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和科技大學 

 
 

九十九年度教師產學合作計畫 

結案報告書 

 

計畫名稱：屏東昌黎祠韓愈祭文化活動之研究 

計畫編號：99-ME-GEC-IAC-004 

計畫期間：99 年 2 月～99 年 11 月 

計畫主持人：吳應文 

共同主持人：林松友、吳煬和、蔡明坤、王淑慧、

陳麗娜 

研究助理： 

經費總額：60,000.      元 

經費來源：產學合作機關 屏東縣政府 



 1

屏東昌黎祠韓愈祭文化活動之研究屏東昌黎祠韓愈祭文化活動之研究屏東昌黎祠韓愈祭文化活動之研究屏東昌黎祠韓愈祭文化活動之研究    

目錄： 

第一章 緒 論 

第二章 韓愈的思想功德暨與客家的淵源 

第三章 昌黎祠的興建、功能與演變 

第四章 昌黎祠韓愈祭活動的過程 

第五章 韓愈文化祭活動的意義及改進意見 

第六章 結論 

 

美和科技大學 

九十九年度教師產學合作計畫結案報告書 

研究人員：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吳應文專任副教授 



 2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韓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歷三年(768)卒于穆宗長慶四年(824)，享年五十

七歲，一生經歷六位皇帝，可說是中唐政經由盛而衰的時期。韓愈的里籍是河南

府河陽縣(今孟州市)，昌黎是韓氏郡望，是韓愈榮耀的遠祖之原籍所在，韓愈文

中有九次自稱「昌黎韓愈」。死後諡號文，又稱韓文公。 

憲宗元和十四年(819)韓愈上「論佛骨表」這件事對韓愈個人或中國歷史來

說都是轟動的大事。有唐一代，道家黃老治術曾倡行一時，而尊仰李耳的道教亦

頗受推崇，至武后等大力宣揚佛教，唐代君王大多崇信佛老，元和十四年的迎佛

骨入長安，成為憲宗朝全國最隆重的活動，王公士庶皆奔走風靡，韓愈一生堅守

儒學道統，尊崇孔孟仁義，上表切諫，觸怒憲宗因此而遭謫貶潮州。 

韓愈在潮州刺史任內的政績與功德，永遠受當地人民感念而為他建祠崇祀。 

清初客家先民渡海來台墾殖，於道光七年(1827)將嶺南人民對韓愈的信仰引

進南台灣，於內埔興建昌黎祠，同時做為民間書院，延聘名師教育學子。這座台

灣唯一主祀韓愈的祠廟，是六堆珍貴的資產，因此培養許多客家優秀子弟，透過

科舉金榜題名而光宗耀組，表現客家人尊崇儒家道統與重視文教的精神。 

乙未年(1895)日本殖民台灣，昌黎祠依然有學者教導漢文，講授唐書，以維

繫中華傳統文化。中日宣戰後(1938)，日本實施皇民化運動，昌黎祠的教學與信

仰受到壓制，當時有識之士以權宜之計由尼師入駐管理，昌黎祠形同出家人靜修

的佛教寺廟，平常正門深鎖。一直到民國 76 年(1987)關閉的大門才再度開放，

從此由天后宮昌黎祠管理委員會經營。文教的功能已淡化多年，其間於民國六十

二年昌黎祠曾被內政部列為國家三級古蹟，但是民國六十六年賽洛瑪颱風破壞

後，因為改變了原本結構而喪失古蹟資格，令人惋惜。 

民國九十年(2001)幾位熱愛地方文史的客家年輕人，發起韓愈文化祭的活

動，在每年農曆九月九日由管理委員會舉行的例行祭祀之外，增加許多藝文與教

育的活動，總共三天時間，而且節目逐年推陳出新，將傳統的廟會習俗賦予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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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教意義，讓更多的青少年學生參與，而獲得另類的學習與啟示。並且結合地

方產業，發展知性觀光，以活絡六堆經濟，當時屏東縣設立了客家事務局，中央

也有客家委員會。因此獲得政府支持補助，暨學校師生與社會大眾的響應與參與。 

由於韓愈文化祭，使沈寂多年的昌黎祠又再度活絡起來，引發學界與社會對

他的研究探討，但是昌黎祠的文獻記載極為有限，一部份資訊取自地方耆老與相

關人士的口述，筆者將各種意見加以取捨整合。本文旨在探討兩百年來歷經滿

清、日治與國民政府三個時代，內埔昌黎祠的演變，藉此喚起民眾對客家先民來

台辛苦墾殖，經營地方文教的認識與敬仰，希望後人不要疏忽了昌黎祠原本優良

的文教氣息，並且透過韓愈文化祭的推動使昌黎祠有更創新、更多元的功能。 

而十年以來，逐年舉行韓愈文化祭的活動是一個新穎有創意的文教活動，使

台灣唯一主祀韓文公的內埔昌黎祠知名度大增，也激發了民眾的重視與青少年學

子的興趣，筆者曾多次主持與參與活動，並與主辦承辦的單位，暨執行的文化工

作者談論與檢討，希望韓愈文化祭能一直舉辦下去，而且節目內容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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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韓愈的思想功德暨與客家的淵源韓愈的思想功德暨與客家的淵源韓愈的思想功德暨與客家的淵源韓愈的思想功德暨與客家的淵源 

韓愈如多數中國知識份子一樣，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頗重視仕宦，希望能

為國家做事，並且光宗耀祖。他在「與衛中行書」中提及自己對仕途與富貴的看

法： 

「至于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仕者也，

其所不忘于仕途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1  

韓愈一生仕途雖亦有波折，然大體尚稱順利，曾在朝廷中央任高職，一直堅

持理念，積極任事，亦有不少功德與建樹。但是在安史之亂後，唐朝中期籓鎮割

據，政局由盛而衰的時期，他在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為國家為民族不算有扭轉

乾坤的輝煌貢獻。 

在學術思想上，他一生尊崇儒家發揚孔孟學說，雖然在哲學上也提出頗多獨

到的見解與理論，甚至於以避佛為己任而諫迎佛骨，觸怒憲宗遭貶謫。他的思想

內容固然發揮承先啟後的功能，但是並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因此韓愈也不算是偉

大的思想家。 

韓愈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主要的原因，或許正如宋朝蘇軾所稱譽

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2  

韓愈推動古文運動，拿「修辭以明道」為綱領，當然此道即儒家之道，他在

「答李秀才書」裏說：「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3  

他一方面反對陳言濫調，與駢儷俗文；鼓勵創新辭，詞必己出。更重要的是

要求文人注重內在品德修養，為文者要表現心靈的主體意識。因此形成一代風

潮，更影響後世散文的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卞孝萱等著：韓愈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頁 89 

○2 呂大防等撰：<韓愈年譜>韓文公廟碑，北京，中華書局 2006，頁 215 

○3 卞孝萱等著：韓愈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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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韓愈在詩文上的成就，可以說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怪奇雄肆的風格，在能

繼能變的努力過程中，他也開拓了詩歌創作的新世界，為宋代詩風的肇始者，就

如蘇軾所言：「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亦自退之始。」○4  

此外，韓愈令後世眾人感佩的是他一生對教育事業的熱心與實踐，這一方面

可以說充分發揮了儒家孔夫子的教育精神，在中唐士大夫一族重門第與階級的時

代，社會上有一種「恥為人師」或「恥學於師」的不良風氣。韓愈不但批評這種

陋習，還身體力行，勇於為師，招收後學，由於他的努力，開創了中唐教育的新

局面，也使中國教育史經過了一個低潮後，由於韓愈的提倡與實踐，又能繼續向

前發展，維繫良好的師道體系。 

他為李蟠所寫的「師說」中，首先肯定「師」對於任何人都是必要的，並且

對「師」的概念下了明確的定義：  

「古之為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5  

韓愈十分強調師與道的關係，而他所講的「道」，從他一貫的思想看是儒家

傳統的仁義，正如他在「重答張籍書」中提到「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

傳之道也」○6 另外在「原道」裏他又說道：「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

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7 由此可看出韓愈注重孔孟仁義倫理道德，與表明儒家教育思想的傳承關係。 

韓愈一生四任學官，包括國子監四門博士或國子學博士，因此對教育事務，

在公職上也著力頗多，他主張辦好學校，擴大教育，在「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裏

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茗溪漁隱從話，前集卷 17「韓吏部中」 

○5 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香港，中華書局，1984，頁 24 

○6 同注○5 ，頁 78 

○7 同注○5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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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複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游太學，

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需革正，以讚鴻猷，今請國子

館並依《六典》」○8  

同時他以身作則，強調言教與身教並重，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也確實給學子與

後人樹立良好的榜樣，他在「勸學解」中，提到「業精於勤荒於嬉」在「教」與

「學」的積極實踐中，後人不得不敬佩韓愈不僅是一位文學大家，也是一位了不

起的教育家。史稱韓愈獨能指導後學，獎掖後進，有唐三百年，能得此聲譽者，

恐怕只有韓愈一人。 

客家人與韓愈結善緣，有一個關鍵的因素是韓愈諫迎佛骨觸犯憲宗，於元和

十四(819 年)年被貶為潮州刺史，是年韓愈已五十二歲，雖然治潮僅八個月短短

的時間，但是他不敢以州小地僻而疏忽，仍然勤於治事，包括著名的「祭鱷魚文」，

驅惡除害，贖放奴婢、關心農桑，許多政績確實貽愛人民，讓嶺南百姓與當地客

家族群深為感念。其中「延師興師」影響當地最大，更是被後人所傳頌敬仰的功

德。 

他在潮州刺史任上，更大力推動平民教育，辦好潮州鄉校，還請趙德為師，

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中他又說：「『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

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

○9  

蘇軾為韓文公祠撰碑云：「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由是潮人

篤于文行，至今號稱易治。」○10 其言確實贊譽有加。但是如果說韓愈治潮是潮汕

地區教化啟蒙之肇端，之前是文化落後蠻荒瘴地，也不完全合乎史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同注○5 ，頁 413 

○9 同注○5 ，頁 402 

○10 同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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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潮州原有州學，只是荒廢日久，韓愈儘速將之恢復，使潮州文化教育帶

來重大的轉機，他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中云「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

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閣後生無從

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

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11  

在唐代崇道佞佛的風氣蔓延全國之際，韓愈倡導儒家禮樂文化與倫理道統，

並且要求學子明經崇德，從此重振學風，導正民心。其後趙德集韓文 72 篇輯成

「昌黎文錄」，這是最早的韓集，並將之作為重要教材。 

由於韓愈在歷史上樹立輝煌的學術地位，擁有堅定的儒家思想，高尚的人格

風範與豐厚的政績功德，因此歷代治潮者以韓愈為表率，在潮州辦書院重科舉之

風氣更長盛不衰。此後地方官員利用了民眾尊韓心裡進行教化，反過來尊韓之風

又推動了地方官員以興文辦學為首務，使學子明禮知義，篤於文行，當年偏僻荒

蠻的潮州因此有「海濱鄒魯」之譽。 

韓愈治潮之貢獻與影響，不僅為上層社會所推崇，在民間也有口碑。蘇軾撰

「韓文公廟碑」謂「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12 ，潮

州的韓祠香火歷千年而稱旺，為年代最久遠的一處韓祠。 

潮州人民尊敬韓愈，以各種方式紀念他，如「古文雅正」評論卷八云： 

「公守潮州，潮人思仰之甚，故凡山水皆以公姓為號，此以見振古人物，小

用之則小效，誠心實政，十足感人，山水易名，流風百世，偉哉！」○13  

潮州許多名勝古蹟多以其姓名稱之，如此地惡溪改名為「韓江」，筆架山改

名為「韓山」，西麓有「韓文公祠」，其旁建「景韓亭」，市街有「昌黎路」，江邊

有「韓渡」，如今又有「昌黎小學」、「韓山書院」「韓山師範學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同注○5 ，頁 401～402 

○12 同注○2 ，頁 215 

○13 蔡立遠：古文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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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對潮州帶來無限深遠的影響，嶺南人民在明末清初渡海來台，在台灣南

部內埔鄉，客家人建立了「昌黎祠」以專祠主祭韓文公，並以此作為早期民間學

院，延師講學、教化子弟，這件獨特而珍貴的事蹟，也確實表現出客家人尊崇儒

家道統學術，敬仰韓愈一代大儒先師的人文精神與素養。 

關於客家族群的來源、遷徙與歷程，雖然眾說紛紜，但是各家學者研究的結

果，還是可以歸納出一些共通的看法。 

所謂「客家」就是「客而家焉」之意，客家人原本居中原一帶，經多次遷徙，

輾轉到中國南方各地區，仍然堅持自己族群的語言、習俗與人文特質，與當地原

來的土著族群有所區隔，而被視為外來者的客家族群。其多次主要的遷徙時期，

包括歷史上東晉五胡亂華，唐末黃巢之亂，宋室南遷與元人南侵等事件的影響。

在源遠流長的遷徙行動中，由北向南到了江西東南部、福建西南部與廣東東北

部，甚至轉至台灣與海外各地。客家先民的原鄉原本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游，

是中原正統的漢族中，一個系統分明的支派，客家人深受儒家文化之薰陶，不論

時空如何轉變，一直維繫中華優良道統，除了不放棄中原正音的客家話之外，在

生活與風俗習慣上也是充分表現傳統儒家的人文素養。 

客家人各家族都非常注重族譜，先祖可追溯到二、三千年前的周朝，明示宗

族的源遠流長，各宗族皆擁有祖堂與祭祀公業，祠堂正門上有堂號，而門聯與棟

對都明顯地頌揚到列祖列宗的來源與功業，祖牌與墓碑亦寫明諡號與名諱，過年

過節對祖先的祭拜與掃墓，老老少少共聚一堂，非常隆重莊嚴。 

家族中人人提倡追懷祖宗，敬老尊賢，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充分發揮儒家

的倫理道德，並凝聚親族間的深厚情義。 

客家人遷徙到中國南方或台灣的過程中，歷經險難，在惡劣偏僻的環境中，

培養了刻苦勤勞、堅忍奮鬥的「硬頸」精神，在無數居住的山區或少數平原，客

家大多農耕為生，在都會中經營商業者，仍佔少數。 

在南台灣的亞熱帶氣候下，大武山下水源充沛，屏東的沖積平原，土壤肥沃，

一年有三期收穫。客家人不論男女老少，努力農耕，勤儉持家。族群之間團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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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甚少內訌械鬥之事。當生活穩定，物力豐足之後，客家先民進一步企圖的並

非營商創業發大財，而是發揚文化教育，大力培養子孫讀書，期望子弟能識字知

禮，更以科舉獲取功名，而貢獻國家且光宗耀祖，客家民間諺語有云：「積金千

兩，不如明解經書」、「男子不讀書，家計無出路」。 

雖然經濟條件普遍較窮困，但是客家人卻非常注重教育文化，各村落有許多

「敬字亭」，表示對文字與學術的尊敬，培養子弟讀書，可以說不遺餘力。在農

村傳統住宅屋舍，有許多正門橫額仍標示「耕讀居」，保持中國優良的文教古風，

所謂的「晴耕雨讀」。家族中鼓勵後代子孫勤奮向學，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奉

獻國家，更是每一位長輩最大的期盼，正如萬巒五溝水劉氏宗祠門戶牆壁上書寫

的：「一耕田、二讀書、三作忠臣孝子。」 

從客家人的文教理念與族群特性，可以看出與韓愈一生所堅持與提倡的儒家

思想與制度，是極為契合的，作為有唐一代文豪與大儒，韓愈成為崇尚道統的客

家人尊敬與崇拜的聖人是理所當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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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昌黎祠昌黎祠昌黎祠昌黎祠的興建的興建的興建的興建、、、、功能與演變功能與演變功能與演變功能與演變 

清朝教育制度，省之下為府，府設儒學，縣設縣儒學，州廳亦各設儒學，以

育賢儲才。民間鄉里為補助官方學堂之不足，則以社學、義學、民學、書院以教

導地方子弟。 

當時內埔隸屬鳳山縣，在昌黎祠未建前，高屏地區可以就讀的縣學及書院有

鳳山縣學、左營屏山書院、內門萃文書院、屏東市屏東書院等，然而距離在二三

十公里之外，加上交通不便，對六堆或內埔學子來說，仍是長路漫漫，困難重重。 

因此興學設校、作育英才的地方教育事業，還是要依賴民間的力量，根據台

灣歷史資料的記載，私學之設立與教學情形可見一斑。 

「私學之設立，有讀書人自設者，有鄰保鄉景共捐資而設者，有殷戶宗族獨

立經營者。」○2  

「私塾學堂俗稱『蒙館』，即啟蒙之謂也。本縣各村社、部落均有設立，而

無正式官方學堂，僅利用村莊部落之祖祠、廟宇公廳為臨時學堂…此等學堂皆由

地方仕紳、父老、殷實為東主，延聘名儒以教子弟，餘不足概由地方仕紳、父老、

殷實負擔之。初進學子課以三字經和應用文字為主。」○3  

其後嶺南地區許多飽學之士陸陸續續來台，將原鄉儒家思想與文化引進六堆

墾殖地區，而客家有識之士與之合作，開始在客家聚落設立私學，延師講學，教

育後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王紹卿，陳嘉祥主編：重修屏東縣志，卷五，文教志頁 11 

○2 盛清沂編著：台灣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6 月頁 312。 

○3 簡炯仁著：六堆聚落的形成及其社會變遷，收錄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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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舉六堆地區的主要民學書院：○4  

名稱 地點 始設年代 創立及執教者 

新北勢書院 內埔 康熙年間 侯德觀(第一屆副

總理) 

內埔書院 內埔 乾隆三十五年 曾中立(第三屆大

總理) 

漢文私塾 內埔 道光十一年 曾偉中(第六屆大

總理) 

漢文私塾 內埔 咸豐同治年間 丘龍章執教(丘逢

甲之父) 

竹書書房 內埔(竹圍村) 光緒十四年 劉植廷執教 

劉氏私塾 萬巒 道光十二年 黎應揚執教(先鋒

堆總理) 

觀海山房 萬巒、五溝水 光緒年間 劉氏先賢 

漢文私塾 竹田二崙村 康熙年間 李直三(第一屆大

總理) 

問字山房 長治火燒庄 光緒年間 邱鳳祥秀才 

耕讀堂 麟洛 光緒年間 徐春華秀才 

吟杏書室 美濃 清末 宋氏伙房 

漢文私塾 美濃廣化堂 清末 鍾福清執教 

尤其是道光七年(1827)，來自嶺南的六堆先賢於內埔興建昌黎祠，以崇祀一

代大儒與中唐大教育家，並聘請無數名師駐祠講學，作育英才，因此六堆子弟來

此讀書求學者眾多，內埔人士此後考取科甲者大為提高。所以昌黎祠除了是崇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曾彩金總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文教篇 6，頁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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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寺廟，也是重要的民間書院，帶動了六堆地區優秀的學潮與文風。昌黎祠在祠

內的「內埔昌黎祠沿革」有云：「粵莊之後起，不惟追念先人來自嶺南，且讀其

書，無不宗仰文公，遂起建昌黎祠於內埔，一以兼備宣講，且為學子講求深造之

校址。聘國內名師駐祠，教以制藝，課以試帖，為將來考試之資，似此昌黎祠不

惟廟宇，概亦科舉時代之學府也。○5 」 

由此可知屏東內埔昌黎祠主祀韓文公，並聘名師，設校講學、教導子弟，即

為客家族群崇奉先賢、敬重文教的最佳例證。 

「屏東縣志」提到： 

「昔日潮州先民自潮移居此地，為紀念故鄉，故沿用此名，曰潮州莊。在廣

東之潮州有韓文公廟，台灣潮州亦有之。」○6  

現今的行政區域劃分，內埔鄉與潮州鎮是屏東縣的兩個不同鄉鎮，相距有五

公里之遠，但是清朝以來的行政區域內埔與潮州都曾隸屬鳳山縣。日治時期內埔

屬台南縣鳳山支廳，明治三十年(1897)設內埔辦務署，隔年併入潮州庄辦務署。

三十四年改立阿猴廳內埔支廟，又再併入潮州支廳。民國三十五年(1946)內埔庄

改稱內埔鄉，隸高雄縣潮州區。所以內埔與潮州在歷史的演變中，都是屬於客家

先民在南台灣懇拓六堆的區域之內，只是潮州鎮市鎮化之後，形成河洛人移入漸

多的商業區，經濟漸趨繁榮，而內埔是農業鄉，民情純樸、勤儉，客家人依然佔

絕大多數的人口比例。 

關於昌黎祠的創建，依照文獻的記載有二種主要的說法：其中之一是祠內左

壁記鍾國珍所撰「內埔昌黎祠重建記」云：「清康熙、乾隆間，嶺南人士移植台

灣，繁衍於下淡水六堆地區，為興學育才計，特於嘉慶八年(1803)，由昭武都尉

鍾公麟江發起，建昌黎祠於內埔。」○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柯萬成編：屏東內埔昌黎祠沿革志，內埔昌黎祠管理委員會，2002 年，頁 37。 

○6 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卷一，地理志，1983 年頁 621。 

○7 劉正一編：六堆天后宮沿革志，內埔昌黎祠管理委員會，2005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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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河洛人與客家人接續渡海來台墾殖，翻山越嶺，渡黑水溝，歷經險難，  

得以生存發展，感念天上聖母慈航普渡，保佑平安，而虔誠敬仰的信徒越來越多，

至今可說是最多台灣人信奉最普遍最重要的神祇。 

以六堆各客家村庄興建最多的寺廟來看，伯公廟壇(福德正神)、神農宮(五穀

先帝)、三山國王廟、媽祖廟…等，到處都是，無數寺廟除了節慶的祭祀慶典，

平日參拜祈禱者也人潮鼎盛。這些活動關係到人民生活中的農耕產業或命運禍

福，而善男信女們燒香跪拜，祈求的事情不外乎平安、健康、福氣、發財、升官…

等事項，有些更安排乩童法師與符籤茭杯供人問卜解難或消災轉運。 

而昌黎祠的屬性，較類似於孔廟，都是祭祀儒家的聖賢先師，後人感佩他們

對中華道統與文教方面的偉大貢獻，而發起建廟予以祭拜追念。同時祠廟中也往

往做為學者講授與學子讀書幽雅清靜的文教聖地，因此昌黎祠具有非常崇高的人

文氣息，與台灣一般民間寺廟的宗教氣息顯然有很大的差別。 

其實，鍾麟江於嘉慶八年(1803)秋，至媽祖聖地福建莆田縣湄州島割香，帶

回媽祖聖像一尊，受鄉親之委任，倡建內埔天后宮(即媽祖廟)，建宮碑文記載「倡

建總理欽褒忠原任福建水師提督軍門右營守備六品軍功加一級鍾瑞川字麟江」。

當時籌組建廟，此等大事必須募集民間龐大人力物力，鍾麟江被推舉為天后宮創

建總理，花費二年時間才完工。 

但是緊鄰的昌黎祠，屬性與造型與天后宮大為不同，拜媽祖與敬韓文公的信

仰差異很大，兩者的門面，天后宮是敞開式，昌黎祠是封閉式的，昌黎祠的屋脊

還高過天后宮。而且在當時興建一座寺廟，是頗耗人力物力的大事，能否兩者同

時興建頗令人懷疑。 

另外一種說法，在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云：「韓文公祠…一在內埔莊街(港

西)，與天后宮比鄰，縣東四十里，屋六間，道光七年武生李孟樹倡建，咸豐十

二年舉人余春錦募修，光緒十七年例貢生李向清重修。」○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盧德嘉編：鳳山縣采訪冊，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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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於昌黎祠的倡建、募修與重修，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物都有明確的記 

載。又根據「六堆天后宮沿革志」○9 撰者劉正一的調查：「李孟樹，鳳山縣港西

里內埔莊人(今內田村)，原籍廣東，蕉嶺縣，道光三年考取秀才，旋加入「文宣

王祠典會」，道光七年(1827 年)擔任主持人，同年倡建內埔昌黎祠。昌黎祠內有

何元濂「重鐫文宣王祠典引碑文」記載： 

「…以是會齊同人，津斂祀典，一以倡之文運。每人捐銀壹員，做春秋享祀

之用，其餘設立花紅獎勵來茲。時仰瞻數仞之牆者，迨後相率而來，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數年間，遊泮水以進學者，師師濟濟，未始非聖教有靈，故後先輝映

也。」○10  

昌黎祠建成後，特聘名師駐祠講學，如舉人鍾桂齡，歲進士邱贊臣(國楨)、

士江昶榮、劉金安都曾經在此講課授徒，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客家子弟。 

「文宣王祀典會」後來改名為「大成祀典會」，而為了經營昌黎祠，又創設

「韓文公祀典會」。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八年(1949)六堆有志人士以「尊崇文

教、敬仰夫子」為宗旨，倡議津斂祀典成立「六堆文公祀典」。○11 其後的「六堆

科舉會」、「六堆文教基金會」都是同樣贊助文教與考試的民間社團。 

內埔地區流傳一首童謠：「古早廟、尚神奇。天后宮，拜福氣。韓公祠，拜

考試。有燒香，有保庇。」○12  

因為昌黎祠早期做為民間學堂，有學者名師在此講授教學，而無數學子都有

一個共同的目標，參加科舉應試。由於先賢的熱心推動，六堆文風蔚起，人才輩

出。清代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光緒十八年(1892)屬鳳山縣治的六堆地區，全

縣五位進士中，六堆佔三位，即黃驤雲、張維垣、江昶榮，而二十八位舉人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同注○7  

○10 同注○5 ，頁 31。 

○11 柯萬成編：屏東內埔昌黎祠沿革志，內埔昌黎祠管理委員會 2002 年，頁 18 

○12 蔡文婷著：台灣民俗筆記，光華畫報 2002 年 11 月，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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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佔二十位，○13 上榜者佔有絕對多的比例，成績斐然。這可以說是六堆客家先

民尊儒崇文，注重教育的最佳表現，而昌黎祠對六堆文化學風的優秀影響，也是

令人敬仰的。 

雖然目前相關文獻資料尚有不足，關於昌黎祠的創建時間，筆者採信第二種

說法。○14  

內埔昌黎祠與天后宮在管理經營上，後來隸屬同一單位，但是興建的時間應

該各有不同，兩座祠廟原本是分開的，中間尚有一塊空地，中間的觀音廳是後來

增建者，時間是日治大正三年(1913)天后宮重修時，因此三座祠廟才連成一體。 

天后宮奉祀主神為天上聖母(媽祖)，左次間奉祀註生娘娘，右次間為福德正

神，屬於道教或民間信仰。觀音廳是拜佛教的觀世音菩薩。昌黎祠主祀韓文公，

從祀趙德和韓湘兩位先師。 

韓愈一生堅持儒家道統，提倡孔孟思想不惜排佛斥道，而六堆客家人卻同時

信奉三者，三座不同信仰的祠廟結為一體，合併管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昌黎祠往後還有多次重修紀錄，又根據鍾國珍所撰「內埔昌黎祠重建記」云：

「昌黎祠創建至今垂一百八十年，其間經舉人鍾桂齡、管事鍾里海、鍾貴光、李

石華，歲進士邱贊臣等迭為補修。至民國二年紳耆劉金安等再為重修。」○15 清朝

之後是日據時代，經過約五十年光景。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後由仕紳鍾梅貴、

鍾桂蘭、李福謙、鍾玄珍、陳玉蓮等人，向上級政府申請核准，重修昌黎祠及天

后宮，民國三十六年短期興工修復完成。其後於六十二昌黎祠年被內政部列為國

家三級古蹟。 

民國六十六年，由於強烈賽洛瑪颱風肆虐，造成嚴重破壞，使昌黎祠前殿傾

倒，其餘樑柱亦多腐朽。於是地方人士再發起重建，組織昌黎祠重建委員會董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王紹卿，陳嘉祥主編：重修屏東縣志，卷五，文教志頁 89 

○14 科萬成編寫昌黎祠沿革志有此主張，本文前面有提出幾點理由因此筆者也認同其主張。 

○15 同注○5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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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除了各級政府機關的補助，主要經費皆賴熱心人士樂捐湊足，於民國七十年

十月修建落成。僅錄兩側楹聯以資紀念。一則為時任考試院長劉季洪撰：「ㄧ生

弘聖道，直諫謫潮州，驅鱷安民，誕敷文德留遺愛。百世仰儒宗，仁施周海嶠，

闢邪贊化，運啟昌期佑復興。」另一則為長治邱開逢與內埔鄉親所撰：「直諫謫

邊疆，八千里雨雪風霜，天意嶺南開教化。至言垂後學，數百篇文章道德，人心

海外起頑廉。」 

但是這次的修建工程，未延請專家學者諮詢與評估，雖然造型大體依舊，卻

拆除危殿，原本木造樑柱與部分結構以鋼筋水泥改建，喪失了古蹟原貌，被從古

蹟行列中除名，令人惋惜。而內埔天后宮卻在民國七十四年被內政部列為國家三

級古蹟。○16  

內埔天后宮與昌黎祠兩廟緊鄰，後來皆屬同一個管理單位，昌黎祠的土地原

持有者是劉金安(1857-1931)，是內埔大富農，今東寧村人，乙未年曾率六堆義勇

軍北上抗日。明治三十七年，又任內埔區庄長，曾在昌黎祠講漢文。長子劉鳳岡

擔任天后宮及昌黎祠管理人。一直到民國九十年，由時任管委會主委鍾正雄的奔

走辦理，才將劉家後代手中的土地權狀，轉移至廟方的管理委員會。 

即使在日治時期，昌黎祠仍被作為教學的場所，明治三十一年(1899)日本官

方推行國語(日語)，即以內埔昌黎祠設立鳳山國語傳習所內埔分教場，後來改為

內埔公學校，是初級教育六年制，即現今內埔國小的前身。因此當時許多新學校

的建立，也充分利用舊有社會的資源。昌黎祠中起初漢文的教授仍然沒有完全停

止，尤其在民間的學堂書房，有許多具有漢族意識的家長，仍然鼓勵子弟去讀唐

書與傳統經典，希望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仍能飲水思源不忘本，這也是客家人

自發性的維護儒家道統與中華文化的優秀表現。 

一直到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正式對日宣戰，而日本軍國主義更

為跋扈，強力推行皇民化運動，強制廢除漢文教育，要台灣人改日本姓，以日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同注○7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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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神道取代台灣民間宗教與各種信仰，推行「寺廟整理」政策，搗毀無數神像，

嚴禁民間宗教活動，因此昌黎祠的公開奉祀受到遏阻，而原有的講學與文教活動

也幾乎終止。當時地方人士與日方交涉，由出家尼師進駐管理，昌黎祠變成佛教

尼師靜修的寺廟。 

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四年(1945)地方人士發起了昌黎祠的修建，但是仍然

由出家尼師管理廟務並長期進駐，一直到民國七十六(1987)年出家尼師遷出的這

段期間，昌黎祠的大門始終關閉著，平時進出皆從旁邊的天后宮、觀音亭或廂房

三個門通行，只有舉辦法會時大門才會打開。 

民國七十六年，政府督導下從新成立「天后宮昌黎祠管理委員會」，兩座祠

廟合併管理，並召開第一次信徒大會，審議組織章程七章三十三條，選出第一屆

主任委員鍾智謙與委員共九人，監察委員三人，主任委員一任為三年。 

鍾智謙勇於任事，公正無私，頗獲眾望。一直連任到第五屆，才由鍾正雄先

生接手。因此昌黎祠與天后宮依然香火鼎盛，重要節日有祭祀與相關活動，是六

堆客家人信仰的神聖所在。 

由於國民政府推行普及教育，大量設置國民小學、初高中，發展國民義務教

育，又推行國語文，各級學生們的升學依聯考制度，與清代科舉制度大異其趣，

因此昌黎祠也不再做為私人講學授課的場所，而喪失了原有的文教功能。 

到民國七十六年成立「六堆內埔天后宮昌黎祠管理委員會」，恢復祠廟的祭

祀，並將民眾捐獻與各項收入，以寺廟社團的相關法令經營管理，一大部分作慈

善公益之用，一部份贊助文化基金與教育獎學之用。 

管理委員會並接受政府補助輔導，與民間團體、各級學校，在民國九十年

(2001)以來連續舉辦「韓愈文化祭」的活動，許多民眾與師生熱鬧參與，希望重

新喚起民眾對韓愈的瞭解與敬仰，追念客家先賢先師創建昌黎祠的用心與宗旨，

並延續客家族群優秀人倫傳統以及對儒學文教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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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昌黎祠韓愈祭活動的過程昌黎祠韓愈祭活動的過程昌黎祠韓愈祭活動的過程昌黎祠韓愈祭活動的過程 

中國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從無數出土的器物與文字記載，吾人得知殷商人

敬畏鬼神，為了祈福消災趨吉避凶，有各種卜卦迷信的宗教儀式，到周朝的祭祀

風俗，已經建立了一套禮樂文化的制度，將人對天地與神明的崇拜，結合人文世

界的道德倫常與豐功偉業，作為崇敬頌揚的對象，因此超越對神明的絕對信仰，

提升了人自主自覺的意識。春秋時代儒家的興起將周朝人「以德配天」的宗教觀

加以發揚光大，賦予更明確的人文禮教的內涵，在重要經書「禮記的祭義、祭法、

祭統…」各篇典籍中，可看出中國正統的祭祀禮儀，是人文的而非宗教的，是理

性的而非迷信的，充分表達奉祀者為表彰天地聖賢而推崇報答其道德功業的敬

意，藉此教化薰陶人心，使社會達到「民德歸厚」的理想境界。 

由於客家人是非常重視中國傳統文教與禮儀的族群，因此在每年特定的節

日，對於長期以來人人尊仰的天地、聖賢、祖先與各種神明，都十分慎重其事的

舉辦祭祀儀式與熱鬧活動，表示由衷的崇敬與紀念之意，客家學者曾指出：「客

家社會崇禮重道，對於祖先及崇奉的神明，四時多行祭祀，藉資崇敬。故不論鬧

市僻壤、富有貧窮，皆普遍竭誠參拜，祈求安康吉祥。」○1  

因此屏東內埔昌黎祠的祭典每年都照例舉行，日期是訂在農曆九月九日韓愈

誕辰之日，適逢傳統的重陽節。早年即有「大成祀典會」對儒家宗師孔子的祭祀，

其後創設「韓文公祀典會」，光復後每年的祭典都沒有間斷，六堆有識之士藉此

發揚「尊崇文教、敬仰夫子」的優秀精神。民國七十七年天后宮昌黎祠管理委員

會成立，繼續每年按時舉辦文公誕辰祭祀。 

昌黎祠祭祀，以傳統禮儀中最精華與最普遍的「三獻禮」儀式進行，所謂三

獻即初獻、亞獻與終獻。<禮記>云：「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陳運棟著：台灣的客家禮俗，台北常民出版社，頁 136 

○2 孔穎達著：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禮器，卷 24，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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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祭祀之主旨在「崇德報本」，以人為主體，表達誠敬之心，並擴充為社

會教化的功能，以鼓舞六堆客家人進德修業，尊禮好學精神，因此祭典禮節是否

周全倒在其次，歷年來的祭祀即使略有修改也是大同小異。 

以 2007 年韓愈文化祭中三獻禮的儀式流程，是長興國小朱勝斌校長所編

纂，祭式典禮從開始到禮成，共有 21 個程序，不論主祭者陪祭者、執事者與全

體人員，包括上香、行禮讀疏文、祝文，在音樂與鐘鼓聲中，不失莊嚴肅穆之氣

氛。 

因此韓愈祭中祭祀的功效，並非為了鋪排神明或祈求天賜鬼予，主要是敬事

天地、聖賢、祖先，以行使人道教化民心，就像萬巒林松生老師在「韓愈祭獻舞

之序」一文中所描述的現象。 

一、束髮冠為文風到，整肅儀容表虔誠。 

二、三進三退行禮儀。 

1.一進一退行禮儀 

2.二進二退驅邪惡。 

3.三進三退興教化。 

三、文公南來啟文風。 

1.文起八代是豪雄。 

2.開卷有益遵六經。 

3.文傳四方是師道。 

4.詩禮傳家子孫榮。 

四、如椽之筆驅邪惡 

1.一柱擎天定乾坤。 

2.義正辭嚴振朝綱。 

3.文風鼎盛德如風。 

4.高風亮節萬世榮。 

五、文傳千古教化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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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鵬展翅彩雲飛。 

2.羽扇呼風德化民。 

3.風情萬種興萬仁。 

4.德澤在人百世芳。 

六、詩禮傳家百世榮 

1.延師興學在嶺南。 

2.文風蔚起興客家。 

3.人才濟濟感文公。 

4.六堆子民齊景仰。○3  

以上歌頌韓愈之詩句，可見昌黎祠的祭祀有別於一般宗教寺廟中對民間信仰

的神明所行的參拜祭祀，幾乎沒有消災解禍、祈福求財的用意，卻有濃厚的尊德

崇禮、人文教化的氣息。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昌黎祠每行例行的祭祀儀式，不能一成不變，成為委

員會與善男信女的宗教活動，使社會大眾不再重視，而輕忽了他的文教意義與價

值。 

民國九十年(2001 年)幾個年輕人在談天閒話時，激發彼此的腦力創意，無形

中慢慢的塑造了炒熱昌黎祠功能而舉辦韓愈文化祭的構想，這些年輕人包括內埔

金石堂書店的曾達仁、版畫工作者黃紫環、張偉正代表、李安琪與蔡森泰等人，

他們的熱情得到管理委員會的贊同，於是向地方政府爭取八萬元的補助金，以短

少的經費，就大膽的創辦了有史以來第一屆的韓愈祭活動。將每年農曆九月九日

例行的韓愈祭祀儀式，注入了多元活潑的教育與藝文的氣息，在報章雜誌主動的

報導宣傳下，新穎的韓愈文化祭可以說未演先轟動，獲得朝野各界與機關學校的

廣大迴響。有別於一般宗教寺廟的祭祀大拜拜，除了拜神明的善男信女之外，更

多的參與者是教師、學生、社團與文史工作者，因此有報導說韓愈文化祭的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此為林松生老師於 2005 年 9 月 20 日歌頌韓文公之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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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一些「神」氣，卻多了幾許「文」氣。○4  

第一屆韓愈祭三天的活動，包括前所未有的版印金榜符、紀念書籤、藏書票

展、文公帕植物染展，老照片講座、香草創意 DIY 活動，以及社區大學實驗劇

團演出韓愈「祭鱷魚文」行動劇，這些將傳統賦予了現代感的文教活動，吸收了

新人類與小朋友學習的興趣，也喚起了客家的中壯年者對昌黎祠已經漸漸淡忘的

回憶。 

從此每年韓愈文化祭都不斷的舉辦下去，而且受到中央客委會、文建會到地

方政府客家事務局、教育局相關機關的重視，補助的經費增加。參與的單位與人

員，也更為盛大，節目當然也是推陳出新，創意十足。除了在美和技術學院舉辦

的韓愈文學講座與論文發表會，屏東科技大學師生的客家創新服飾創作與展秀。

並舉行各級學校學生的分組「金榜題名」大會考，經筆試口試選出狀元、榜眼、

探花與優選者。而「晉冠之門」活動，則要求考生要通過「聰明門」、「機智門」、

「勇氣門」、「博學門」與「狀元門」等五個關卡。至於詩詞散文徵選與詩歌吟唱

比賽，提升社會人士與青年學生對文學的興趣與創作的素養，其中有許多首得獎

的作品，包括古體詩與白話新詩，並一一刻在無數石碑上，擺設在昌黎祠旁的龍

頸溪公園形成一條詩詞佈道，永遠供人欣賞的懷念。而寫生比賽，繪畫昌黎祠之

美，也留下許多美好的作品。 

由於客家族群意識的崛起與母語本土文化的興盛，六堆客家地區逐漸的成立

了無數的客家戲劇、樂舞、山歌或八音團的團體，他們在行政院客委會與屏東縣

政府客家事務局的贊助與支持下，多年的努力也有豐碩的成果，正好在每年韓愈

文化祭系列活動中，儘力的呈獻給社會大眾。而國中、小學生在學校中母語教學

與社團指導下的多項才藝表演，如弄獅、扯鈴、大鼓、講演、歌舞等，也讓家長

們觀賞之餘，讚嘆不已。 

由於昌黎祠周遭目前已經變成內埔最繁榮熱鬧的商業區，除了街道上車水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蔡文婷：台灣民俗筆記、台北市文華畫報社、2007 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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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人來人往，兩旁都是各種商店與餐飲業。因此韓愈祭活動中，也舉辦老街尋

古導覽與熱鬧踩街，以推廣歷史文化產業，再加上創意商品設計競賽、民俗技藝

展示製作、客家美食 DIY，以及韓愈咖啡坊，希望藉此引來人潮帶動商機，以發

展內埔與六堆客家地區的知性觀光，而活絡地方經濟，這應該算是在現代資本主

義社會中，因韓愈文化祭而另外營造出來的附加價值。○5  

今後每年在農曆九月九日韓愈文化祭依然會如期舉辦，除了各級政府的鼓勵

贊助與社團的支持參與，同時希望更多在地人才、學校師生與社會大眾，發揮更

廣泛的思維與能力，讓昌黎祠跳脫舊有民間書院的功能，確保有大家對韓愈傳統

的崇高敬仰之外，又發展出多元的意義與價值，讓昌黎祠成為在六堆客家成為指

標性的文教與信仰的聖地。 

最近幾年，昌黎祠由於韓愈文化祭的帶動，大大的改變了曾經大門深鎖、沈

寂冷清的歲月。如今每天有許多青年學子進來參觀與膜拜，一方面表達對儒家聖

賢的敬仰之心，一方面祈求學業猛進、考試順利。包括許多社會人士，為了高普

考或各種職業考試，祈求金榜題名，藉此以成功就業。因此昌黎祠中木架上掛滿

了各種考生的准考證與金榜符，可見對於當前的社會大眾有鼓勵向學、推廣文教

的優良功效。 

昌黎祠旁的會議室，曾經多次作為讀書會社員讀書討論的場所，未來如能改

善場所設備，並請附近學校老師於假日或晚間為學生們指導功課與解答疑難，也

是非常理想而可行的善事。 

天后宮昌黎祠管理委員會也曾經舉辦「導覽志工培訓」，希望供給每天來此

參觀的外地或本地人士，更詳細的資訊與知識，讓所有到昌黎祠一遊的人們都深

受感動而有豐碩的收穫。在現今頗流行知性文化之旅的時代，昌黎祠更可以結合

內埔 20 公頃的國家級客家文化園區，竹田的忠義詞、客家文物館、萬巒的伙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以上資料根據 2001 年至 2009 年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局與主辦單位，每年韓愈文化祭

後所編著的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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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佳冬的蕭家古厝、楊家祠堂，甚至於美濃許多名勝古蹟與山水等等文化觀

光資源，創造整個六堆共八個鄉鎮、村落，代表南台灣具有客家文化產業可以觀

光探訪的美好大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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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韓愈文化祭活動的意義及改進意見韓愈文化祭活動的意義及改進意見韓愈文化祭活動的意義及改進意見韓愈文化祭活動的意義及改進意見 

台灣民間信仰的各種寺廟，在奉祀的神明誕辰日，也舉行祭祀與慶祝活動，

其中神明出巡遊街，隊伍成千上萬人繞境跨越縣市，時間延續十幾天隊伍中有神

輿、乩童、八家將各陣頭，善信信女隨行或沿路膜拜，大家祈求避邪消災與平安

福氣，以燒香、紙錢、鞭炮與樂舞旗幟，營造濃濃的神秘狂熱的宗教氣氛。 

至於搭戲臺，連續公演歌仔戲、布袋戲，一方面酬神一方面娛人，也是必備

的熱鬧活動，同時殺豬宰羊、大魚大肉祭拜之後，舉辦大宴席，辦桌請客，或者

家家戶戶流水席，邀請親朋好友，大吃大喝，更是人人熱衷的喜事。 

寺廟往往以各種方式募款，大家競相奉獻香油錢，用以建廟，或給神像塑金

身、打金牌，台灣許多寺廟因此累積了龐大的資金，如能成立財團法人，善加經

營管理，多作公益慈善事業，確實是令人欽佩的功德。 

內埔昌黎祠雖然也是將韓愈如同神明一般奉祀，但是客家先民是因為敬仰韓

文公的道德功業，以及對學術教化的偉大貢獻，藉此表現客家族群對文教與倫理

的重視，並鼓勵後生子弟專注進德修業，在學術與功名各方面努力求發展，因此

興建昌黎祠，而且延師講學，作為教育的學堂。 

所以昌黎祠的建築、內涵與祭祀活動，與一般宗教的寺廟有很明顯的差異，

當然韓愈文化祭的活動，也在顯揚文化教育的意義。 

昌黎祠除了建築的特色與其中供奉的神像之外，祠中高掛著許多高官與地方

名士的匾額，書房四個字的頌揚成語，譬如：「斯文砥柱」、「群倫師表」、「宗儒

弘道」等，尚有無數對聯撰寫於門口、楹柱與壁柱上者，包括：「一身扶聖教，

千載仰儒宗」，「八代挽狂瀾」吏部文章光日月。九重彰直諫，海疆聲鼓迄風雷」

等。以上詞句在後人進入昌黎祠參拜觀賞之時，對一代宗師，不免肅然起敬，胸

中充滿無限的追思感念，其中有一座比較特殊的巨匾是由徐傍興醫師與美和護專

24 位教師敬獻，刻上韓愈的七言律師：「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

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



 25

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此首詩描寫韓愈因諫迎佛骨觸怒憲宗而被貶官潮洲，

此是與客家先賢至六堆興學並建造昌黎祠有密切關係。 

然而韓愈在文學上的成就，提倡「古文運動」，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而名

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而他的詩在繼承李白、杜甫優秀傳統的基礎上，開山劈

道，獨立一格，樹一代新風，開宋詞先河，他為文主張去除陳言濫調，詞必己出，

尤其注重文人的品德修養。 

在當今電腦科技發達，教育追求功利實用的時代，青年學子不再講究寫字修

辭與文章創作，對文學的興趣也越來越低落，文學的衰敗恐怕比所謂「八代」更

嚴重。因此在韓愈文化祭活動中，安排了學生與社會人士詩歌吟唱比賽○1 ，可以

說是名正言順的事情。其中 2005 年的詩詞散文徵選暨文化祭詩詞步道，建置活

動更是難能可貴的盛事。 

在昌黎祠旁的龍頸溪公園，以大理石雕刻得獎詩作，成為永久性的藝文作

品，排列在青翠林木間，提供來此散步休憩的人民欣賞閱讀，是一種自然與人文

結合的心靈景觀，這是韓愈文化祭中令人頌讚不已的美好成果，徵選得獎的作品

中，除了古詩，亦有白話文的現代詩○2 ，文辭與內容都頗具創意，應該也是韓文

公所贊許的。 

因此有識之士建議韓愈文化祭的活動，不要像一般宗教廟會，熱鬧一場之

後，彷彿「船過水無痕」，沒有留下具體而可保存久遠的作品或成果，其中如「昌

黎祠之美」的繪畫比賽，與詩詞的書法比賽，都是中國極有特色的傳統藝術，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據 2005 與 2006 年韓愈文化祭的成果報告書 

○2 詩詞類第一名；廖子琦（一代儒者—韓愈）：昌黎祠／佇立在熙來攘往的向晚街道／

先生您／純樸百姓心中的儒者／是否還靜靜地坐在那裡／埋首 名山事業／一道牆 分

隔古今／斑駁蒼老的牆垣／仍舊 昂然挺立／記錄了歷史的滄桑／時光流逝 寒暑易

節／不畏權勢 拒迎佛骨 獨尊儒學／坦蕩蕩地去了潮洲 造福了鄉里／而今／「昌

黎」儼然已成了您真正的名字／「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美名永垂／抗顏諫諍 

堅守名山事業／令莘莘學子感佩涕零／昌黎祠依舊香煙裊裊／屹立在民風純厚的街頭

／雖然，您已去了那遙遠的彼方／但 我心中卻留下了／一剎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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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生還可擴及社會藝術人才的作品，藉此鼓勵創作，並逐年留下許多優秀的藝

術作品，可以在昌黎祠開展覽會，也可累積起來，成為昌黎祠的典藏。 

由於舉辦文學詩詞與美術書法的比賽活動，從徵稿到評審，都要耗費許多時

間與人力，又擔心參賽作品水準不夠，因此韓愈文化祭的活動中，為了省事，往 

往就把這種有意義的藝文活動刪除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因此建議主辦單位，

事前作周詳的準備工作，對於這種有文教意義的活動都能繼續辦理下去。 

例如版畫、書籤與金榜符的拓印，因為具有藝術的價值，又容易製作，雖然

每年都有作圖案的修改與變化，反而頗受歡迎，除了當贈品，又可以義賣已增加

經費收入，這都是必須列為有意義的主打型節目。 

至於音樂歌舞與戲劇的表演，當然也是不可少的藝文活動，八音團與客家民

謠山歌，在六堆地區幾乎要失傳了，沒落到成為一些老人自娛的活動，很少作職

業性的公開表演，因為沒有老師父的傳授教導，或學校中的教育推廣，而且水準

越來越低落。所幸這幾年由於客委會與客家事務局成立，本土意識抬頭，加上母

語教育與客家民俗藝文的推動，各級中小學校大力教授學生，彼此切磋比賽，才

又形成一股客家文化復興的風潮。同時社區意識興起，各種客家音樂與歌舞社

團，如雨後春筍蓬勃成立起來，因此不論男女老少，都聚集成團學習客家音樂與

歌舞，包括平板、老山歌或新創的客家歌曲，並且配合舞蹈或戲劇，在日常生活

中成為正常又普及的休閒娛樂，在各個舞台或客家電視也成為人人盡情表演呈現

的節目。 

在韓愈文化祭中，音樂歌舞的活動，固然是重頭戲，為了使現場人多勢眾，

氣氛熱鬧表演的社團可以說不計其數，沒有經過挑選，為了求數量眾多素質必然

浮濫，所以往後韓愈文化祭的音樂與歌舞表厭希望提昇水準，更求精緻，在逐年

的活動中有品質進步的現象。 

其中 2001 年第一屆的祭鱷魚的行動劇，由屏東社區大學的師生所創作並現

場表演，算是頗有創意，並能契合祭典的現代戲劇。而六堆地區除了李盛發校長

成立的李文古劇團，戲劇的表演可以說是比較弱的一環，希望學界能用心培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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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劇團，並且有推陳出新的節目演出。 

韓愈文化祭基本上是文教活動，有別於一般寺廟的宗教活動，參與者是善男

信女與社會民眾，韓愈文化祭活動應該是以青少年學生為主體，必須有學校與教

師們的帶領與指導，歷年來的教育活動中，比如金榜題名大會考模仿古代考生科

舉的情景，考試內容以韓愈生平事蹟文集與內埔鄉土文化為主，並請縣長點選中

最優秀的狀元、榜元與探花等，給予頒獎、戴官帽，並遊街表揚，對於現代的學

子有莫大的鼓舞與啟示的功效。有別於多年來升學主義下台灣的聯考壓力，這樣

金榜題名大會考的設計，頗具「寓教於樂」的意義。 

另外一項測驗學生心智與學識的活動是「晉冠之門」，設五個關卡，分別為

聰明門考問一般時事，機智門考問腦筋急轉彎問題，勇氣門考驗勇氣與膽識，博

學門考問六堆文史，狀元門考問韓愈作品。內容多元又活潑，可以引導學生不要

死讀書，在智能學習上應該多方面平衡發展，這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教育性活動。 

至少青少年學生的民俗才藝表演，也是令人激賞的節目，都是每一個人在童

年時期以遊戲方式表現技藝，極為歡樂的活動，現在 E 世代的學子，由於花費

太多時間在看電視或沈迷於電腦遊戲，造就了許多宅男宅女，對於戶外動態的技

藝活動沒興趣，才藝表演都失傳了，如今在政府的經費補助與學校教師的教授，

才成立了許多學生隊伍，參加各種比賽與演出。在韓愈文化祭中，又看到這些聰

明可愛的學生們，表演弄獅或打鼓、扯鈴、踢毽子或說相聲、打嘴鼓，使他們能

跳脫教室的課業傳授與考試，在各種才藝技能方面均衡發展，真正達到所謂五育

並重的理想國民教育，這是韓愈文化祭必須努力去推動的。 

就政治層面來說，台灣在 1987 年解除戒嚴之後，民主運動與本土化風潮順

勢而起，而有「還我客家話運動」，以求振興客家母與與客家文化。當 2000 年民

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才有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中央機構成立。 

而屏東縣也設置一級單位「客家事務局」，由於行政機關的設立與經費預算

的編訂，客家事物與文教的推動，有政府方面更大的後盾。因此韓愈文化祭的活

動，大部分就依賴各級政府的補助，雖然經費增加，如果沒有用在刀口上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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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發揮更多的功能，到底執行文化藝術的活動，仍然要有專業的素養與服務的

熱忱。如果由地方政府主辦，行政首長是由選舉產生。即使是單純高雅的文教藝

術活動也會沾染太多的政治味，由於選票的考量，許多爭取來的辦理經費，變成

政治宣傳，甚至於有做人情、綁樁的弊端，因此文化教育的活動，變成政治大拜

拜，熱鬧有餘，卻沒有實質的內涵。行之有年的「六堆運動會」原來是六堆客家

指標性的大活動，但是遊客家八鄉鎮公所輪流主辦之後，各級政府補助的經費大

為增加，但是活動的項目，卻一成不變流於形式，內容空泛無創意。 

韓愈文化祭從 2001 年創立，今年是第十個年頭，當初由一批熱心的文史工

作者與社團幹部，構思開始推動，所花的經費是最少的，但是卻發揮最大的效益。

如今每年的活動都有一些改變，如果不能推陳出新，並且有令人感動的實質內

容，主辦單位與配合執行者將產生疲乏與倦怠，每年只期望多爭取經費，將人民

的納稅錢，做大拜拜熱鬧式的大肆揮霍，一場吃喝玩樂皆大歡喜，卻疏忽了提倡

客家文化，鼓舞教育民風的理想目標，舉辦韓愈文化祭的意義將流於形式化，而

喪失令人感動的文教意義，這是六堆客家有識之士必須慎思而行的。 

回顧過去的歷史，六堆客家先民來台墾殖大約兩百年前，人民生活漸趨穩定

後，興建昌黎祠，完全是由民間發起，募款完工，其後延師講學，鼓勵子弟參加

科舉，一切經費也是善心人士成會集資，幾乎沒有依靠官方的力量與經費，大家

用心協力維護倫理道統與推動文化教育的事業。 

雖然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昌黎祠曾沈寂一時，如今有天后宮昌黎祠管

理委員會的經營管理，而且民眾經濟情況大為改善，國民教育也大為普及。在廿

一世紀知識更加發達爆炸的時代，六堆客家族群應該記取客家先賢先民的胸襟與

見識，以他們興建昌黎祠，並且推動文化教育的精神，作為吾等的典範並加以發

揚光大，這是當今舉辦韓愈文化祭最為重要與珍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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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韓愈在中國歷史上的學術地位，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他

一生努力推動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又堅持儒家道統，尊崇孔孟學說，在中

國文學與哲學的發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啟後的貢獻。 

同時他仕途為官，勤政愛民，奉行先王聖賢仁義之道，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宣揚師道，栽培後進，重振學風，更是韓愈全心全力躬親實踐的神聖志業。 

憲宗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貶官潮州，刺史任內僅八個月，他起用進士趙德

為師，以自己薪俸興學育才，使南方地處偏僻的潮州地區文風教化逐漸盛行，而

贏得「海濱鄒魯」之美譽，後世尊韓奉韓的風氣形成，而有韓文公祠之興建。遷

徙嶺南一帶的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正統漢族，深受儒學文風的教化，到清初客家移

民渡海來台墾殖，將潮州的「韓文公」信仰，引進南台灣的六堆。客家有識之士

於道光七年(1827)在內埔興建全台灣唯一主祀韓愈的「昌黎祠」，並且做為民間

書院，延師興學，在科舉時代，培育許多優秀子弟，榮登金榜，因此掀起六堆學

風文教的興盛，一直是客家族群驕傲傳頌的事蹟。 

日治時期，起初昌黎祠仍有老師教導漢文、講授唐書，至 1937 年中日戰爭

爆發後，殖民當局實施「皇民化運動」，昌黎祠的信仰與文教活動受到壓制，地

方人士以權宜之策，與日人交涉，由出家尼師常駐管理昌黎祠，昌黎祠變成佛教

尼師靜修的寺廟，平日大門深鎖，尼師的管理一直到民國七十六年(1987)才完全

脫離。 

民國三十四年(1945)，國民政府時期，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小學、中學普及

化，昌黎祠早已不具民間書院的功能，當年地方人士仍然募款於民國三十六年完

成整修，並於民國三十八年成立「六堆文公祀典」以「尊崇文教、敬仰夫子」，

延續了客家族群對一帶大儒、教育宗師的敬仰與祭祀。民國六十二年(1973)年昌

黎祠曾被內政部訂為國家三級古蹟，但是民國六十六年賽洛瑪颱風肆虐，摧毀了

前殿，樑柱亦多腐朽，地方人士發起重修，卻以鋼筋水泥改變原來結構，昌黎祠



 30

的古蹟之名又被排除，地方人士的疏失，卻造成如此嚴重的損失，令人惋惜。 

民國七十六年(1987 成立天后宮昌黎祠管理委員會二座寺廟共同經營管理，

因為媽祖是台灣最普遍最多人信奉的神明，天后宮每天香火鼎盛，善男信女敬拜

不斷，而且天后宮與六堆抗日起義有關，於民國六十四年由中央、省、縣三級政

府共撥款二千七百五十五萬全面整修而煥然一新。因此一段時期許多六堆客家鄉

親，只知有天后宮，幾乎忘了昌黎祠，或者把昌黎祠看做屬於天后宮的民間信仰

寺廟。其實客家人尊崇儒家思想，具有濃厚的人文素養與理性智能，對於韓文公

的人格敬仰與對各宗教神明的神格信奉是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天后宮與昌黎祠是

兩座屬性不同的寺廟。 

一直到民國 90 年(2001 年)，幾位熱愛地方文史的客家年輕人發起韓愈文化

祭的活動，除了承襲了客家人對儒家道統倫理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敬仰，更表現客

家人對於教育與文藝才華的重視，各年齡層的學子在升學或謀職考試前，也紛紛

祈求金榜符，希望學業考試順利成功。由於新人類的創意與熱心，配合當前文化

與教育上嶄新的現象，創造出許多推陳出新的文教節目，使韓愈文化祭添加更多

元、更活潑的文教內涵與興味，同時結合地方產業、美食與民俗技藝，希望藉此

帶動六堆的知性觀光與客家地區的經濟繁榮，這點是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附加的

利益考量。 

到今年 2010 年，韓愈文化祭已經過了十個年頭，主辦與承辦的單位與人員

每年還是有一些更動，天后宮與昌黎祠管理委員會是站在支持與輔導的立場，真

正活動的執行者，必須是事業文化工作者與教育界的老師們，才能跳脫一般宗教

的氣息，而以藝文與教育的內涵呈現。同時參與者除了一般善男信女，應該以青

少年學生為主體，讓客家後生學子感念韓文公的道德功業與學術文章，而激發六

堆客家子弟重視進德修業，而在成長學習的過程更加努力上進。 

韓愈文化祭每年照例舉行，如果不能推陳出新，流於廟會形式，其中有些頗

具文教意義的活動，因為費時費力，卻被刪除，使得文化祭變成一般寺廟的祭典

與一些刻板粗俗的節目，喪失了原本韓愈文化祭珍貴的意義與價值，將來如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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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倦怠而停辦，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由於政府、學校與社團大眾的支持參與，將近十年來，逐年舉辦的韓愈文化

祭使沈寂多年的昌黎祠又活絡起來，更多的民眾參與韓愈文化祭的活動，能重新

學習與體認韓文公的品德風範與學識文章，而發揮教化的功能，六堆客家的鄉親

與後人，在追懷先賢先民的理想與苦心之後，繼續推動地方教育與文風，導正社

會善良的習俗，以發揚光大一代儒宗韓愈的偉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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