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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 原生文化的再生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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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文化即生活，生活即文化」，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其實充滿

著文化因子，只是若未多加注意，就容易忽略它。而蘊含著人文思想的文化，因具有保存

價值，也就逐漸成為資產。不論是有形的建築物、古蹟、歷史文物，或是無形的節慶、風

俗、藝術，皆可歸類為文化資產。因此，在 2020 年，我們對於臺北市客家文化季刊的規

畫，將會以深掘那些「隱藏於日常中的文化」為主要方向，以推廣臺灣的「原生文化」為

首要目標；從生活日常出發，找尋屬於臺灣在地的原生文化，藉由生動溫暖的人物故事，

增加親切感並拉近與民眾的距離。今年，我們也做了新的改變──新增了「按圖索驥」嵌

入於內文單元，期望能將線上刊物帶至線下，讓民眾在閱讀刊物之餘，也能到實體場域走

一趟，透過實際體驗，更深Ԁ地體會在地文化氛圍，並塑造一個與文化的專屬回憶。與此

同時，我們也將探討如何將這些原生文化轉化為文化資產，讓傳統能繼續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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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草知識與經驗 x 代代相傳 = 客家族群的文化資產

藥草文化，是客家文化頗重要的一部分。早期客家族群常以隨處可見的植物

作為藥用，舉凡艾草、大風草、魚腥草、紫蘇、雷公根等等皆是客家人愛用的藥草。

但隨著醫療的進步與政策的改變，人們的習慣也受到了影響，藥草文化也就漸漸

地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中。我還記得小時候曾經得了麻疹，我母親就有用家裡代代

相傳的法子——以茅草莖煮水給我服用，而且她到現在都還是習慣一到季節變化

的時候，就把紅棗、枸杞、黑棗、銀耳通通煮成一鍋給家人喝。另外，我到美國

唸書時，因為不確定那邊買不買得到，就帶了好多四神湯之類的藥包過去，後來

變成同學也會來我住的地方一起吃。這些藥草的使用方法都是由老一輩一代一代

流傳下來，自然而然地融入族群的生活中，而藥草文化也成了客家人重要的文化

資產之一。以此，客家文化季刊春季號選擇以「藥草文化」作為本期焦點，期望

能串連老一輩對於藥草的豐富知識、於生活中的應用以及第二、三代將傳統活化

的創新理念，將客家原生特色文化向外推廣。同時，配合新冠肺炎疫情，也規劃

了「特別企畫」，希望能藉由更多元的面向，讓人們認識調理、保健身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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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新生 賦予原生文化新樣貌

傳統文化要能走入當代，勢必要「轉型」才能順應時代潮流。而對於藥草的使用，

有部分的人似乎抱持著較負面的看法，因此，如何再度活化中藥、青草產業的場域，也

是我們本期探討的方向之一。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於每年端午節前後會舉辦「客

家本草」活動，期望透過手作、闖關、表演等親子體驗活動，推廣藥草的相關知識與老

祖宗流傳下來的智慧；除此之外，本會位在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臺北客家農場」也依

循節氣規劃了諸多系列活動，深受大人小孩的喜愛，讓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找回與大

自然的連結。而關於本期刊物，我們介紹了多位在中藥、青草相關產業奮鬥多年的經營

者：將經營方式改變並轉型為茶吧的青草店，為推廣中藥文化而成立中藥文物館的中藥

行 . . . . . . 此外，也介紹將傳統中藥行轉化為文化資產的過程。他們不僅保留了文化的原

貌，還能推廣給更多民眾、向下一代介紹曾經的輝煌，讓傳統不被時代的洪流淹沒，達

到永續傳承之使命。相信傳統文化，在注入新生代的力量後，將能展現不同的新風貌。

文化資產：文化生命的延續

文化資產，不僅承載著歷史記憶、凝聚著族群意識，也將過去、現在，甚至是未來

的時空軌跡串起。保存傳統文化、重拾祖先的生活智慧並傳承給下一代，是我們臺北市

政府客委會正在努力的目標；而將原生文化轉變為文化資產，更是延續一個文化生命的

途徑。我們期望能讓大家更重視各個藏匿在生活中的文化、讓下一代更瞭解文化根源，

也藉老祖宗打下的紮實基礎，建立更穩固的未來。臺北市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我們也

期待能建立一個與國外交流的平臺，帶領各個客家原生文化，躍上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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