉子的大小、好壞來做等級分類後，再把菸葉用線綁在竹竿，吊掛在樓層

架上，然後用木材燒烤。

在燒烤的過程中會有很多煙，菸樓的上層有排氣設備，菸葉經過十天左右的燻烤，變成金黃、酥脆，

就可以熄火讓菸葉軟化，菸葉的製作就完成了。

後來燻菸葉的技術改由電腦化自動控制，菸樓也逐漸沒落，但它變成美濃特殊的建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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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菸樓个黃金歲月
講古个人：管世瑗老師

頭擺頭擺，美濃个客家人大部分都係從事農業，其中種菸草又係美濃人盡主要个經濟來源。

種植菸草个過程係非常辛苦个，因為菸草葉仔當會分蟲仔咬食忒，故所，種煙葉个農民愛當細義

去照顧這兜煙葉，有時還愛洩兜仔農藥正做得種出有用个煙葉。

煙葉一年正做得收成一擺定定，還愛用葉仔个大小、靚、媸來分等級，分好了後，還愛將煙葉仔

用索仔一紮一紮捆起來，用竹棍仔吊在菸樓裡背，用樹槎仔少燒，慢慢仔焙畀燥。

焙煙草个時節會有當多煙走出來，故所菸樓盡頂高一層有排煙个設備，菸葉經過十日樣仔，就會

焙著淰黃淰黃、酥酥脆脆，就可以揞火分菸葉仔轉潤，菸葉仔个製作就算完成了。

這下，作菸葉仔个技術，改到用電腦自動控制，菸樓仔乜慢慢仔沒落忒了，毋過顛倒變成美濃个

特殊个風景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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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納福念公太
說故事者：傅兆裕爺爺

那天跟著阿公整理照片時，翻到一張我們家四代同堂的照片。

看到這張微泛黃的全家福照片，讓我想起了公太，心中忍不住難過起來。

我的公太名叫傅文發，就住在高雄美濃來台祖建築的伙房。他是一位標準的客家人，勤勞刻苦。聽

阿公講，公太要求家人忠孝儉樸，自己卻是對鄰里樂善好施。公太為人處事的點點滴滴，在傅家伙房獲

得親戚朋友的敬重和讚美。

打從我有印象開始，過年時，公太一定會帶著全家人到廟裡拜拜。

這是出門「迎春納福」。也是我們這個大家族農曆過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看到公太每年到廟裡都會手拿清香，口中念念有詞的祈求「保佑傅家大大小小平平安安，快快樂樂；

子孫學業成績蒸蒸日上，工作賺錢順利穩定；還沒有討媳婦的，可以趕快找到好對象結婚成家」。

這些都是我公太心裡最重要的願望。

可是今年元月，公太因為年事已高，生病離開我們。送完公太最後一程，按照風俗習慣，因為重孝

的關係，農曆大年初一那天，我們全家人無法像以前一樣，先後到靈山寺、朝元寺、新威道場這些熟悉

的廟裡「迎春納福」。

阿公告訴我們：過年到廟裡拜拜，是公太留給我們傅家很好的傳統，一定要流傳下去。現在只要有空，

阿公還是會帶我們去朝元寺拜拜，不一樣的是，少了公太帶領著大家向神佛仙姑祈願求福。

不過我會在心中跟神明拜託，請祂們好好照顧剛到天上當神仙的公太，也祈求公太在天上保佑我們

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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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納福念公太
講古个人：傅兆裕阿公

該日跈等阿公整理相片个時節，揙到一張𠊎屋下四代同堂个相片。

看到這張囥箱角个全家福老相片，分𠊎想起公太，心肝肚忍毋核艱苦起來。

𠊎公太名安到傅文發，就歇在來台祖建築在高雄美濃个伙房到這下。佢係一個標準个客家人，勤

勞刻苦。聽阿公講公太要求家人忠孝儉樸，對鄰里樂善好施。公太為人處事个點點滴滴，在傅家伙房

得到親戚朋友个敬重同阿　。

有印象開始，過年時，公太一定會帶等全家人到廟肚拜喏。

出門「迎春」，拜神「納福」。這係𠊎兜大家族農曆過年最重要个一件事情。

𠊎看到公太逐年到廟項都會手拿清香，嘴肚緊念同神明祈求「保佑傅家大大小小平平安安，快快

樂樂。子孫學業成績越來越好，做頭路賺錢順利穩定；還吂討餔娘个，做得遽遽尋到好對象結婚成家」。

這都係𠊎公太心肚最大最重要个願望了！

毋過今年正月份个時節，公太因為年事高了，發病仔離開𠊎兜。送公太最後一程後，因為戴孝个

關係，照風俗習慣，今年个舊曆大年初一，全家人無辦法像頭擺共樣，去靈山寺、朝元寺、新威道場

這兜寺廟「迎春」、「納福」了。

阿公同𠊎兜講：「過年到廟肚拜喏，係公太留分𠊎傅家盡好个傳統，一定愛流傳下去。」這下只

愛有閒，阿公還係會帶𠊎兜去朝元寺拜喏。無共樣个係少忒公太帶領大家向神佛仙姑祈願求福。

毋過𠊎會在心中同神明拜託，請佢兜好好照顧正到天頂做神仙个公太，乜祈求公太在天頂保

佑𠊎兜大家平安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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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掃墓叫「掛紙」
說故事者：傅兆裕爺爺

「清明時節雨紛紛，路上行人欲斷魂 ...」，一般人的觀念，清明節是四月五日，卻不知道，客家人

元宵節過後第二天，農曆正月十六日就開始掃墓了。客家人把清明掃墓稱為「掛紙」。

掃墓的時候，子孫們一定會先整理墓園：修剪樹木、拔草掃地、清理環境；然後擺放祭拜的牲儀供品，

最不能馬虎的事情是要幫祖先「修房子」。

一年沒有來看祖先，這一年刮颱風下大雨，祖先住的家，應該多多少少都有損壞，趁著掃墓的時候，

大人叫小孩子拿著新的彩色長方型紙條，用小石頭把它們一一壓在墳墓上，鋪滿整個墳頭，剩下的紙就

掛在墓園周圍的樹枝上。

阿公說這樣做的意思是換屋頂上的瓦片，以及貼補四周圍的牆壁，所以叫做「掛紙」。

就拿我們傅家來說：祖先攜家帶眷，從廣東梅縣克服各種困難，搭船渡過有「黑水溝」險惡著稱的

台灣海峽，來到高雄美濃開墾定居。百年來，開枝散葉已經有五大房的百子千孫。

所以每年到掛紙的時候，家家戶戶準備的供品總是擺滿墓地的前庭。較晚到的子孫，常常要找好久，

才能挪出一點地方來擺放祭拜的東西呢。滿滿的供品，都是子孫們的心意，感念傅家先祖來台開墾的辛

苦，更答謝祖先對傅家子孫的庇佑。

祭拜結束以後，要燃放一串長長的鞭炮，於是小孩子們就開始摀住耳朵，鞭炮聲越響亮表示來年子

孫越興旺，鞭炮聲響越長久表示福氣越多。

每年到了掛紙的時候，平常在外地讀書、工作的傅家子孫們一定不會缺席，都會趕回美濃參加掛紙

這件重要的事。因為我們都認為孝順的子孫祖先一定會「有求必應」。

每年到了掛紙的時候

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這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件這件件這這這這這這件這 重要重重 的事。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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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掃墓叫「掛紙」
講古个人：傅兆裕阿公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一般人个觀念，清明節係四月初五。其實盡多人都毋知，

客家人對元宵節過後第二天，就係舊曆正月十六日開始就做得掛紙吔。

更多人毋知客家人同「清明掃墓」安到「掛紙」。

掛紙个時節，子孫一定會先整理墓園：修剪樹仔、挷草掃地、整理環境；再來擺牲儀祭品。最做

毋得儘採个事情係要同祖先「整屋仔」。

一年無來看祖先吔，這一年有發風搓落大雨，祖先歇个屋仔，應該多多少少都有壞核，順等掛紙

个時節，大人就會喊細人仔拿等新个彩色長形紙條，用細石頭同佢等矺啊在墓龜仔，矺滿歸个墳頭，

伸个紙就掛啊在墓園脣个樹仔項。

阿公講恁仔做个意思係換屋頂項个瓦析，同貼補四周圍个壁，故所安到「掛紙」。

就拿𠊎等傅家來講：祖先對廣東梅縣經過各種困難，坐船仔渡過人講「烏水溝」个台灣海峽，來

到高雄美濃開墾定居。百年來，開枝散葉已經有五大房个百子千孫了。

故所每年到吔掛紙个時節，家家戶戶準備个供品總係同墓地个前庭擺啊滿滿。過慢到个子孫，時

常要尋盡久，正做得徙出一息仔地方來擺牲儀。滿滿个牲儀，都係子孫个心意，感念傅家先祖來台開

墾个辛苦，更答謝祖先對傅家子孫个庇佑。

祭拜結束以後，要放一串長長个紙炮仔，細人仔就開始揞等耳公，紙炮仔聲越大表示來年子孫越

興旺，紙炮仔聲越長久表示福氣越多。

每年到吔掛紙个時節，平常在外地讀書、食頭路个傅家子孫一定毋會缺席，都會趕歸來美濃參加

掛紙這件重要事情。因為𠊎兜都知得，賢孝个子孫，祖先一定會「有求必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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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的廣告車
說故事者：楊淑如阿姨

張永珍爺爺收集的老照片真不少，他請淑如阿姨播放給我們看。

看到一張大人小孩圍觀一個揹著大鼓，鼓面上寫著「宣傳期間」、「洗衣粉」的廣告人時，淑如阿

姨很興奮的說，這個我知道，我來講。

淑如阿姨說，以前沒有塑膠袋，第一次出現塑膠袋就是裝白蘭洗衣粉。

白蘭洗衣粉有一年的廣告宣傳期，這期間收集五個空袋子就可以換一小包洗衣粉。

所以村子裡的人只要聽到咚咚的鼓聲響起，就會趕快拿出收集的白蘭洗衣粉空袋，跑來廣告車的旁

邊，伸長手中的塑膠袋，急著要換小包的洗衣粉。

通常這些工作都是小孩子在跑腿，小孩子們也樂得偷閒出來看熱鬧。

聽見鼓聲咚咚響起，就互相通知：賣白蘭的來了！

白蘭洗衣粉這咚咚的鼓聲，也像馬戲團的鼓聲一樣，深深的吸引著小孩，在小孩的童年裡留下有趣

的回憶。

我在想，淑如阿姨可能也是喜歡跑去換洗衣粉的小孩，瞧 ! 她說這個故事的時候，滿臉興奮，好像

廣告人的鼓聲又響起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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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擺个廣告車
講古个人：楊淑如阿姨

張永清阿公收集个老相片正式毋會少，佢請淑如阿姨用電腦放分𠊎兜看。

看著一張大人細人仔圍等吔看一個背等大鼓，鼓頂項寫等「宣傳期間」、「洗衣粉」个廣告人時，

淑如阿姨當暢吔講 :「這個𠊎知，我來講。」

淑如阿姨說，頭擺無塑膠袋仔，第一擺出現塑膠袋就係袋白蘭洗衫粉來賣个。

白蘭洗衫粉有一年个廣告宣傳期，這期間收集五個空袋仔就做得換一細包洗衫粉。

故所村仔裡背个人係聽著咚咚个鼓聲，就會遽啊拿等收集起來个白蘭洗衫粉空袋仔，走來廣告車

个脣口，伸長手項个塑膠袋仔，緊撮撮仔愛換細包个洗衫粉。

大體仔這兜事頭都係細人仔在做，細人仔也盡暢做得出來看鬧熱。聽著鼓聲咚咚響起，就互相通

知：賣白蘭个來吔 !

白蘭洗衫粉這咚咚个鼓聲，乜像馬戲團个鼓聲共樣，深深个吸引細人仔，在細人仔个童年留下盡

生趣个回憶。

𠊎在想，淑如阿姨可能乜係盡好走去換洗衫粉个細人仔吧 ! 你看 ! 佢講著這個故事个時節，滿面个

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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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店裡的諸葛四郎與真平
說故事者：楊淑如阿姨

老照片裡，穿白色上衣，卡其色短褲，打赤腳的小孩們，擠在一間小房子裡。

小房子的窗架上，像曬鹹魚乾，也像女人掛耳環一樣。把漫畫書的一角鑽個洞，然後將短繩穿過去，

兩頭綁起來，一本接一本的掛在那裏。

一排二排三排四排，不過數十本的漫畫書，有什麼魅力，可以這樣深深的吸引著小孩呢 ?

的確，那個時候的「諸葛四郎與真平」非常受歡迎，主要是在說有一個名字叫做「諸葛四郎」機智

多謀的劍客，和他的義弟夥伴「真平」，一同打倒入侵他們國家的賊黨惡人的故事。

由於故事緊張、刺激、情節步步驚心，還有各種奇形怪狀的武器，讓喜歡漫畫的小朋友們牽腸掛肚，

沒有心情上課，每星期迫不及待地守候在漫畫店爭相閱覽。

可也不是每個人都有錢租漫畫書，所以只要有人租，其他的小孩馬上會圍過去一起看。

瞧！照片裡的小孩子們有的擠在一條長板凳邊，有的擠在窗戶邊的矮凳子上，看得津津有味。

淑如阿姨說：不像你們有這麼多書都不看。

啊！淑如阿姨，妳說什麼？聽不清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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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店裡背个諸葛四郎同真平
講古个人：楊淑如阿姨

老相片裡背，穿等白色个衫，卡其色个短褲，打赤腳个細人仔，尖啊在一間細屋仔裡肚。

細屋仔个窗仔架項，像曬鹹魚仔，乜像掛耳環共樣。同漫畫書个一角鑽吔一個空，再用短索仔穿

過去，兩頭䌈起來，一本接一本个掛啊在該。

一排兩排三排四排，正幾十本个漫畫書，有麼个力量，做得恁吔深深个吸引細人仔呢 ?

確實，該個時節个「諸葛四郎與真平」這本漫畫，主要係在講有一個安到「諸葛四郎」機智多謀

个劍客，同厥結拜老弟「真平」，共下打敗入侵佢等國家个賊黨惡人个故事。

因為故事緊張、刺激、情節步步驚魂，還有各種奇形怪狀个武器，分喜歡漫畫个小朋友牽腸掛肚，

無心情上課，逐禮拜就等毋掣愛去漫畫店相爭看。

毋過，也毋係每一個人都有錢租，故所係有人租吔，其他个細人仔就會圍過去共下看。

你看 ! 相片裡背个細人仔有吔尖啊在一張長凳頭脣，有吔尖啊在窗仔脣个矮凳仔項，看啊恁專心。

淑如阿姨講，毋像你等有書都毋看吔。

啊 ! 淑如阿姨，妳講麼个 ? 聽毋清楚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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