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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海的對話：苗栗的歷史、族群與人文
－第11屆新台灣史研習營後記

吳家雯
學員

一提到苗栗，你會想到什麼？是大湖的草莓？卓蘭的水果？還是三義的

木雕？然而這些只是苗栗的物產，對於了解苗栗、認識苗栗還是不夠的。在

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看到了新台灣史研習營的公告，於是，抱著一顆想要

多認識苗栗的心，我報名參加了這次的研習。

在前往竹南火車站的車上，心中確實曾忐忑不安，一方面是因為第一次

參加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所舉辦的活動，另一方面是獨自前往，讓我對於

這種人生地不熟的情形感到害怕。所幸，懸掛在半空中的心，在看到工作人

員親切的表現之後落下一半，又在看到參加學員彼此熱絡互動的情形下完全

放下，我才了解，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到了研習地點——

獅頭山勸化堂，在簡單

的開幕儀式後，課程即

將展開。看到學員們有

的是攜家帶眷，有的則

是連續參加了十一屆，

心中不禁產生了一個疑

問：新台灣史研習營到

底有什麼魅力，讓這麼

多人可以一再參加，甚

至攜家帶眷、邀請更多

人加入呢？或許等上完

全部課程之後，我就能找

到答案了！

來到了獅頭山，當然得了解獅頭山。黃錦源董事長針對獅頭山的地名由

來、地質、氣候、自然生態、寺廟分布與寺廟的建築藝術等方面加以說明，

讓我對獅頭山有了初步的認識。獅頭山位於苗栗三灣鄉、南庄鄉與新竹峨眉

鄉交界處，因為外形酷似獅頭而得名。獅頭山的氣候宜人，有多種動植物分

布於此，更是賞山櫻的好地方，賞櫻不須遠赴日本，來這兒就可以看見美麗

的櫻花。獅頭山是名聞全省的佛教聖地，沿山建有大小寺庵多餘座，早於西

元1927年獅頭山就已獲選為台灣十二勝景之一。寺廟的建築風格，既維持中

國寺廟的傳統，也受當時流行的西洋建築風潮影響，使得獅頭山的寺廟建築

照片（1）：第11屆新台灣史研習營學員於勸化堂入口牌樓前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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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中西合壁的多元面

貌，而輔天宮的四對柱

子就是最佳例子。

除 了 了 解 地 理 特

色，當然也得從歷史部

分來認識苗栗。黃卓權

先生、李喬先生及曾建

元先生輪番上陣講述苗

栗的移墾發展史、乙未

戰爭及白色恐怖經驗讓

我獲益良多。在黃老師

的解說下，我瞭解原住

民遇上漢移民產生的衝突的原因與土牛溝（即漢番界碑）的出現原因。先民

們為了求生存努力克服遭遇到的危險與難關令我感佩，但為了求生存而傷害

他人，這樣的大環境所造成彼此傷痛，令人感慨。而李喬先生所講述的乙未

戰爭，是另一個大收穫，因為在我接觸到的歷史課本中，提到發生在苗栗的

抗日活動只有羅福星的「苗栗事件」，然而上完李喬先生的課之後，我才知

道，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戰爭是乙未戰爭。台灣住民為了抵抗日人統

治，為了保衛家園，掀起了一連串的流血抗爭。當時人稱「抗日三秀才」

的客籍青年吳湯興、姜

紹祖及徐驤，英勇挺身

而出，率領客家義勇軍

與日本軍隊大小戰役十

多次，造成日軍傷亡慘

重，最後雖然戰敗，卻

展現客家人對台灣這片

土地的熱愛。這一堂課

讓我更認識客家人對台

灣的貢獻，更清楚明瞭

自己對台灣的認識是多

麼的不足，也更確定以

照片（2）：李喬老師演講：情歸台灣大地－－乙未割台與客家

抗日。

照片（3）：學員於獅頭山勸化堂佛學教室上課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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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能只從課本來認識台灣。我很佩服曾建元先生，因為他用客觀冷靜的語

調述說，從白色恐怖的定義到白色恐怖的成因，以發生於苗栗的個案為例說

明白色恐怖經驗與台灣歷史發展的關係。這樣平靜的語調，比起慷慨激昂，

讓我更能感受到那時的民心恐懼與不安。

而只要提到客家的宗教信仰，立刻會想到三山國王。在邱彥貴先生的課

堂中，我知道三山國王原為中國廣東省潮、惠、梅三州之鄉土神，是三座高

山，即明山、巾山和獨山的鎮山神，亦為客家人移民的守護神。不過，由於

時代的變遷，現今有三山國王廟存在的地方不見得都是客家人的群聚地，只

能說當初建廟時確實是由客家人所設。另一個客家獨特的信仰是義民信仰，

義民指的是為保衛鄉土而犧牲生命的先祖，這信仰不是託付在虛幻的神話之

中，而是根植在客家人對先民開拓臺灣的感念之心。

在苗栗這塊土地上，漢人、原住民與平埔族在此生根深耕，而透過湯

慧敏小姐有系統的說明，從平埔族道卡斯族的分布、生活習慣到重要的祭儀

與文化，讓我對道卡斯族有了初步的認識。而道卡斯族豐年祭「牽田」的復

辦讓我印象最為深刻，因為要將一項失傳五十多年的祭典，重新呈現於世人

面前，是需要花費很多心力的，除了要認同這項祭典的重要性，還得遍訪耆

老，在與時間賽跑的情形下，完成歷史紀錄。雖然影片只有短短的幾分鐘，

但是影片背後眾人所付出的努力，不是時間、金錢可以衡量的。

要問我西方作曲家有哪些，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說出很多位，但是若

問我本土的作曲家有哪

些，我卻講不出來！阮

文池先生用幽默的口吻

介紹台灣民族音樂的開

拓者——郭芝苑先生，

在台灣一百年音樂史裡

的第一代作曲家中，在

作品數量、種類、品質

的水準上比較完整且具

現代性的作曲家，第一

位是江文也先生，第二

位就是郭芝苑先生了。 照片（4）：阮文池老師帶領郭芝苑室內合唱團演出。



170

活 

動 

報 

導

此外，阮老師率領郭芝

苑室內合唱團演出郭芝

苑先生的作品，並教導

學員們唱本土民謠，讓

這一堂課充滿笑聲與歌

聲！合唱團團員除了小

提琴及鋼琴伴奏為音樂

科班出身外，其餘團員

皆非科班出身，他們用

西方的美聲唱腔傳唱台

語之美。這一堂課讓我

深受感動，為郭先生、

阮老師與合唱團團員努力推廣本土音樂而感動，為本土歌謠可以這麼美、這

麼藝術、這麼有深度而感動！

現在不管是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或是電視上，都可聽到客家語，然而在上

完范振乾先生的課程之後，我才知道，在大眾運輸工具上聽到的短短一句客

家語是努力多時才有的成果。為了找回族群的認同，推動客家文藝復興運動

是必經之路，從客家風雲雜誌創刊、「還我母語大遊行」到第一座專業客家

電台發聲、客家電視開播，從年輕學子在學校成立客家研究社到參加台北燈

會與社會連結，民間力

量所展現的成果是有目

共睹的；同時也希望藉

由政府的政策執行力，

如設置客家委員會、成

立客家文物館與文化園

區以及客語能力認證，

可以落實保存客家文化

及語言，讓更多客裔可

以認同自己。

在客家文史專家黃

鼎松先生的帶領下，歷

照片（5）：楊長鎮老師演講：台灣客家政治社會運動。

照片（6）：苗栗歷史散步，學員參觀吳濁流藝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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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散步的第一站來到蓬萊溪的護魚步道，這是全苗栗縣第一條將護魚行動付

諸實際的溪流，近幾年每到假日總是吸引不少遊客到此觀光；在前往仙山靈

洞宮的途中，黃老師說明客家人對關聖帝君的信仰並述說仙山山泉能治病的

傳說，在攝氏八度的低溫中，望眼放去，雲霧圍繞身旁，此地名為仙山，果

真名實相符；獅潭鄉的義民廟紀念移墾時期犧牲的先民，走一趟廟旁的黃南

球紀念公園則可了解當時移墾的情形；走過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公園、鐵血

詩人吳濁流紀念館及徐驤紀念公園，在在證明了歷史就在生活周遭。

四天三夜的研習課程一晃眼就結束了，新台灣史研習營到底有什麼魅

力，讓這麼多人可以一再參加，甚至攜家帶眷、邀請更多人加入呢？我想，

除了規劃完整的課程與從生活周遭發現歷史的設計之外，它激發出讓人想要

多了解台灣、更認識台灣的渴望！

照片（7）：結業式，本會秘書長張炎憲頒贈結業證書並與學員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