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九年（西元二○二○年）七月一日第 一 版

通  

訊

發
行
所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印

刷

電

話

台
北
市
大
埔
縣
同
鄉
會

台
北
市
羅
斯
福
路
三
段
一
五
六
號
三
樓

︵
○
二
︶
二
三
九
二—

九
九
六
八

︵
○
二
︶
二
三
九
二—

九
九
六
八

金
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
二
︶
二
三
○
五—

二
一
二
一

：：：：：：

發行人
社 長
主 編

：
：
：

黃 東 祥
曾 子 才
何 培 才

41

「客語歌謠班」上課，珍惜師生情誼

一、本會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各委員會編組

本會第 24屆各委員會編組，經 109年 6
月 13日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如下：
（一）工程暨財產管理組：

主任委員：丘啟源理事。

副主任委員：羅粵新理事。

委員： 藍格明常務理事、羅大榮理事、何
培才理事、郭維禮常務監事、余鑑

昌法律顧問。

（二）出版組：

主任委員：何培才理事。

副主任委員：李建彬理事。

委員： 張海清常務理事、黃麗鸝理事、羅
大榮理事、丘啟源理事、黃振宗理

事、余鑑昌法律顧問、黃信麗顧問。

（三）財務組：

主任委員：丘育明理事。

副主任委員：陳慧容理事。

委員： 藍格明常務理事、林新能理事、郭
維禮常務監事、姜富妹監事、黃桂

英鄉親。

（四）活動組：

主任委員：藍格明常務理事。

副主任委員：黃麗鸝理事。

委員： 李建彬理事、丘啟源理事、黃振宗
理事、李椿興鄉親、洪美櫻鄉親。

（五）獎學金組：

主任委員：張海清常務理事。

副主任委員：楊冠洋理事。

委員： 何培才理事、曾昭凡理事、陳慧容
理事、黃振宗理事、姜富妹監事。

（六）青年工作組：

主任委員：李建彬理事。

副主任委員：黃麗鸝理事。

委員： 何培才理事、陳慧容理事、曾昭凡
理事、郭維禮常務監事、羅彗華監

事、張家麟監事、黃桂英鄉親。

（七）章程研修組：

主任委員：羅大榮理事。

副主任委員：林新能理事。

委員： 張海清常務理事、羅粵新理事、曾
昭凡理事、陳慧容理事、郭維禮常

務監事。

（八）會員入會審查組：

主任委員：陳慧容理事。

副主任委員：曾昭凡理事。

委員： 羅大榮理事、楊冠洋理事、丘啟源
理事、羅粵新理事、林新能理事。

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暫停授課的「書

法國畫初級班」，因疫情趨緩，將自

109 年 7 月 2日起（每週四下午 2時 30

分）恢復授課，歡迎有興趣學習國畫畫

作或書法的鄉親踴躍參加，報名額滿為

止。

三、�本會將於 10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上午 10 時，假會館舉行第 24 屆第 2次

理事會。

四、�本會將於 109 年 9 月 19 日舉行第三季

慶生會

（本刊訊）本會 109年秋季慶生茶會（7
至 9月份出生）預定於本（109）年 9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10時假會館（台北
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3段 156號 3樓）舉行，
歡迎本會 7至 9月份出生之會員壽星們踴
躍報名參加；另為便於人數統計，請先行

連絡曾總幹事（電話 02-23929968）登記報
名，本會將不再寄發通知。當日若搭乘捷

運可在台電大樓捷運站 1號出口或搭公車
在台電大樓捷運站下車。

本  會  重  要  啟  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停課三個多月的「客語歌謠班」，因疫情趨緩，於 109年 6月 17日
及 6月 24日分別恢復上課，當日下午雖天氣炎熱，但仍有近 20位鄉親前來上課。
有關 6月 17日上課部分，老師表示要先複習教過的歌曲，想不到老師與同學們均異口同聲

的選出「真的好想你」歌曲，藉以表達疫情後又重逢之喜悅，課程中，學員們均輪流上台放膽高

歌，頗獲老師好評，隨後老師再次教唱較高難度之客家小調「哥去採茶」。

至於 6月 24日之授課，首先複習「雙溪之戀」、「哥去採茶」歌曲，且大家輪流上台練唱，
接著教唱稍有難度之「花田風光」歌曲，經老師示範教唱，反覆分段分句帶唱及學員們專注跟唱

後，終於學會整首歌曲，且能琅琅上口，課後大家並合影留念，彼此於端節前夕互祝佳節愉快。

「客語歌謠班」學員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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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召開第 24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頒發當選證書
（本刊訊）為順利推動會務工作，本會於 109年 6月 13日上

午召開第 24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會中針對「第 24屆理事會
各委員會編組成立案」等實施研討，並達成共識。

會議開始，首先由黃理事長頒發第 24屆第 1次理監事當選證
書及合影，接著，由曾總幹事實施財務及工作報告，隨後，針對「第

24屆理事會各委員會編組成立案」等提案實施研討，會中發言踴
躍，出席會議之理監事及列席之法律顧問均提出具參考性之建言，

集思廣益，且達成一致性之決議。

（本刊訊）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 109年第 2季慶生會（4至
6月份）於 6月 20日（星期六）假會館 3樓舉行，當日上午 9
時左右，會員鄉親們在做好健康自主管理下踴躍參與報到，彼

此寒暄祝福，本季參與壽星計有 20餘人，近 10時左右參加之
鄉親及眷屬人數約達 30餘人。
活動開始，黃東祥理事長向所有參加的壽星們祝賀。隨後，

由理事長及壽星們合唱生日快樂歌，接著由壽星吳棣萬鄉親代

表壽星們吹蠟燭、切壽糕，並獻上滿滿的祝福。

為避免彼此拿食物口沫傳播的風險，慶生會茶點採分送每人

一份西點餐盒的方式，同鄉會為鄉親設想周到之用心，讓參加

的壽星及鄉親們備感貼心，活動至 11時許圓滿結束，接著分送
與會壽星大樂透彩券 2張，祝福壽星們於 6月 23日能中大獎，
同時並提前祝賀端午佳節愉快，讓每位鄉親渡過一個溫馨又有

意義的慶生會。

（本刊訊）109年 5月 30日上午本會黃理事
長偕同郭維禮常務監事、羅大榮理事、余鑑昌法律

顧問及曾總幹事，前往復興南路參加萬象大樓自主

都更輔導說明會，透過本次會議，讓與會之人員對

如何辦理自主都更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隨後，下

午由曾總幹事代表參加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暨管委會

委員改選，本會將持續掌握後續開會事宜並出席會

議，以維萬象大樓房產權益。

本會參加萬象大樓都更說明會及區權會 以維房產權益

本會黃理事長偕同郭維禮常務監事等參加萬象大樓自主都更說明會

本會舉辦 109 年第 2 季慶生會圓滿成功

黃東祥理事長介紹壽星並獻上祝福

壽星們歡喜合切生日蛋糕

壽星們齊唱生日快樂歌

同鄉會為鄉親貼心準備的西點餐盒

會後，為增進理監事及顧問間之情誼，並舉行餐敘及前往

何培才理事設立之「海峽兩岸茶文化交流中心」茶敘，活動至

下午三時許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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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5 ／ 13 兩會的初夏午戀］
相逢孟夏晴陽伴，僑聯英傑埔會迎；
五月醉紅飄馥郁，俠情燕飲盪杯觥。

歲次庚子初夏，時為西元二○二○年五月十三日近午，由黃東祥理事長（世廣總會

長）偕世廣總會理事林思銘立法委員共率祕書長黃信麗及大埔同鄉會常務理事藍格明、

總幹事曾子才、法律顧問余鑑昌，在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會館，以簡單隆重方式迎接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貴賓，訪客團由理事長鄭致毅領軍並一一介紹成員秘書長黃伍東、副祕

書長陳麗霞、處長龔維軍、高級專員仇繼光。是日，先由兩會會長黃東祥、理事長鄭致

毅致詞表達兩會將相互密切往來，並共同發揚優良中華文化為己任，共期「中華文化長

流遠，點燈臺灣火種傳」；接著世廣總會理事林思銘立法委員在與會人員掌聲中致共勉詞，並強調在「內政委員會」必強力監督

執政黨以克盡職責外，更願意為文化、為鄉親奉獻心力。座談會在輕鬆中進行對話，在溫馨中步移「醉紅小酌」。

   小酌由理事長黃東祥引用鄭致毅理事長「誠懇待人；勇於任事」的座右銘揭開序幕。珍饈盛餚筴箸動，杯觥在手瓊漿流，手
起手落間芳繞雅室，席中粵劇名角莫瑞群（世廣理事）隨興清唱一段粵劇。旋，人人杯敲表衷表情，白乾豈止白白的乾；舉手豪

壯自我了斷（乾杯），英雄巾幗盡在此間。再，人間美食盡啖，室中佳語盡道，原來中華文淵，可以酒餚文揚。於焉，此起故 彼

落僑 ，言談相契便天南地北也不在話下；浮現，東言西言東西言，醉紅微紅臉微紅，酒興助興皆高興，你樂我樂大家樂。當時間

向前，當回憶向後，就讓時間定格在下午二時的初夏午戀中，出了醉紅小酌館，錯步踉蹌不是風吹的，是想著不久的下次⋯

初夏風，初夏逢，放言語出唱心情。
相交會所醉紅酩，長嘯音傳正氣聲。

你會我會自今而後⋯

告別這次緣聚，等待再次會敍！ 
法律顧問余鑑昌 2020/5/14  敬筆

歡迎僑聯總會鄭理事長蒞會 彼此互助交流 加強服務鄉親
（本刊訊）黃東祥理事長（世廣總會長）熱烈歡迎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鄭致毅理事長率同黃伍東秘書長、陳麗霞處長、龔維

軍處長、仇繼光高專等重要幹部，於本年 109年 5月 13日上午
11時拜會世界廣東同鄉總會外並蒞臨大埔同鄉會拜訪，受到兩
會理事及鄉親代表之熱烈歡迎。

鄭理事長致詞表示，僑聯總會成立之宗旨即是加強聯繫海內

外各僑社、僑團及僑胞，並作為海外僑胞與國內同胞聯誼的橋

樑，一方面將國內的力量延伸發展到海外，促進僑社的繁榮與

發展，也希望透過僑聯增加華僑對國內的了解，認同及向心，

用海外力量促進國內各項事務的發展。

鄭理事長指出，經過僑聯海內外所有成員 68多年來的努力，
僑聯已經在海外各重要僑區、僑社中建立了極好的聲譽，已被

各界普遍認定為最重要的華僑團體之一，也是廣東鄉親頗具向

心力的華僑社團，鄭理事長期盼透過兩會的互動交流加強服務

僑胞。

黃東祥理事長則表示：現在的社團不能再單打獨鬥，大家需

要彼此交流合作常來常往今後希望隨時互訪交流及相互請益。

現任立法委員同時也是世廣總會理事的林思銘委員在座談會

上指出：他很佩服鄭理事長對僑界的付出與貢獻，尤其最令人

感動的是鄭理事長帶領僑聯總會，長期致力推動中華文化，且

與大陸保持合作交流，他並強調我們的祖先都是從大陸來台，

血濃於水，身在台灣的我們不能忘本。

此次參與座談交流及餐敘聯誼的代表有世廣總會黃信麗秘書

長（現任惠州同鄉會理事長）、理事莫瑞群、大埔同鄉會常務

理事藍格明先生、法律顧問余鑑昌先生及曾子才總幹事等。

黃理事長拜會僑務委員會
協助同鄉會發展 聯繫海外僑社
（本刊訊）黃東祥理事長（世廣總會長）於 5月 28日上午

10時率同世廣李冠白名譽會長、謝雷副會長、練駿宏常務理事、
莫瑞群理事及黃信麗秘書長等一行 6員拜會僑務委員會。當日，
新上任童委員長因公尚未返台，由呂副委員長元榮先生親自率

僑民處副處長、李科長及黃專員等人接待並安排舉行座談會。

座談會中，呂副委員長聽取黃東祥理事長報告世界廣東同

鄉總會沿革及成立於民國 79年 10月 8日之設立宗旨：促進全
世界廣東鄉親之聯誼與團結，加強合作，發揚宗族精神，共謀

海內外同鄉文化、經濟、社福事業之健全發展，並協助當地社

會舉辦公益事業。世廣總會今（109）年適逢 30周年慶，將舉
辦慶祝活動並策劃世界廣東同鄉懇親大會，凝聚海內外廣東鄉

親之團結。

呂副委員長則表示：首先祝福世廣總會 30周年慶暨鄉親懇
親大會籌辦成功，並將面報童委員長屆時親自參加大會，且按

規定全力贊助經費。今後，海外僑社或返台僑胞，歡迎世廣安

排陪同返回僑委會大家庭見面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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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鄉親 義行可嘉 動員僑社 送暖給抗疫人員

客家菜的人文內涵

（世廣訊）世界廣東同鄉總會休士頓分

會，在美國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第一次動員

僑社力量並結合當地「安良工商會」聯合舉

辦《感恩送暖給最前線抗疫醫療人員》活動。

2020年5月9日由休士頓市「海港海鮮餐廳」
王偉蘭董事長發起每日送出午餐飯盒給各地

不同醫院的 Covid-19部門及 ICU的醫療人
員的活動，以表達休市頓地區華人社區對第

一線醫療人員的敬意。

此項活動義舉，經刊登在世界名人網上及在民視節目中報導後，深獲美國各地華人社區響應，紛

紛舉辦捐贈物資活動，並捐出醫療用品到美國各大醫院。休士頓分會這項送愛心到醫院活動，真正發揮我中華民族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的精神，愛心善舉活動值得大家學習。世界廣東同鄉總會黃東祥總會長深受感動，除去電向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表示讚

佩外，並利用各項媒體網路，表彰其義行。

疫情期間困身在家，相信很多人

都有這種感覺：下廚時間多了，廚藝

大長，腰圍也大長。

筆者不擅烹煮，無聊之際也想學

幾招，把束之高閣若干年的客家菜譜

翻出來做參考，其中一本是鄧達智寫的，圖文並茂。對，你沒

看錯。香港著名時尚達人鄧達智的出品。

他是新界客家人，難得對「老土」的客家菜感興趣。很多

年前出席客家文化推廣活動，鄧達智送了這本書，但筆者還是

第一次「照本宣科」實習。

香港割讓英國之前，隸屬客家縣的寶安。上世紀五至六十

年代的香港，客家話還是主流交際語言，此後的客家文化影響

力急速退場。今時今日，海內外的遊客如果問普通香港人推薦

一家客家菜館，相信大多數人都一臉茫然。如果讓筆者推介，

除了醉瓊樓、泉章居、客家好棧，再也說不出什麼了。

但式微的客家菜，其實曾經非常風光。一個台灣學者跟筆

者談起客家傳統，說在中國最強盛朝代之一的漢朝，百姓的餐

飲，大致上是今天的客家菜。作為從黃河流域南遷的移民，客

家人踏破萬水千山，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中原的飲食習慣。

雖歷經千年，在客家菜譜中，大部分都能追溯其淵源及人

文內涵。舉一例，北方寒冷，盛產小麥，麵食大行其道，包括

逢年過節的餃子。但中國南方諸省天氣炎熱，豐收的是黃豆，

所以客家人磨豆腐並把各式肉菜釀入其中，實則是北方餃子的

演變，既是就地取材，又蘊涵了客家人的思鄉念祖之情。

客家南遷主要在閩粵贛安營扎寨，聚居地以層巒疊嶂的山

地為主，夾以溪澗奔湧的河床谷地。在薪火傳承的過程中，又

發展為各有地方特色的四大流派，包括梅州流派、東江流派（惠

州、河源、紫金等地）、閩西流派（長汀、龍巖）、贛南流派（贛

州地區）。

筆者常常走訪台灣，當地的客家菜色很難歸到以上流派，

可謂自成一派。客家人與原住民，閩南裔並稱為台灣的三大族

群。在桃園、新竹、苗栗、台中、雲林、高雄、屏東、花蓮、

台東等多山的縣市，都有如同繁星閃爍的客家村落。對台島客

家菜，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氣場而非風味，裝飾如門墩、掛件、

餐具及侍應服飾等，營造出濃濃的客家文化氛圍。

在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毛里裘斯等海外客家餐館還

常見一個現象：原汁原味的當地食材，但由大陸聘請的客家廚

師掌勺，出品又是另一番風味。

省吃儉穿、物盡其用的品德，貫穿於客家生活的點點滴滴。

在農耕年代，客家人只在年節祭拜祖先神明，或在婚喪喜慶宴

客才會宰殺牲畜。為了不浪費食材，把牲畜之各個部位「善用

用極至」，在歷史的流變中，形成「四炆四炒」八道宴客的標

準佳餚。

以筆者的觀察，如果說粵菜、江浙滬及潮州的菜式都講究

「色、香、味」，客家菜「鹹」、「肥」、「香」，此風格放

在當今減肥潮流觀之，顯然不合時宜，但卻反映了客家順應環

境適者生存的歷史因由。譬如鹹，因為客家族群在遷徙行程中

只能以塩保存食物，刀耕火種揮汗如雨，亦需補體力，因此飲

食傾向多鹹的重口味。

又例如肥，在物質貧乏的年代，豬油拌飯是客家人慣常的

飲食。另外客家人也很重視食物的香味，煎咸魚、炸豆腐，香

噴噴是讓人多吃一些飯，多一些體力幹活。

客家人吃苦耐勞的傳統，全球知名。客家有句農諺，「鹹

蛋炒苦瓜，又鹹又苦」，寓意生活艱辛。但事實上， 鹹蛋炒苦
瓜是很精彩的配搭。鹹蛋的味道令苦瓜變得甘香， 而苦瓜又被
鹹蛋黃燻染成蟹膏似的金黃，「憶苦思甜」倍添滋味。

林文映

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