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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別獎」，用以鼓勵運用客語漢字從事文學

創作者，同時給予主辦單位未來單獨設置客語

漢字獎項的信心與期望。

2013年的「第四屆桐花文學獎」，就首度

增設「客語類」新詩及小品文兩組，旨在鼓勵

以客語漢字方式書寫，傳遞及保存客家文化之

美，此舉可謂「桐花文學獎」已邁入新的里程

碑，重視純粹以客語漢字方式書寫的文學，這

次共徵得作品788件。

2014年的「第五屆桐花文學獎」除徵選一

般類華語的新詩、散文及短篇小說等優秀作品

之外，為鼓勵客語漢字書寫，本屆另增設客語

組「散文類」及「短篇小說類」，參與作品共

有768件。2015年的「第六屆桐花文學獎」共

648件作品報名，繼續推動客語漢字文學書

寫，2016年的「第七屆桐花文學獎」共605件

作品參賽，參賽者以「客家」相關內容為創作

主題，將客語文化賦予了新意及興味。

2019年的「第八屆桐花文學獎」項目，更

是著重客語漢字創作之文學作品，項目分為客

家三行詩、微小說、新詩、散文四類。其中客

家三行詩類以5、7、7格式共19字為限，徵得

了266件作品，微小說類以50字為限也徵得165

件作品，新詩類有160件，散文類有68件，共

計659件。由於客家三行詩類與微小說類，降

低文學創作門檻，激發一般民眾創作興趣，收

件數創歷年客語漢字作品新高。

綜合檢視的心得

觀察歷屆桐花文學獎，就其規章制度的演

變來說，客委會將族群政策分階段性實踐，從

第一屆的客家觀光的宣傳性媒介，演變為長期

推廣客家文化的文學盛事；參加者身分從需具

三十
多年來，客語從原本的「族群文化語

言」，經過文教單位推廣，變成「教學

語言」、「文學語言」與「學術語言」，各種不同

的書面客語文本專書（如黃恒秋《擔竿人生》）、

教材（教育部中小學客語教材與各民間版本教材、

客委會客語認證教材）、刊物（如客家筆會《文學

客家》季刊）、電子報（如《中央大學客家電子

報》半月刊、《教育部電子報〈閱讀越懂閩客語〉

專欄》周刊），越來越豐富，用客語文字創作，寫

出客家族群的思想感情、價值觀念的文學作品，也

具有意義。

客委會以保存客家文化資產、推廣客家社會經

濟發展、活化客家文化、復甦客家語言、發展客家

傳播、推動族群和諧與海外合作交流為宗旨，除了

在2005年開始辦理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展開書面客

語的模式，在2008年推動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測

驗，強調客語標音閱讀理解等能力，其中用客語寫

作文占15%，閱讀與書寫客語漢字的能力已經是中

高級客語能力檢測的基本要求。

客委會歷屆「桐花文學獎」概述

2010開始，客委會為徵集蘊涵客家文化與桐花

意象之文學作品，辦理「第一屆桐花文學獎」，以

華語書寫為主，共計收到831件參賽作品，雖為首

度舉辦，但整體作品水準優異，主題十分多元。

「第二屆桐花文學獎」於2011年辦理，共收到

台灣及國外參賽稿件1,068件，本屆特色有以「客語

漢字」創作的參賽作品數量越來越多的趨勢，兩屆

作品類別同樣都是華語的散文、新詩、短篇小說和

小品文。

2012年的「第三屆桐花文學獎」稿件共計959

件，除了新詩、散文、小品文、短篇小說外，評審

團發現客語文學創作者對於採用母語創作以發揚客

家文化的努力與熱忱與時俱增，特別增設「客語創
第八屆桐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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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香的客語文學論述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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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眼，經「正義人士」要求才下架，可見

客語文字化過程中的確經歷了一些困難。基

於提升客語書寫文學性或更有利於保存客家

語言或文化的立場，本文有幾點建議。

提升客語書寫之建議

客語語音保存應做好：客語語音是客家話

的本體，客語標音符號及用字則是學習客語

重要的工具，也是保留客語的必要方法。單

純的客語書面文字不見得能讓一般學習者一

望而知正確的客語發音，因此，加強語音的

保存和符號間的轉換是重要的，而且建議最

好與書面語同時為之。如果政府與民間的客

語教材、徵獎的得獎作品能夠同時「搭配語

音的錄製」，對於未來不管是客語保存或是

推廣客語書寫，都會有良好的效果。

客語用字的相關會議資料宜公開：官方

兩大系統教育部和客委會相關會議資料宜公

開並應力求一致，討論資料對於客語薪傳

師、參加客語各類競賽

者或一般關心客語的人

而言，是一項重要而專

業的對話，可以讓民眾

知悉客語用字的原理，

客語用字選用的理由，

對於提升客語書寫的普

及應有助益。

客語標音及客語用

字推廣應落實：政府應

善用學校客語課程教學

的正職老師、客語支援

人員（含各類客語薪傳

師）等人力，加強其等

對於客語標音及用字的

專業，培養學生聽與說的能力外，並應注意

適度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客語字詞的蒐錄宜加強更新並提供民眾

參與的平台：客語字詞語彙的蒐集對於保存

客語十分重要，相關單位宜提供平台，讓有

志之士可以發表其所知的客語字詞語彙，並

透過專家專業討論，予以增補修正並定期公

布，可激發民眾貢獻心力的機會。 

中華民國國籍到完全開放，再變成保護創作多

元的有條件限制；書寫語言也於一般華語書寫

組之外設立了客語組，提高層次為全球性的客

家與客語文學的創作平台，其用心值得肯定。

不過，語言和文學畢竟是不同的課題，用

客語思考並使用客語文字與文藝鋪陳，來表現

文學美的本質，是客語文學的追求，其所描繪

的主題應該貼近社會與時俱進而不能總是在講

述過去的傳統客家的刻板印象。

客家桐花意象的成功讓世界看見客家，讓

客家人有「我客家我驕傲」的自信，這是一種

族群認同，認同者都可以積極學習閱讀精彩的

客語，寫出獨特的客語文學，只要能引起讀者

共鳴，都是有價值的作品，有志之士不應被徵

獎主題所限。

客語書寫文學的問題與建議

客語漢字書寫客家以傳承客語和客家文

化，是客家運動30年來重要的客家知識議

題，包含客語語音、記音符號、客語漢字、

華語翻譯4套不同符號切換對譯的組合，需要

教育推廣。尤其客語用字方面，過去教會用

羅馬字在客家地區宣教並編有《客英大辭

典》，民間人士在傳統山歌唱本、傳仔、諺

語、詞彙等用漢字俗字等也有許多客語辭

典，到近來教育部編審推出《台灣客家語常

用詞辭典》，與客委會客語認證詞彙等書面

用字，是推動「客語書寫用字」的兩大系

統，具有穩定客語用字的功能，更是客語文

學基礎工程。

不過，關於客語用字，民間人士有時會

自創一些諧音為主的文字遊戲，像2017年

「鴨黑媽該」（這係麼个—這是什麼）客語

創字新聞事件引起許多回應和譴責，甚至在

客委會粉絲頁也出現「胎嘎厚」（大家好）

從歷屆桐花文學獎看客語文學書寫

左春香

客家人，屏東縣佳冬鄉人。

1962年生，會講客語佳冬話、
南四縣話、北四縣話和海陸

話，現居台北市。台北市立大

學中語所博士候選人。曾任教

育部本土語言指導員、台北市

國小教師。現擔任客語薪傳

師、《文學客家》季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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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團展演之影像。

彭歲玲的客語相關創作。 張捷明的客語相關創作。 客語四縣腔《安徒生童話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