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96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計 畫 名 稱 計畫目標 執　　　　　行　　　　　成　　　　　果

壹、客家行政

宣揚客家文

化活動

新春祈福與團

拜活動。

舉辦 2007 年慶

祝母親節活動

。

舉辦南台灣客

家菁英論壇引

領青年關心市

政。

妥辦客家文化

藝術季活動弘

揚客家文化。

辦 理 「 hakka

本會於 96年 3月 4日舉辦祈福儀式是向土地公為首的諸

神祈求居民及牲畜平安、農作豐收，庇佑全年風調雨順

，表達求平安吉祥的願望，是客家特有的風俗儀式。本

次活動除了有傳統「三獻禮」之祭拜儀式、客家八音樂

團演奏外，市長擔任主祭官，祈求高雄市政亨通、市民

幸福快樂，現場並安排熱鬧的客家祥獅獻瑞、精采的客

家藝文表演等節目。

為推展客家傳統孝道、創新客家服飾及發揚客家美食等

落實文化傳承工作，於 96年 5月 5日假本市客家文物館

，舉辦2007年慶祝母親節～「幸福客家情‧美食報娘恩

」活動，促使社會大眾更瞭解客家優美的文化資源及孝

道傳承，喚起客家鄉親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藉以凝聚對

客家的向心力及促進族群間之交流互動與和諧共存。參

加活動人數約有1,500人。

於 96年 10月 5日假本會客家文物館舉辦「南台灣客家

菁英論壇」，藉以引領青年關心市政，分享各界菁英及

專家學者成功經驗，並面對面探討客家文化與公共事務

發展的現況，及美好願景，並參訪本市市政公共建設（

如：捷運工程、真愛碼頭等）；參加學員人數約有 120

位，非客籍學員約60％。

2007高雄市客家文化藝術季活動是以「夜合‧high客」

為主題。規劃了二場次不同風格的活動：

96年 10月 13日假本市真愛碼頭舉辦「夜合‧high客

音樂季」，將客家傳統歌謠、台灣歌謠、當代流行知

名歌手、樂團演唱、搖滾音樂等等，做連結與整合，

活絡客家音樂文化，精彩地揉合客家傳統音樂與現代

搖滾，呈現客家音樂動感及現代的多元面貌。

96年 10月 14日假本市真愛碼頭舉辦「夜合‧high客

嘉年華會」，將客家傳統及創意產業如：客家服飾、

客家意象文物等、以嘉年華會方式呈現，結合客家親

子DIY遊戲、動感表演、客家美食料理饗宴等。本次

活動吸引約3,000人次駐足參觀。

96年 12月 11日、13日、17日及 19日等，分別假高雄

醫學大學綜合球場暨集會場、高雄餐旅學院鐘樓陽光大

草坪、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中正堂、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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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策行

銷客家文化

客校園演唱會

」活動。

辦理「客音飛

揚～菁英挑戰

賽」活動。

設攤展示客家

意象行銷客家

。

慶祝婦女節活

動。

參加兒童節慶

祝活動。

協助中央辦理

「客家親子夏

令營」活動。

協助中央辦理

「台灣客家博

覽會」活動。

學國際會議廳等場地舉辦「hakka 客校園演唱會」活動

，以激發其對客家文化的興趣及喜愛，從中找失聯隱性

年輕的客家人，積極在各大專院校輔導成立客家社團，

以成為客家文化發展延續的先鋒種子隊，期能達成「處

處是客家」打造高雄市成為多元文化之典範城市。

96年 12月 15日至 16日假本會客家文物館大禮堂，舉辦

「客家飛揚歌謠菁英挑戰賽」活動，為薪傳優美的客家

文化，鼓勵客家語文、音樂發展、提升藝術表演水準，

並促進客家語文生活化及藝術化、以提高本市市民休閒

生活品質。

96年 3月 3日至 11日配合建設局於燈會期間設攤展示客

家優美文化及行銷客家產業，並於 3月 10辦理燈會民俗

日活動─「傘亮客家‧光耀高雄」，提供客家優美文化

分享社會大眾，活動當天吸引眾多民眾駐足參觀。

為歡慶 38 婦女節，社會局於 96年 3月 3日辦理「躍舞

揚飛‧世運飛起來」活動，為展現客家文化民俗及創意

特色，特組隊參加，表演客家獨特熱鬧吉祥的迎親舞曲

，並榮獲「最佳笑果獎」。

為慶祝兒童節，社會局特於 96年 3月 31日舉辦「國際

兒童融合嘉年華會」活動，特派請藝文表演團隊參加演

出，表演內容以客家元素為主，讓幼童感受多元文化之

美。

96年 8月 5日、6日與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假南元

休閒農場，共同辦理「2007客家親子夏令營」活動。強

化家庭、學校、社區及城鄉之客語學習，營造親子共享

、族群文化融合的客家文化學習生活空間，以引導民眾

體驗客家文化生活，進而推動客家語文化學習生活空間

，推動客家語文教育向下紮根，建立客家語在公共領域

的活化機制。

96年 12 月 21 日起至 97 年 1月 19 日止，協助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假高雄市 85大樓 5樓，舉辦「2007台灣客家博

覽會」，內容涵蓋台灣客家源流、客家歷史人文、語言

、音樂等，充分展現客家多元風采及文化面向，亦有充

滿當代設計之客家裝置藝術、客家傳統工藝體驗、客家

美食嚐鮮、舞台表演等精采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客家

主題館、歷史人文館、遊客影城、桐花館、黃蝶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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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言文

化保存推廣

輔導客家社團

及本市幼稚園

各級學校傳承

客家文化。

開辦「客語初

級認證班」課

程。

開辦「全民學

客語」基礎班

課程。

辦理「醫用本

土語-客家語」

課程。

堆館；影音客家、戲說客家（客家戲曲介紹）、客意考

掘（客家相關紀錄片）、客家大戲、MV影片播放、客感

音樂等。不但能展現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近年來輔導

商家與推動文化的豐碩成果外，並希望藉此帶動各地客

家產業發展、展現客家多元風貌，於冬藏時分，以好客

的精神，體驗客家風華。

為鼓勵本市客家社團及各級學校持續推廣客家文化活動

，振興客家傳統文化並積極開創新客家文化契機，本會

訂頒「高雄市補助客家團體及各級學校推動客家文化活

動實施要點」及「高雄市補助本市各級學校及客家社團

推動客家文化活動實施要點規範說明書」，獎助本市客

家文史工作者或學校、團體，積極推動客家文化保存、

延續、發展與成長等相關工作。96年 1至 12月輔導本市

14個客家歌謠培訓課程及 1個歌唱技巧班開課，3個客

家社團辦理推廣客家文化活動、3個客家歌謠班年終聯

歡晚會活動及 1個社團至文化中心至德堂公演「感動的

聲音～經典老歌演唱會」活動，社團部分共補助新台幣

壹佰陸拾萬叁仟陸佰捌拾元整；96年 1月至 12月輔導本

市22所公私立幼稚園、33所國民小學、2所國民中學開

設客語課程，並補助期課程所需之客語師資鐘點費及相

關費用，共補助新台幣貳佰貳拾肆萬柒佰柒拾陸元整；

另為推廣客家文化，本會並補助 17所公私立幼稚園及國

民中小學參觀「2007台灣客家博覽會」客家活動戶外教

學所需經費，共補助新台幣 43萬 8513元整。96年度補

助本市客家社團及各級學校總計新台幣 428萬 2969元整

。

96年 3月 10日至 6月 2日每週六上、下午假高市客家文

物館開辦「客語初級認證班-四縣腔」及「客語初級認證

班-海陸腔」等2班課程，期能協助學員順利通過客語認

證資格考試。

96年 6月 25日至 9 月 17日每週一晚上假高雄市三民區

鼎力、鼎強、鼎中、鼎金及鼎西等五里聯合服務處，開

辦「全民學客語基礎班」課程，以積極推動社區客語生

活化學習的管道，落實客語紮根工作。

為協助醫學院學生瞭解與學習客家語言及文化，促進良

好溝通，建立良好醫病關係，以維護病人人權，自96年

起特假高雄醫學大學辦理「醫用本土語-客家語」課程，

業於96年 5月 23日辦竣二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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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高雄市

生活客語教學

資源網」。

編製出版「客

語教學輔助教

材」第二冊。

再版「客語教

學輔助教材」

第一冊。

補助本市各級

學校開設客語

課程所需之客

語師資鐘點費

。

推行「客語無

障礙環境服務

窗口」志工服

務。

製作「客語廣

播單元劇」。

96年度與行政院客委會及教育局共同合作建構「高雄市

生活客語教學資源網」，供客語教學老師或學生使用，

提高客語學習之便利性。

鑑於本市各級學校客語教學之輔助教材之不足，本會特

成立客語教材編輯小組，並依照小學各年級學生程度編

輯出版客語教學輔助教材（含音樂 CD），第二冊業於96

年 8月20日編竣完成，並轉發各校使用。

鑑於目前本市已有 22所幼稚園（含托兒所）、61所國

民小學開設客語課程，經學校電話反映，希望本會能提

供客語課程相關教材，以利該校客語課程順利推展。為

避免本市各級學校開設客語課程後無教材使用之窘境，

爰再版加印「高雄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客家語輔助教材

第一冊」，以提供本市各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開設客語

課程之師生使用。

高雄市現有151餘萬人口，客家人僅有25萬人，其中會

說客語者卻不到 20％，而這些客家人中又多數屬於中老

年人，顯示客語傳承之斷層隱憂；又查近年學者專家之

調查報告，客語每年正以 5％之速度流失，一種語言無

法在公共領域上繼續流通，則該文化勢必逐漸消失，因

此，客家文化之存續刻正面臨嚴重危機。客語復甦工作

之推展是本會當前刻不容緩之重要工作，經本會積極輔

導推廣客語教學工作，目前本市已有22所公私立幼稚園

、61所國民小學、5所國民中學已開設客語課程，其中

本會更補助 22所公私立幼稚園、33所國民小學、2所國

民中學開設客語課程所需之客語師資鐘點費，總計為新

台幣壹佰陸拾陸萬陸仟壹佰壹拾陸元整。

為期擴大為民服務，並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型塑客

語無障礙環境，本會爰於96年 10月 1日起至 96年 12月

31日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及火車站等重要

公共場所廣設客語服務窗口，並招募志願服務人員投入

服務行列，以服務客家鄉親及其他族群民眾。

傳播媒體對於現今社會國家的發展與進步，一直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亦是學習的最佳捷徑，有鑑於客語每年正

以 5％之速度流失，客語復甦工作之推展，是本會當前

刻不容緩之重要工作，為使客家語言能在本市向下紮根

、茁壯，年輕一代的客語能力日漸提升，讓客家語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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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事

務交流

製作出版「客

家漫畫、諺語

謎語集」學習

手冊。

編撰客家食譜

行銷客家美食

。

借重專家學者

周妥規劃客家

政策。

推動城鄉文化

交流增進鄉親

情誼。

賡續興建南台

灣首座都會型

客家文化園區

。

化能豐富台灣的多元發展，更能源遠流長，以落實鄉土

語言教育政策，爰此，本會特規劃設計製作～上「客」

了！「超夯」客語廣播單元劇，以便利市民朋友能收聽

並學習客家語言文化節目。

為推廣客家語言文化發展，讓市民及學童能認識客家、

接觸客家，進而瞭解客家文化，本會特編製出版「客家

漫畫、諺語謎語集」學習手冊，提供學童學習且均能琅

琅上口，且能利用輕鬆、活潑之客語課外多元化之相關

教材，促使客家語言文化向下紮根，達成語言文化之傳

承及源遠流長，以提高學童學習客家語文之興趣，期能

順利推展客語教授課程，促使各學校能充實客語輔助教

材。

為宣揚並創新客家美食文化的精髓，爰將傳統客家食材

與烹調方式，加入現代健康養生及多元創意飲食新風貌

，開發出創意客家美食料理食譜，業於 96年 12月出版

「客家傳統及創意美食」食譜，同時將本市各客家餐廳

之特色臚列書內，以行銷客家產業並提振經濟效能。

邀請專家學者、客家意見領袖，參與本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各項重大客家政策會議，提供施政建言，俾周妥規劃

客家政策，提升施政品質，本(96)年共計辦理委員會議

3次、諮詢會議 1次。

為增進民眾了解客家風土民情、促進客家文化城鄉交流

及多元文化融合以及促進客家事務合作與交流，本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辦理下列活動：

為促進本市客家社團客家文化交流，增進和諧團結，

於96年 8月 25日辦理「96年度本市客家社團文化交

流活動」。

為精進本市客家社團表演技巧、推廣客家文化，96年

1月至 12月份，與國內客屬團體合辦 8場次客家文化

城鄉交流活動。

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於 94年元月1日成立後，即向行政

院客家委員會積極爭取分年編列預算補助經費 1 億

2,100萬元，並由本府分年編列預算經費 1億 2,238萬元

，預定於本市三民一號及二號公園，規劃建置一座兼具

教育、文化、產業及休憩功能之「高雄市客家文化園區

」，預計分為二期工程完成：

第一期工程：

～ 259 ～



計 畫 名 稱 計畫目標 執　　　　　行　　　　　成　　　　　果

全力推廣 2009

世運會比賽項

目-浮士德球。

於三民一號及二號公園建置景觀客家意象景觀設施

及植栽、三民二號公園停車場等設施，預定 97年 6

月竣工。

本會於96年 11月 16日，移請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

處委託辦理工程施工案招標發包（設計圖說公開閱

覽 96年 11月 26日至 96 年 12月 4日、公告招標 96

年 12月 10日至 97 年 1月 2日），惟第一次公開招

標結果，僅一家廠商參與投標，宣布流標，養護工

程處表示近期內將進行第二次公告招標。

第二期工程：

　於三民二號公園建置主體建築及客家文物館空間重新

規劃定位等。預定於97年 2月份交由本府工務局辦理

工程施工，98年5月前竣工。

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為推廣浮士德球運動，於96年度分

別以動、靜態方式推廣，期能促進全民運動風潮，鍛鍊

強健體魄並在世運為國爭取佳績：

靜態推廣：

以客家意象佈置攤位、浮士德球簡介看板展示、簡

介資料分發參觀人員方式推廣，共計辦理12場次。

於本會網站刊載浮士德球運動緣由、規則等資料並

於本會發行之「南方客觀」雙月刊，刊載浮士德球

規則及活動訊息。

動態推廣：

96 年 7月 13至 15 日假本市中正體育場，與臺灣浮

士德球協會合辦96年度浮士德球 C級教練講習會暨

示範比賽。

辦理「浮士德球」體驗活動 2場次，並於現場分發

浮士德球宣導文宣、宣導紀念品多角形摺疊式撲滿

及鑰匙圈。

～ 260 ～



計 畫 名 稱 計畫目標 執　　　　　行　　　　　成　　　　　果

～ 26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