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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茶是客家人賴以維生重要的經濟命脈，也是山文化的體現。俗諺﹕「無擂

茶不成客」。擂茶更是客家文化重要的符碼。有關客家人的源流，可分成（一）

北人南遷（二）南源之說兩種說法。客家族群意識的產生，則是多次遷徙經驗的

累積和生活習慣日久所建立的，擂茶便是隨著客家人的移居，不斷與當地自然資

源和人文環境的融合，鑄成屬於自己特色的在地性2文化。故擂茶不止是客家文

化的符碼，更是客家精神的展現，擂茶在客家文化的意象裡，除了敘事離散族群

遷徙的軌跡外，也記錄著客家族群透過飲食活動，闡述著客家弱勢族群的辛酸史，

擂茶的發展，充份發揮出客家人勤奮、吃苦耐勞的精神。 

 

 

 

 

  

 

 

【關鍵詞】客家、擂茶、離散、符碼     

                                                      
1
 廖純瑜﹕國立中央大學文學碩士，台北市茶藝促進會理事長，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茶

藝社講師﹔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花藝教授。 
2
「在地性」這詞彙，是指如何因應外來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的勢力，故在作業、製造、 

生活與習尚上，發展各自有別的表達方式。它常被拿來與「全球化」互為參照（廖炳惠，200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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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客諺有：「逢山必有客，逢客必有茶」。茶是客家人賴以維生重要的經濟命脈，

也是山文化的體現。回顧中國茶文化的發展史，不論在贛南、閩西、粵東或是

台灣等山區，只要有客家人分佈的地方，即有大量茶的產值與輸出量。尤其是

在生活上，客家人不論敬神祭祖所用的「神茶」、以茶會友的「待客茶」、花好

月圓婚禮上的「新娘茶」、平時解渴用的茶水、或是路邊茶亭的奉茶等，在在都

將飲茶習慣落實在日常生活裡，成為密不可分的飲食文化。而擂茶更是客家文

化重要的表徵，只要是有客家人的地方，便有擂茶的存在，擂茶儼然已成為客

家文化重要的表徵。關於擂茶的傳說頗多，但目前所流行的擂茶，大抵都是由

原鄉的客家地區傳至台灣與海外，發展出不同的文化風貌。在台灣常見只要有

客家文化或茶文化的活動裡，客家擂茶必定是重要的親子活動，甚至普及的程

度，已經成為全民運動的顯學。故幾年來，有關客家擂茶的研究亦不少，但在

此，筆者則以一個客家人兼茶道老師的觀點，對於客家擂茶的景象，作歸納、

分析的初探，希望能藉以爬梳客家擂茶所呈現出種種的景觀與其寓意的文化意

涵，好作為以後學者研究之參考。 

 

貳、客家人的源流 

    在客家茶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不以擂茶為尊。擂茶在客家地區所向

披靡的程度，幾乎已蔚為客家文化的標幟，故有：「無擂茶不成客」的諺語。由

於客家人與擂茶的關係密切，因此在探討擂茶之前，必須先釐清「客家」的概念，

如此才能對客家擂茶文化有深入的瞭解。 

 

    有關客家人的界定，眾說紛紜，最常見的說法，可歸納為下列兩種： 

一、北人南遷 

根據張光宇認為﹕客家民系最早形成的時間，始於晉朝永嘉之亂後，北方的

司豫之人（河南北方的僑民﹚，為了躲避胡人入侵，逃亡至閩、贛、粵的交界，

即現今閩西與贛南交會間處定居。但早在這批僑民尚未遷居前，在這交界地區，

即有少數民族畲人在此居住。客家先民初來乍到時，最先仍以司豫之民的身份自

居。但後來因為在逃難時，家鄉有許多的老弱婦孺，無法承受遷徙時顛沛流離的

磨難；故無法與男子攜手南遷共創未來。因此，這批南遷的司豫之民，為了使一

些精力優質的壯丁，能有傳宗接代綿延子孫的機會，不得不與當地的土著女子通

婚，藉以傳宗接代，也因此改變司豫之人的血統文化。（1996：73－75） 

 

但是真正有「客家人」名詞的由來，追溯始於宋朝之初。這是畲人對於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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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遷在外作客的司豫之人所冠予的稱呼。歸根究底，因為先有北人南遷的運動，

才有爾後客家民系的產生，加上因為一部份的客家男子，與畲族女子通婚後，

畲族人必須學習中原的文化﹔或一部份的畲人，雖未與客家人通婚， 但礙於現

實生活，必須與客家人有貿易的往來，故必須學習客家人的語言、風俗與文化，

才可共生，久而久之，即融合成大家所認知的客家人。  

 

二、南源之說  

     據房學嘉在《客家源流探奧》（2002）中曾提出：客家人是指在南朝末期，

一群客居在外地的居民，也就是一群南遷的移民，他們在此生活久居後，已形成

共同的思想、意識、語言、 文化、風俗習慣等，這是客家共同體系初步建構的

標誌。因此，房學嘉又以大量秦前所使用的斧、叉、戈、刀等出土文物為依據，

佐證客家古代先民，即屬於與當地古百越族融合而成的民系，且是認為就生活方

式而言，古百越族才是真正的主體。他並以田野調查法，證明客家人始於南方之

說，且近年來已逐漸被一些學者所認同。  

 

客家族群意識的產生，是以多次遷徙經驗的累積和生活習慣日久所建立的，

並在移居過程中，不斷與其他族群雜居、互動、借用，產生與當地自然資源和人

文環境的融合，鑄成屬於自己特色的在地性3文化，此種獨樹一格的社會文化特

質，也常反應在飲食文化中，因而形塑成客家飲食文化的樣貌。  

 

由於客家族群的產生，建構在戰爭與遷徙飄泊的脈絡上，故客家人向來被稱

之為「東方猶太人」。對於此種說，文史學家陳運棟有更進一步的解釋， 他在《台

灣客家研究概論》〈源流篇〉（2007）認為﹕客家族群可說是華人中「離散族群」

分佈最廣的一支，歷史上稱客家人為「華僑中的華僑」。客家人因長期處在少數

人口的弱勢中，反而更能激化族群團結，增強向心力與凝聚力（2007：20）。客

家人因具離散族群的特性，故又被稱之為「東方猶太人」，此更說明少數弱勢族

群，必須要靠凝聚、團結力，才能生存下來。  

 

「離散」在現今的語脈下，比起早期的放逐與大規模族群被迫搬遷的悲苦情

境而言，今日「離散族裔」出入在多元文化之間，或許在某種層面上，能擁有更

寬廣與多元的視角後，得以再重新參與文化的改造、顛覆與傳承。（廖炳惠，2004：

                                                      
3
「在地性」這詞彙，是指如何因應外來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的勢力，故在作業、製造、 

生活與習尚上，發展各自有別的表達方式。它常被拿來與「全球化」互為參照（廖炳惠，200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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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1）縱觀客家擂茶發展的脈絡，亦可說是客家離散族長期群飄泊的印記。它

出現在今日台灣或南洋不同的地域裡，經「再重新參與、文化的改造、顛覆與傳

承」的過程，呈現出更多元、寬廣、縱深的文化層次。 

 

參、擂茶的起源、傳播途徑與傳說 

探究有關擂茶的起源、內涵和傳播途徑，發現是與客家人南遷的社會文化

背景不謀而合，擂茶在日久約定俗成後，即成為客家文化的符碼。 

 

一、源起與傳播途徑 

     王增能認為，擂茶是中國最原始的飲茶方式，也是中國茶文化的根。追溯

在客家民系尚未醞釀前，中原地區的族群裡，就普遍有製作、飲用擂茶的習慣。

直到元末明初，擂茶反而在其他地域逐漸消失，唯有客家人、畲族與西南地區的

少數民族，仍繼續有食用、保留、傳承擂茶的習慣，並將其創新發揚光大。﹙1995：

34、28﹚故王增能歸結﹕擂茶是屬於中原飲食文化的一環，在消聲匿跡一段時間

後，幸得客家族群與少數民族，將期保留下來才能流傳至今。 

 

徐興根在〈客家擂茶的起源、分佈與種類〉中指出，擂茶最早起源於湖北、

湖南等地區。據考古學家挖掘發現，距今 4000 多年以前，在「荊湘地區」4，就

發現有最早的擂缽等文物的出土，故推論該地區可能是最早期茶的發源地和文化

中心，並推測當時就有飲用擂茶的習慣。徐興根更進一步陳述，發現有關擂茶的

發展史，最早起源時期在荊湘、太湖地區5；擂茶的發展時期在吳越地區；而鼎

盛時期則在杭洲灣地區發展；爾後隨著客家族群的遷徙，幅射傳到東南、西南、

海外時，已經蔚為繁衍時期。 

 

徐興根認為擂茶發展的途徑，在秦漢之前，便起源於長江上游巴蜀地區，於

漢、三國、西晉時期，則在長江中游的荊、湘地區發展，至魏晉南北朝、隋、唐，

跨至長江下游的吳越地區，五代、宋以降，又往東南贛、閩、粵地區傳播。﹙2010：

184、189、190﹚故追本溯源擂茶的發展史，與客家族群遷徙的過程，亦可謂息

息相關。 

 

二、傳說 

    有關擂茶的傳說，諸多版本，莫衷一是，從徐興根〈客家擂茶的起源、分佈

                                                      
4
荊湘地區就是今湖北江漢流域與湖南洞庭湖區一帶。 

5
在 4000 多年前，同樣在太湖地區也發現擂缽與茶的遺跡，故同為被列擂茶的起源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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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種類〉中，可梳理出幾個下列的說法：馬措說：流傳於湖南桃花源的「苦羹」，

當地人稱之「秦人擂茶」。○2 馬援說：西元 41 年，東漢將軍帶兵，南征洞庭湖附

近的少數民族五溪蠻，在桃花源境內軍中發生瘟疫，當地老嫗即獻上擂茶供官兵

使用，飲後出了一身大汗，全身輕鬆，軍隊士氣大振，一舉攻破南蠻之地。○3 張

飛說：三國張飛帶兵攻打現今武陵地區的壺頭山，將士全軍因水土不服，病倒不

支，後來經村裡郎中獻上祖傳秘方—擂茶的做法，結果茶﹙藥﹚到病除。○4 楊麼

說：南宋洞庭湖一帶農民兵變，朝廷派兵鎮壓，因瘴氣水土不服，上吐下瀉，軍

醫得老婦偏方，食之痊癒，擂茶的飲用從此便傳開。○5 河婆說：北宋時期，潘仁

美奉派南下，征服南漢王朝，大軍征戰到廣東揭西地區﹙也就是河婆地區﹚，因

天氣炎熱，水土不服，上吐下瀉。後來幸因有一老婦河婆趕來，傳授秘方，將青

茶葉﹙綠茶﹚、生薑、烳米仔，用木棍在擂缽研磨碎沖熱水飲用，即成為可解毒

的「三生湯」，將士喝完後，睡一覺，出了大汗後，便全部病體康復。﹙2010：184

－185﹚  

 

    筆者歸結以上說法發現：○1 擂茶的傳說地點，除了發生在現今廣東揭西一帶，

其他發生地均在湖南洞庭湖的桃花源附近，此與推測擂茶起源的地區吻合。於是，

曾經有人便推測陶淵明所描寫的《桃花源記》，就是影射一批北人南遷的司豫之

人，也就是客家人的前身在此避難，而此處也是擂茶的發源地。○2 雷茶的傳說，

不論老婦或郎中其所授予能療癒的祕方或所謂的三生湯，推測均屬擂茶之類。○3

擂茶的保健功效能趨除瘴氣、療治水土不服之效。以現代醫學的觀點而言，認為

這是因為「三生湯」的成份，茶含有大量咖啡因，可利尿排汗，生薑本身具有除

溼、驅寒之功能；烳米仔6與茶葉含有大量維生素 B 群與礦物質，均可補充人體

所需的營養素，故推論此偏方具有醫療保健的功能。 

 

  由以上得知，擂茶的起源與發展，均與客家人由北南遷的遺跡具有息息相關。

擂茶能流傳至今，其原由是因為客家地區，大都隱居在群山疊翠的崇山峻嶺中，

長年交通不便，地勢隔絕，在封閉的環境下，擂茶的飲茶的方式可以完整地被保

留下來。後來又隨著客家人再度遷徙至東南亞與台灣發展時，才逐漸融合當地的

飲食習慣，開展出屬於特殊的地域性創新飲茶文化。 

 

肆、擂茶今日的景象 

    客諺﹕「每天三碗擂茶，包你活到九十八」。擂茶在客家地區的普遍性，是

                                                      
6
烳米仔：將米浸泡、蒸熟曬乾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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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客家人之處，必有擂茶的飲食習慣，可見其影響力是無遠弗屆。近年來，擂

茶文化不但在台灣地區已蓬勃發展，至於在原鄉、星馬一帶的客家人，亦仍保有

以擂茶招待客人的習俗，並依不同的地域食材，融合發展出其地方色彩獨有的飲

食文化。以下分別闡述﹕  

 

一、 原鄉擂茶的風貌  

擂茶屬於另類的飲茶文化，擂茶的「擂」字，即有「研磨」之意。王增 

能在《客家飲食文化》裡，曾介紹閩西一帶擂茶的製作法，可分以下兩種﹕ 

1、 米茶﹕古人又稱之為「茗粥」。做法將茶葉、生米、生薑先用水浸泡後，再

用山楂木或油茶木做成的擂棍在擂缽裡將上列食材磨成泥狀，再加入韮菜、

蕃薯絲等材料煮成粥﹔食用時再以香菇、花生、芝蔴、肉絲等食材佐料。 

2、 香料茶﹕即現今多數人所指的擂茶。其製作工序極為簡單、便利，也就是將

茶葉、生薑、鹽、川芎、肉桂、小茴香等材料，分別置入擂缽內磨碎，再注

入開水攪拌均勻，便可食用。 

 

    擂茶不論指米茶或香料茶，都是「食」而不是「飲」，故傳統客家人將依循

古漢語發音，將飲茶的詞彙說成「食茶」。擂茶對於久處於偏鄉窮困的客家人而

言，是一種既可解渴又可填飽肚子的飲食，而且是既經濟、實惠、又饒富趣味性

的飲茶文化，莫怪客家人能將其長期保留、傳承下來（1995﹕28、29） 

 

二、 星馬的客家「雷茶飯」 

    擂茶的飲用，很早便流行於星馬一帶的華人圈，目前已由早期簡單的飲茶文

化轉型成豪華的美食餐。其發展過程中，最早是由廣東揭西(昔日河婆)一帶的客

家人，隨著移民潮飄洋過海落地於南洋生根。據王潤華在<飯碗中的雷聲 >裡指

出，擂茶在星馬一帶已轉型成為「雷茶飯」。這是匯集當地域熱帶料理結構、後

殖民與離散華人的結合，經本土化過程的結晶，如雷茶飯中，加入樹仔菜、四角

豆等熱帶地區料理的食材，配上蝦米等佐料，讓其提昇為超越族群、宗教、健康

的綠色食物文化，使其從單一的茶飲料，進化成一套豐盛的美食。從單一族群家

庭使用的茶水，變成富有多元族群社會、時髦、綠色宴客高尚的美食。（2010：

10）由此可見，星馬地區的「雷茶飯」，是客家離散族群移民後，經「重新參與、

文化改造、顛覆與傳承」轉化後，再蜕成今日更多元、寬廣、縱深的在地文化飲

食文化。  

 

    屬於南洋地域的雷茶飯，做法如下﹕1、先在油鍋內將蒜爆香與飯一起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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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注入清水煮熟。2、將花生、芝蔴、香江魚仔等食材炒熟，與茶葉磨碎成泥狀，

注水攪拌後即呈濃茶湯。3、將綠色食材如四角豆、韭菜、樹仔菜、蒜末等炒熟

備用。4、食用雷茶飯時，先盛飯入碗內，鋪上煮熟的綠色食材，再淋上茶湯即

可食用。   

 

    星馬地區常見的「雷茶飯」，其基本款的配備為：茶湯、綠色菜料和米飯， 但

由於擂茶發展的地區，多數是來自於廣東揭西一帶的客家移民，故「雷茶飯」仍

保有昔日河婆擂茶的影子，如「雷茶飯」最重要必定要有茶葉、芝蔴、炒花生等

製作而成的茶湯，因為有了這些元素，才涵蓋著有「三生湯」的歷史典故。 

 

三、具有時代感的台灣創意擂茶 

    客家人遷徙來台時，落腳之地，均屬於群山環抱的山丘或台地，此與原鄉贛

南、閩西、粵東的地理位置相類似，非常適合種茶的生長環境，因此客家人便把

原鄉種植茶的技能，移植至台灣；造成台灣的客家人，多數仍以種茶、製茶為業。 

台灣客家地區的茶鄉，除了分佈在盛產優質台茶的桃、竹、苗等地區外，又以二

次移民的大本營花東一帶7，近年來也生產許多佳茗，例如：花蓮縣鶴崗地區所

產的天鶴茶與蜜香紅茶等，是屬於異軍突起的優良茗茶，而這些後起之秀的表現，

也逐漸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芒。近年來，擂茶隨著觀光產業的腳步，風行於台灣

各個客家茶產區，型塑成客家茶的招牌。 

 

    擂茶在台灣的流變，曾因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而消聲匿跡過一段時間。直至

1980 年客家運動崛起後，政府開始重視客家族群，才喚起客家文化的復興運動。

1998 年，在台灣各地方興起在地文化創意產業，於是北埔一帶的客家人，即利

用大眾媒體傳播與輸出的策略，將擂茶貼上客家文化的標幟，使其成為商品化、

符號化，並將擂茶的宣傳如桐花般成為客家文化的符碼，亦成為開創客家觀光產

業的新賣點。 

 

    擂茶的存在，一直深入客家人的生活，成為飲食景觀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早

期客家人因深居窮山惡水的偏鄉裡，必須靠山吃山，勤奮節儉度日，為了因應勞

動的需求，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況下，使得傳說中具有保健功效的「三生湯」，

演變成可填飽肚子的飲食，故發展日後河婆的擂茶，具有米飯、蔬菜等的食材的

                                                      
7
據張瑞成在《酵素茶的魅力—台灣烏龍茶》中指出，政府農林廳在民國五十一年便開始評估開

發東部茶區的計劃，但因氣候不佳，難以掌控，直到民國六 0 年代以後，才陸續輔導茶農在舞鶴、

鹿野等台地大量種植茶，其中幫忙協助種茶技術與大面積種茶者，大都是來自桃、竹、苗二代移

民的客家人。﹙200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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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至於廣東河婆一帶擂茶製作的方法，豐儉由人，但最基本的要訣，就是必須

就地取材，利用家中菜園所種的各式的蔬菜，如豆類、蔬菜、蘿蔔乾等材料，與

蝦米、豆 乾等食料分批炒熟，分盤裝置，再鋪在裝有炸好香蒜與油蔥的飯上，

最後才將擂好濃稠的茶汁，澆入大碗公的飯上食用。這是客家人平日忙碌農耕生

活裡，簡單度日的速食餐。但是逢家中有客造訪時，再以豐富、豪華版的擂茶餐，

盛情待客。  

 

    擂茶餐如今仍以少數存在桃、竹、苗、花蓮等地區，1949 年大陸淪陷後，

具有海陸身份的客家人，飄洋過海傳入台灣，仍保留著廣東揭西「河婆式擂茶」
8的傳統吃法。但為了因應在地飲食文化的變遷，又演變成將茶、花生、五穀雜

糧與薄荷、紫蘇、九層塔、青䓤等食物，研磨成粉狀，再加熱水沖泡，澆入飯中，

搭配上炒好的蔬菜、豆乾、肉絲等食材食用。此種因地制宜的擂茶，突顯台灣主

流的擂茶與原鄉、南洋的雷茶飯，不論在型式或內容上仍有文化差異；反而形塑

成出各個不同地域特殊的擂茶風貌。   

  

目前台灣北埔地區的擂茶，已被視作客家擂茶主流的代表。在政府與民間的

策略應用與強烈行銷下，呈現出多層次豐富的客家意象，經媒體不斷的傳播，可

謂一炮而紅。因此，現今只要與客家文化有關的大小活動，或與飲食文化有關的

學術研討會，擂茶的議題，常成為熱門討論的話題。 

 

北埔擂茶的創新法，簡單、趣味又好吃，可謂老少咸宜，是非常適合全家大

小的親子活動，頗受大眾喜愛。其做法是將鮮嫩的茶葉﹙老葉其纖維較多，口感

較粗糙﹚，先在擂缽內搗碎研磨成粉後，加入五穀雜糧9，一起研磨成泥狀，再注

入熱水，攪拌均勻，成為濃稠的糊狀，最後撒上爆米花等食材，加以復古的木勺

子舀至碗內，敬奉給客人食用的喫茶法。這種推陳出新甜口味的擂茶，有別於原

鄉廣東河婆地區，擂茶飯鹹味道的吃法。 

縱觀台灣擂茶的飲用法，目前已呈現繽紛多元的樣貌，並普遍地存在庶民的

飲膳中，成為另類的飲茶藝術，卻意外成為台灣客家地區在地性的特色。 

                                                      
8
河婆即揭西一帶，偏向說海陸客家話，所以擂茶都是以海陸客家為主，台灣擂茶亦以海陸客家

人為主，但在使用食材上,台灣使用的香料與大陸原鄉略有差別。資料來源： 

www.nsqkl.org/chat/archiver/?tid-3292.html  
 
9
擂茶所用的五穀雜糧，包括糙米、黃豆、綠豆、南瓜子、欠實等。 

http://www.nsqkl.org/chat/archiver/?tid-3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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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養生的熱潮，風起雲湧地席捲台灣。擂茶的吃法也因而不斷地改良，

發展成少鹽、少糖、以順應健康、養生為導向。更有些講究的人，會將原本乾果

類的五穀雜糧，改以較昂貴的腰果、杏仁、松子等堅果類代替，甚至放些滋補的

中藥材，當作食補的食膳。擂茶的成份，除了綠茶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兒茶素

等元素，具有細胞抗氧化的功效，可預防癌症外，咖啡因還可提神。此外五穀雜

糧及堅果類，也含有大量的維生素 B、C 群、菸鹼酸，可預防腳氣病與皮膚方面

的疾病。所以以現代醫學的觀點分析，擂茶足以證實它是有益健康的飲茶法，莫

怪傳說中的擂茶，一直被視作治病神秘的藥方。尤其對於久處山區的客家人而言，

更是健康的來源。故民間一直流傳有﹕「飲擂茶，食粢粑；身體健，笑哈哈。」

的諺語﹙周紅兵，1995－12：232﹚ 

 

    今日市面上常見的擂茶，常以保健食品掛帥，已發展出各種不同款式簡易的

隨身包，適用於任何時間與地點，只要熱水一沖，便可立即享用，可謂省時、省

力、省錢的飲茶法，是非常符合現代人的需求。  

 

擂茶的飲用方式，與壺沖泡飲茶法不同，故在飲用時，不只品嘗其茶湯，更

要把茶與五穀雜糧一併吃下；真正可謂名符其實的『喫茶』，這也是為什麼客家

人稱「飲茶」為「食茶」的原因。 

 

    筆者曾參與 1998 年在台灣舉辦的茶文化節，一場由湖南醫科大學率團，表

演洞庭湖一帶、少數民族所使用的薑鹽豆子茶的喫茶法， 與 1992 年由浙江大學

在日本國際茶文化節裡展演浙南畲族的喫茶法10，都可以看見濃濃擂茶的影子。

據調查陶淵明所書寫＜桃花源記＞的桃花地區，現今仍維持著吃擂茶的習慣，這

些都證明客家人與畲族的生活習慣，仍脫離不了擂茶。由以上擂茶的發展史中，

也印證了客家人不同階段遷徙飄泊的印記。  

 

伍、擂茶的文化意象 

擂茶不但是客家文化的符碼，更是客家精神的展現，葉日松在客家新詩〈客

家擂茶〉中，則充份流露出此種文化意涵： 

 

                  用粗壯介(的)雙手 

                  擂出客家人生命介(的)族譜  

                                                      
10
浙南麗水一帶為少數民族自治區，少數民族的飲茶，即畲族的擂麻茶，以芝麻、米花、花生等

放入擂缽中擂碎，與茶葉一起沖泡，喝時清香爽脾，其模式類似擂茶。﹙沉毅，199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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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用硬頸介(的)性格  

  擂出客家人生活介(的)藝術 

                  千擂萬擂 

                  擂出客家人真正介(的)面目 

                  千擂萬擂 

                  擂出客家人介(的)韌性 

                  茶介(的)清香 

                  係(是)一種風情 

                  係(是)一種註釋 

                  佢(它)  世世代代 

                  傳誦客家人飲食介(的)故事  

                  佢(它)  世世代代 

                  傳誦客家人硬頸之外介(的)另一種溫柔。﹙2011：185﹚  

 

擂茶本非屬於客家族群所獨有，但由於客家族群久居崇山峻嶺中，長期與世

隔絕，故能與少數民族一樣，將擂茶的飲茶習慣世代相傳，日久後就變成客家的

符碼。莫怪詩人葉日松會在詩中指出﹕「擂出客家人生命介族譜」。這正說明擂

茶之於客家人的重要性，是一種世代相傳的生命族譜，在遷徙的過程中，隨著飄

泊異處亦落土於新故鄉。 

 

在客家人的遷徙中，為了生存不得不擇窮山惡水而居住，致使飲食習慣以靠

山吃山作為求生存條件。其中客家擂茶所展現出的飲食貌，正是就地取材、因地

置宜的飲食習慣，因此擂茶所呈現的風貌，常以山蔬野菜入味。客家人終年在貧

困、惡劣的環境中博鬥求生存，必須靠著勤奮、刻苦的精神，不停地打拼才能溫

飽。所以，葉日松在詩的敘述，是透過勤勞猛力「擂」的動作，記錄著客家人生

命延續族譜的動力。擂茶在不同地區的發展，皆可印證客家人為了求取生存所展

現出堅毅性格的生活態度。 

 

擂茶不但是客家族群勤奮求生存堅毅的表徵，在星馬一帶的客家家庭，母

親還會將芭樂做成的擂棒與陶缽，當作女兒的嫁妝，一起帶入新人所建立的新家

庭，這是顯現出極端後殖民離散族群特有的現象。﹙王潤華，2010：11﹚這意味

著在新娘在肩負傳宗接代的責任時，莫忘祖先昔日披荊斬棘、艱辛開墾的歲月，

頗富有薪火相傳的意涵。但此種習俗卻未見於台灣客家人的婚禮中，其原因可能

是由於在南洋地區，對華人有嚴重的種族歧視，故當地的客家人，更加珍貴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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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具有客家符碼的事物，因此南洋地區的客家人，更將擂茶視作的精神堡壘。 

 

陸、結語  

總觀，擂茶在客家文化的意涵，除了繪製離散族群遷徙軌跡的地圖外，也

記錄著客家族群透過飲食活動，闡述著弱勢族群的辛酸史，以及他們與土地間互

動、建立自尊自重的關係。擂茶的意象，放諸在客家人歷史的長河裡，已經不只

是飲食文化的一環而已，更是客家弱勢族群長期精神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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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茶的照片 

＊擂茶常成為親子熱門的活動之一 

  

 
 

＊台式擂茶已發展成簡便又趣味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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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熱情的客家人常就地取材，以擂茶招待客人 

 

  
 

＊台式客家擂茶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