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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別報導」本會於 110年 2月 28日（星期日）上午
10時，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一樓宴會廳舉行第 24届第二次會員
大會暨春節團拜活動，大會由理事長黃東祥先生主持，與會之
會員及眷屬約三百餘人，當日大家無畏新冠疫情之影響，按時
出席大會，歡聚一堂。且鄉親們在上午 9時左右即已陸續到場，
品茶話家常，如同一個大家庭，洋溢著歡樂氣氛。
上午 10時 30分左右，出席人數過半，大會開始，首先由黃

理事長帶領大家齊唱國歌並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接
著大家相對拱手為禮，互道恭喜，祝福彼此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牛年好運到。隨後，由黃理事長致詞，恭賀大家平安吉祥、
牛轉乾坤。黃理事長表示，今年大埔同鄉會已邁入 57年頭，特
別要告訴各位鄉親一件好消息，就是今年同鄉會已編列 20萬元
預算，計畫在今年九九重陽節時，致贈敬老金給本會年長鄉親，
待理事會研議實施辦法後，即可辦理發
放。
大會中，黃理事長也一一介紹與會貴

賓，當日計有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鄭致毅理
事長、華僑協會總會林齊國理事長、豐順
同鄉會丁叔君理事長、本會顧問李冠白先
生等蒞臨，可謂賓客雲集，為大會增色不
少。此外，貴賓們也一一致詞，獻上祝福，
祝賀本會會務蒸蒸日上，牛年大吉大利。
另外，大會也通過了由黃理事長主持

之各項提案，包括大會會務
報告核議案、同鄉會 109年收
支決算案、110年度工作計畫
案及 110年度收支預算案。同
時，會中也頒發 74名優秀的
同學，領取田家炳先生獎學
金。
頒獎結束後，接著一面進行聯誼餐會，一面進行摸彩活動，

餐會計席開三十一桌，整個活動在下午 2時左右，在歡樂中圓
滿賦歸。
最後，在此特別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本會理、監事、會務

人員的通力合作，以及貴賓、鄉親們的參與，因為有你們，大
會才得以順利圓滿完成。

本會一一○年會員大會特別報導
金牛報喜、牛年好運到
大埔鄉親齊聚 賀歲迎新春

110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舉行第一季會員慶生會

本會 110年春季慶生茶會（1至 3月份
出生）預定於 110年 3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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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 3月
份出生之會員壽星們踴躍報名參加；另為
便於人數統計，請壽星們先行連絡曾總幹
事（電話 02-23929968）登記，本會將不
再寄發通知。壽星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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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尚未繳交 110 年常年會費鄉親匯繳
會費

各位鄉親好，依本會章程規定，會員
每年應繳交常年會費三佰元，若鄉親未
參加 110年會員大會，且尚未繳交 110年
或以前年度之常年會費者，請撥冗至同
鄉會繳交，或移駕貴府附近郵局辦理劃
撥，以維會員權益。本會郵政劃撥帳號為
「戶名：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帳號：
18849511。」

歡迎新會員林琬悅鄉親等 6員加入大埔
縣同鄉會大家庭

本會經第 24届第 1次理事會審核通過
之會員計有林琬悅、張秀玉、羅元昊、羅
小滿、黃春媚、劉敏等六員鄉親；其中羅
元昊、羅小滿等二人得加入為基本會員，
另林琬悅等四人得加入為榮譽會員。
以上會員如有未繳交入會費新台幣

三百元及 110年常年會費三百元者，請至
本會繳交或至郵局辦理劃撥。

本 會 重 要 啟 事

黃東祥理事長主持本會 110 年第 24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新春團拜

鄉親拱手互道恭喜 黃理事長頒發博、碩士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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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召開第 24 届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頒發顧問聘書

「 音 樂 欣 賞 」 專 題 講 座 深 獲 鄉 親 好 評

本會獎學金組與青年組聯合辦理「高中職（含）以上領獎學金同學座談會」

（本刊訊）為順利推動會務工作，本會於 110年 1月 23日上午召開第 24
届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會中針對「109年會員會籍清查案」等實施研討，
並達成共識。
會議開始，首先由曾總幹事實施財務及工作報告，接著針對「109年收支

決算案」等提案實施研討，會中出席會議之理、監事均提出具參考性之建言，
集思廣益，並達成一致性之決議。
會後，為增進理、監事及顧問間之情誼，並舉行尾牙餐敘及頒發顧問聘書

與合影，活動至下午二時許圓滿結束。

（本刊訊）為提升音樂素養，本會於 110年 1月 29日下午舉辦「音
樂欣賞」專題講座，由黃東祥理事長主持，邀請音樂家林正欣老師擔任
講師，以「客家、潮州、粵劇等樂曲之區別與表演」為主題，並親自搭
配「高胡」演奏，讓參與之鄉親大飽耳福，不虛此行。
本次授課，區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實施「粵曲」欣賞及講解，曲

目有「平湖秋月」、「妝台秋思」、「雨打芭蕉」、「連環扣」、「步步高」
及「旱天雷」等；第二階段，則介紹「客語、閩南語樂曲」，曲目有「天
公落水」、「老山歌」、「雪梅吟」及「思慕的人」等；此外，林老師
還以「高胡」樂器即興演奏「迎春花」年節應景歌曲，其純熟之技藝，

讓大家驚呼連連，當下林老師更回應鄉親們之請求加演「桃花過渡」閩南語歌曲，深獲鄉親好評。
黃理事長表示，透過林正欣老師深入淺出的解說與詮釋，使鄉親們深刻體認到音樂無遠弗屆的魅力，更期盼林老師的再次到來。

（本刊訊）110年 1月 30日（星期六）上午，本會獎學金組與
青年組聯合辦理「高中職（含）以上領獎學金同學座談會」，當日

計有 10餘位領獎同學及其家人共襄盛舉，熱情的參與本次座談會。
座談中，首先由黃理事長向與會的得獎同學祝賀及恭喜，並嘉

勉同學們再接再厲，同時提前拜早年，祝福大家牛轉乾坤。接著藍

格明與張海清常務理事、羅大榮前理事長及青年組副主委黃麗鸝理

事、委員何培才理事亦紛紛予以鼓勵，隨後，舉行座談，並建立得

獎同學之網路平台。

會後，同鄉會特別發給參加座談的同學每人 500元春節紅包ㄧ
個，祝福大家新年愉快，牛年行大運。

本 會 受 邀 參 加 惠 州 同 鄉 會 創 會 60 周 年 慶 暨 新 春 團 拜
台北市惠州同鄉會於 110年 2月 27日假台北市第一大飯店敘香園餐廳，舉行創會 60周年慶暨第 20届第 2次會員大會及新春

團拜。活動中，本會鄉親出席踴躍，計有黃理事長、理監事代表、客語歌謠班與書法國畫班代表及曾總幹事等近 20人受邀參加。
此外，本次大會，總計有近 200位參與者，會場充滿了歡樂與笑聲，每位鄉親、會員彼此相互恭賀，氣氛溫馨融洽，其中有多

年的熟面孔，也有初次參與的新會員，可謂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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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大年初六 本會舉行新春團拜活動暨書畫作品成果展

本 會 受 邀 參 加 華 僑 救 國 聯 合 總 會 110 年 新 春 團 拜 活 動

（本刊訊）110年 2月 17日（大年初六），本會在活動組
及書法國畫班郭老師與學員們的共同努力下，會館佈置的美輪
美奐，喜氣洋洋。當日上午九時不到，會場一片歡樂，鄉親們
無畏新冠疫情的影響，熱情的參加 110年新春團拜暨書畫作品
成果展，並彼此互道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吉祥如意。
活動當日計有本會顧問李冠白先生、豐順同鄉會丁叔君理事

長、惠州同鄉會黃信麗理事長、博羅同鄉會黃金信榮譽理事長
等友會貴賓及本會理、監事與鄉親等計約 80人到場，一同共襄
盛舉，熱鬧非凡。
活動中，首先由黃理事長向與會的貴賓及鄉親們道賀新年快

樂，並彼此互道恭喜，氣氛溫馨感人。接著與會貴賓、本會前
理事長羅大榮理事及郭維禮常務監事亦紛紛獻上祝福，隨後，
舉行慎終追遠（祭祖）儀式，由黃理事長率同理、監事及會員
鄉親，以簡單、隆重方式祭拜大埔先賢，以感念先賢們對同鄉
會的付出與貢獻。
此外，會館 3樓也陳展了本會書法國畫班 109年師生的作品

成果展，供鄉親們觀賞。團拜活動約於 11時許圓滿結束。會後，
同鄉會特別發給參加的鄉親每人 200元紅包ㄧ個及橘子二顆，
讓大家度過ㄧ個歡樂又有意義的團拜活動。

(本刊訊 )110年 2月 22日上午，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假該會會議室舉行 110年新春團拜暨茶會活動，
當日本會黃東祥理事長偕同顧問代表及曾總幹事應

邀參加，對促進兩會之交流甚有助益。

在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新春團拜活動中，盛況空

前，計有貴賓與鄉親等近兩百人到會，會中洋溢著

歡樂與喜氣，大家拱手互道恭喜，彼此祝福平安順

心，活動溫馨感人。

黃理事長致歡迎詞 鄉親彼此互道新年快樂

羅大榮前理事長致賀詞

活動組主委、副主委與國畫班師生合影

與會貴賓向鄉親拜年賀歲

參與新春團拜之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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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春節的風俗特色

110
年
會
員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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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編輯室
台灣今年春節假期共有七天，政府為了紓解交通，也考慮疫情期

間，百姓無法出國過年，希望把旅遊產業，轉移在島內實施，所以多
放了二天假，一直到年初六才上班。相對的，大陸許多城市把前後週
末加在一起過，春節假期更悠長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鄉村傳統習俗，
春節遠遠沒完。大埔縣家鄉，猶如梅州市一樣，過了正月十五，大家
才算盡興，謂之「出年界」。
漢族民系之中，以客家人為全球分布最廣，儘管各地風俗而有異，

但傳統的春節通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十二月二十四日「入
年界」，至除夕為準備階段；年初一至初五為過年階段；年初六至元
宵節為餘興階段。
客家人稱「百節年為首」，過年毫無疑問是中國民間最隆重的傳

統節日。崇尚傳統的客家鄉村，圍龍屋裡更洋溢著另一番濃郁的溫馨。
在農耕時代，鄉民們跨入年二十五，都會停下一切勞作，各個村

莊都可能聽到此起彼落的鑼鼓聲，似乎熱身階段。家家戶戶開始宰雞
殺鴨，臘曬豬肉，炸豆腐、蒸年糕、做米粄等，忙得團團轉但不亦樂乎。
「大掃除」是收拾心情過年必不可缺的環節。一年到頭男女老幼

各有各忙，唯有過年前幾天能夠真正做到人閒心靜，清洗門窗、地板、
傢俱以及平時無暇顧及的衛生死角，叫做「掃塵」。
在大門口貼上語意吉祥的春聯。穀倉門上、禽畜欄前、傢俱床鋪

以及水缸邊都貼上揮春，或至少要貼上紅紙條，謂之「封歲」。
大年三十日還有一項要務，就是挑好良辰吉時，族人聚集一起在

祠堂或廳下敬神，祭品有三牲、紙寶。敬了神的三牲可再敬祖宗，直
到最後從八仙桌上撤回家，供全家團圓吃年夜飯之用。在香港新界，
客家村落皆有祠堂，原住民仍可完成這一儀式。但如果住宅的廚房都
難於容下夫妻的蝸居，擺八仙桌焚香拜神，只能一切從簡，各施各法
了。
連日來的緊張忙碌，到了大年三十晚就會戛然而止。年夜飯以整

個過年氣氛最為熱鬧，是春節所有熱身準備活動之後的高潮。男女老
幼都在理髮淋浴換上嶄新的衣裳，乾乾淨淨過新年。在新衣服新鞋襪
垂手可得的新時代，已難以體會舊時候過年的身心歡愉。
傳統的除夕之夜，客家人有守歲的習俗，家家通宵達旦不熄燈火，

謂之「點歲火」。如今住在城市的客家人，可能會說「光猛猛怎麼睡
覺啊」，或者覺得不環保了。
踏入正月初一凌晨，在傳統鄉村，炮仗聲立即響成一片，震耳欲

聾此起彼伏。人們競相歡叫，興奮非常。但如今在城市都
禁止鳴炮竹放煙火了，理由很簡單：易生火災，空氣污染。
客家人過年的風俗，已有不少人寫過，較為值得留意

的是過年的許多禁忌。在此轉述香港客家文化協會名作家
林文映會長「談客家春節」乙文報導，分享如下：
一、 切忌不吉利的字眼，年初一乃一年之始，客家人視之
為新一年運氣好壞的徵兆。這一天切忌不吉利的字
眼，譬如病、死、苦、貧、災、亂、荒、殺等。若小
孩子說了忌言，大人隨即糾正說「小孩子的話不要當
一回事」，亦即「童言無忌」也。
 傳統上，客家人會手工製作大量的年糕或各式賀年食
品，家家戶戶如是。食用前都要先祭神明，萬不可人
先吃而菩薩後吃，否則被視為對神明的不敬。還有，
不能用牛肉、狗肉祭祖神，因為牛耕田、狗看家有功，
這表明客家人不會忘恩負義。

二、 忌殺生，殺生被認為會導致刀災、兵災、血災等災禍
的發生，但是，現在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吃東西圖
個新鮮，為了口腹之快，也就沒什麼顧忌了。
 客家鄉民祖祖輩輩都用瓦缸儲放大米，過年期間不能
空著，表示五穀豐登，否則一年之中有斷炊之虞。當
然，如今的香港人豐衣足食，家裡連米缸都沒有。

三、 忌打碎器皿，否則表示破財或一年欠平安。萬一不小
心打碎碗碟，家人會馬上念念有詞「碎碎（歲歲）平
安」破解。

四、 年初一嚴禁吃藥。否則恐導致年頭疾病纏身至年尾，
吃藥不斷。當然，如今科學昌明，人們已從迷信轉向
「遵醫囑」。

五、 年初一忌灑水、掃地、倒垃圾，還忌剪髮洗頭，謂之
「聚財」。
此外，過大年最令小孩高興的是可以「逗利是」（討

吉利）。拜年之後，長輩要給孩子發「紅包」及糖果桔子，
舊稱「掛頸」。而走親訪友拜年的禮俗，一般會延至元宵。
給小孩發紅包討吉利的時間，甚至正月底仍然「生效」。
以上這些風俗，目前在台灣各地區客家人仍然保存不

變，與閩南人過春節的確有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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