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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科：客家事務行政   

科目：客家歷史與文化 

 

一、臺灣歷史清領時期，自道光年間以後至光緒年間，發生幾起外國勢力入侵臺灣之事，治臺官

府除飭令官兵極力防守，亦發出諭示要求民間武力協助。請說明北埔姜秀鑾家族，曾經幾次

奉諭由何人率領金廣福墾號團練之隘丁參與護臺戰役，每次結果如何？ 

【擬答】 

金廣福成立一百七十多年來，台灣遭受外來政權入侵，有道光二十年(1840)的鴉片戰爭；光

緒十年(1884)的中法戰爭以及光緒二十一年的乙未抗日戰役，每次戰役北埔姜家領導金廣福

墾隘的武力參與抵禦外侮，金廣福的主持人親自率軍參與作戰，在台灣找不到第二家。 

姜秀鑾父子抗英 

金廣福初期的隘墾武力相當強大，隘線自樹杞林至苗栗南庄三灣，最多派駐三百多隘

丁，這些武力相當可觀。道光二十年五月，英艦窺台，七月；兵備道姚瑩上書強調海防

急務，以滬尾雞籠等兵偹薄弱為慮。淡水同知范學恒率領鄉勇二百多，往來各口稽查，

督促各莊義首總理，練勇千人聽候調援。道光二十一年(1841)，一月十六日英艦攻雞籠

砲台，參將邱鎮功調守偹許長明、歐陽寶等防守雞籠，淡水同知曹謹；協防澎湖通判范

學恒委巡海口知縣王廷幹督同艋舺縣丞宓維康在三沙灣砲台禦之，洋船折檣沖礁而碎，

俘二百四十人。 

一八四一年九月三十日英艦納爾不達號(Nurbudda)駛入基隆港，對二沙灣砲台開砲，參

將邱鎮功守偹許長明、歐陽寶等還擊，英艦被擊中，撤退時觸礁，艦員除落水溺斃外，

共有 133 人被俘，船上艦砲十門皆為清軍所得。10 月 19 日英國派 2台艦至基隆要求換

回俘虜，清軍遲未答覆，27 日再對二沙灣砲台攻擊，並派兵登陸三沙灣，清廷守軍開砲

還擊，英艦於次日中午退離，基隆砲台亦毀於此役。 

由文獻檔案記載：《台北市志》：係 240 人；基隆砲台手冊：俘獲 133 人；姚瑩的奏

摺：生拴斬馘夷犯 165 人。上面三種史料不同，似應以奏摺為準。姚瑩的奏摺特別提到

姜秀鑾總理，也是北台灣唯一榜上有名者。可見其地位與重要性。唯姜氏年已六十，實

際上帶兵作戰，係由其子姜殿邦執兵符，殿邦係武生員出身，督帶團體壯勇乃是專業，

自然勝任愉快。 

姜紹基的抗法 

姜紹基本名姜金火，號述蓭，係姜秀鑾的曾孫。父姜榮華娶胡氏員妹為妻，生長男姜金

發，抱養次男金火，﹙原為榮華之妹婿梁榮昌之次子﹚一八八四年(光緒 10 年)清法戰

爭爆發，法軍垂涎基隆煤礦，劉銘傳督查台灣軍務，八月三日法國孤拔提督指揮艦隊前

來台灣，欲占領基隆煤礦，五日法艦開砲，隨後登陸大沙灣，佔領部份陸地，次日被擊

退。十一月法艦砲擊紅毛港(今新豐鄉)舊港(新竹市)都不發，尋去。 

八月三十日法艦再度砲轟基隆。十月一日孤拔親自揚揮，陸戰隊登陸占鎮仙洞山。由於

基隆多雨，法軍困於傳染病，水土不服，淡水一役失利，改採守勢戰略。一八八五年一

月，非洲外籍兵團來援，三月展開大規模戰鬥，清兵陣亡達一千五百人。雙方損傷慘

重，今二沙灣法軍公墓即為歷史見證。 

此役姜紹基奉台灣知府陳星聚之命，率領團練防勇，前往基隆迎戰法軍，時年二十三

歲，文武雙全，這些金廣福的子弟兵驍勇善戰，克復基隆之後，移師協防台北府城。戰

爭結束後，新竹知縣徐錫祉，頒贈「義聯枌社」匾額一座，頌揚紹基功勛。 

姜紹祖參與乙未抗日 

抗法戰役結束之後十年，金廣福之領導人由姜紹祖承接，姜紹基於光緒十五年(1889)，

竟以二十八歲之英年早逝，令人惋惜。 

清廷戰敗，乙未割台(1895)，日軍鑑於英軍鴉片戰爭與清法戰爭直攻雞籠港吃大虧，乃

繞道宜蘭縣在澳底登陸；姜紹祖率領敢字營迎擊日軍於大湖口、枋寮，戰敗回北埔增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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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勇，自籌軍餉，拋妻棄母親自率領讚字營，攻打新竹城，在枕頭山黃屋大竹圍內宅，

頑強抵抗日軍的包圍，由於軍力懸殊，終被日軍俘虜。日軍指揮官嚴查首領姜紹祖，忠

僕自告奮勇出面護主，卻被日軍當場斫殺。眼看不能脫身，不忍部下再犧牲，就吞下部

屬所帶的鴉片膏殉國，時年僅二十。他是乙未抗日戰役義軍領袖之中，年紀最小，最先

為國捐軀的抗日英雄。英年早逝，令人惋惜。 

 

二、總統於民國 99 年 1 月 27 日公布之「客家基本法」，對於客家委員會推行全國性客家事務是

非常重要的法律依據，請說明當初客家委員會研擬此基本法並推動立法的主要因素為何？

「客家基本法」立法後，客家委員會如何推動與落實？ 

【擬答】 

制定《客家基本法》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具有多元之族群，然而，客家族群長期以來未受到應有之重視，而面

臨身分認同斲失、文化活力萎縮及客家公共領域式微之危機，連帶也使得做為族群特色

之語言與傳統日益流失。 

另方面，則因中央政府於 2001 年 6 月 14 日成立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專責推動全國客家

事務及相關行政，但由於行政措施有其侷限，缺乏法源依據，以致無法普遍而深入地推

展各項工作。 

因此，為建立制度性規範，以增強推動力度與效果，並確立客家事務未來基本方向，乃

藉此建構客家事務施政總目標。 

客家委員會如何推動與落實 

序號 法條依

據 

落實政策 推動概況 

1 第四條 召開「2010、2013

年全國客家會議」 

本會前於 99 年及 102 年舉辦，由 總統主持的「全國客家會

議」，並邀請產官學各界人士參與。此外，為傾聽各界民

意，暢通溝通管道，也召開北、中、南、東之分區座談會，

而全國客家會議之結論，已交由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執行，追

蹤列管，同時亦藉此建立跨中央與地方、跨縣（市）政府之

間的客家事務交流平台與整合機制。 

2 第六條 公布告「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之鄉

（鎮、市、區） 

於 99 年 4 月 21 日訂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

市、區）公告作業要點」，據以辦理客家人口調查及鄉

（鎮、市、區）客家人口比率之核算等事宜，並於 99 年 4

月 26 日，以民國 97 年「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

究」之調查結果為基礎，發布 60 個鄉（鎮、市、區）為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以「99 年至 100 年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之調

查結果為基礎，於 100 年 2 月 25 日發布 11 個直轄市、縣

市，69 個鄉（鎮、市、區）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3 第六條 具體落實「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區」政

策 

選定代表聚落，試行「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政策，以期

建立文化資產自主經營管理的觀念。 

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等相關措施，包括訂頒「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獎勵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修正「推行

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作業要點暨督導評核要點」、

「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點」、「推展客家學術文

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

畫補助作業要點」等，期針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

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與發揚，並得列為優先

補助之參考。 

4 第七條 高普考試增訂「客 99 年度首辦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地方行政特考業新增「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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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法條依

據 

落實政策 推動概況 

家事務行政」類科 事務行政類科」，對獎掖後進扶植青年，並吸引客家後生返

鄉服務，具重要意義。 

5 第八條 辦理客語認證與推

廣，並建立客語資

料庫 

每年固定辦理客語能力認證初級、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並鼓

勵國民中小學團體報名及補助開設認證研習經費；除將客語

能力認證初級、中級暨中高級詞彙、客語外來語建置於「臺

灣客語詞彙資料庫」外，未來亦將賡續編輯客語詞彙，俾充

實資料庫內容。另，協助培訓客語師資及辦理「客語薪傳

師」制度，俾培育客語人才。 

6 第九條 提供公事客語無障

礙服務 

依本會「推行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補助作業要點」，提供公

事客語相關服務，俾落實客語無障礙環境。客委會積極協調

各公民營機構在大眾運輸工具，公家機構、醫院、法院等公

共場所，持續推動客語志工、口譯及客語播音等服務，以服

務更多的客家鄉親，並促使客語在公共領域之能見度。 

7 第十條 營造客語生活化之

學習環境 

98 年訂頒「獎勵客語績優國民中小學學生獎學金作業要

點」、「推動客語薪傳師傳習補助作業要點」；99 年訂頒

「獎勵國民中小學學校參加客語能力認證績優作業要點」、

「獎勵績優客語薪傳師作業要點」；100 年頒訂「獎勵客語績

優高中職以上學生獎學金作業要點」及試辦幼幼級認證考

試，以提升客語向下扎根之效益。 

8 第十二

條 

積極扶持客家族群

傳播及媒體 

99 年訂頒「補助製作客家議題電視節目作業要點」，以鼓勵

廣播電視事業製作客家相關議題電視節目，增加客家語言及

文化議題於各大電視頻道之能見度。 

9 第十三

條 

 1、訂定「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流與研究中心」實施

計畫，據以執行拓展海外客家連結網絡、推動海外人士來

臺體驗客家及傳揚客家文化至全球各地等相關工作。 

賡續建置「哈客網路學院」數位學習課程，提供 E化多元

學習平台。 

10 第十四

條 

訂定農曆正月二十

日「天穿日」為

「全國客家日」 

 99 年 1 至 8 月分兩階段，進行「全國客家日調查」，並經

綜合評析訂出具有客家文化獨特性，內蘊崇敬天地、尊重

自然作息環保意義，同時兼具國際發展性，且無族群排他

性的農曆正月二十「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 

 100 年首次「全國客家日」，辦理創意行銷活動，包含

「全國客家日」大型客家藝文晚會活動、發送十萬份以上

客家日宣傳品等。 

 

三、目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的公告，是客家委員會依據「客家基本法」的規定

而發布，請依照客家基本法的內容，寫出「客家人」、「客語」、「客家人口」三個名詞的

定義為何？並寫出桃園縣、雲林縣、高雄市、臺東縣等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的鄉(鎮、市、區)

名稱。 

【擬答】 

客家基本法第 2條定義 

「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客語」：指臺灣通行之四縣、海陸、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及獨立保存於各

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 

「客家人口」：指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就客家人所為之人口調查統計結果。 

桃園縣、雲林縣、高雄市、臺東縣等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的鄉(鎮、市、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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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中壢市、楊梅市、龍潭鄉、平鎮市、新屋鄉、觀音鄉、大園鄉 

雲林縣：崙背鄉。 

高雄市：美濃區、六龜區、杉林區、甲仙區。 

臺東縣：關山鎮、鹿野鄉、池上鄉。 

 

四、臺灣客家飲食因氣候、農作等因素，發展出南北風味不同的特色，但也因客家人群居的習

慣，保存著客家菜是「鹹、香、肥」的印象。首先，請說明客家醃(醬)菜歷史由來、製作方

式並寫出十種醃(醬)菜名稱；其次，請說明標準客家料理中，一般所謂「四炆、四炒、四點

金」之內容與意涵。 

【擬答】 

客家醃(醬)菜歷史由來：客家人歷經辛苦漂泊，擇地落腳為家後，客家人往往又需揮汗開

墾，消耗大量的精神與體力。客家醃菜因此而生。將當季盛產的食物醃置起來，絲毫不浪

費，且能補充勞動留汗消耗的鹽分。因此鹹成為了一個特色，如豆腐乳，醬竹筍，鹹菜，

蘿蔔乾，鹹冬瓜…等。在當時這些鹹味重的食物可以補充汗水流失的鹽分，而當今較少勞

動的時代，醬漬物則演變成了料理的提味聖品。 

客家醃(醬)製作方式 

醃製的料理有很多，這裡介紹其中的鹹菜。鹹菜，就是客家酸菜，近年又多了一個「甘

菜」的新名字。這是芥菜類的醃製菜。鹹菜是用整株不結球芥菜，去掉老葉，經陽光曝

曬半天到一天，使菜葉萎軟。接下來將曬軟的芥菜先灑上一層鹽，以腳均勻踩踏十五分

鐘，至菜汁流出，將芥菜翻面，再灑一層鹽，並再踩一次。 

如此用一層芥菜、一層粗鹽，將芥菜頭尾橫直交錯，並經腳踩踏後的芥菜，相互鋪排在

大木筒或甕缸等容器，甚至特製的大池中，最後在最上層壓放石頭等重物。合計全部使

用鹽量為新鮮菜重的百分之十二左右。醃製鹹菜要在最上層壓上重石，原因是如此可以

將容器中產生的廢氣排出，而外界的空氣和雜菌不易進入，免得缸裡的菜變黑發臭。家

庭式用甕缸醃製的鹹菜，經一星期的時間，即可將芥菜醃的又脆又香又黃，和只有酸味

的台式酸菜心，差異極大。而大量醃製的鹹菜，在製作鹹菜時，最後階段還有個曬缸過

程，那是將菜連甕缸一起放在陽光下曝曬，夏天兩三天即可，冬天則需曬十多天。由於

客家鹹菜本身鹹度頗高，所以在作菜的時候，要先嚐一下味道，以斟酌調味料的使用，

以免菜作得太鹹。鹹菜可以刺激人體的胃液分泌，幫助消化，而且使肉品不覺油膩。 

十種醃(醬)菜名稱 

鹹酸菜（梅乾菜）、高麗菜乾、蘿蔔乾、甕瓜（醃瓜、越瓜）、漬大頭菜、

漬嫩薑、漬黃瓜、漬蘆筍、滷薑嫲、覆菜（福菜）。 

中國人吃了幾千年的醃漬菜，它種類繁多，滋味講究。大體而言，醃漬菜分為乾、泡、

醃、醬四大類。乾，是指以曝曬陽光為主的乾性醃菜，像覆菜（福菜）、鹹菜乾（梅乾

菜）、蘿蔔乾、蘿蔔絲、筍乾、高麗菜乾、蕃薯籤等。 

泡，就是漬，它是以多量的水分和作料，醃泡蔬菜使它產生鹹、酸等味的醃菜，像各種泡

菜。醃，是指用鹽或其他作料揉或壓，使蔬菜產生鹹味或酸味為主的醃菜。其中又因為醃

的時間長短，分為七天之內的暴醃，和費時一週以上的老醃。 

三天以內的醃菜，並沒有酸味，諸如暴醃小黃瓜、暴醃櫻桃蘿蔔，這是非發酵性的暴醃。

超過三天，出現酸味的，像客家人比較少吃的暴醃韮菜花，則是發酵性的暴醃。醬，是指

處理過的蔬果，醃進豆醬、醬油、豆鼓、甜麵醬等，以產生濃厚味覺的醃菜，像豆腐乳、

蔭瓜、脆瓜等。無論乾、泡、醃、醬，凡是作醃漬菜，不外乎除去新鮮蔬菜的少量或多量

水分，抑止其組織細胞的活動，再加調味料，使蔬菜得以吸收滋味。要注意的是，防止不

良細菌發生，並助成有益微生物，如多種乳酸菌的滋長。 

「四炆、四炒、四點金」之內容與意涵 

內容 

四炆：肥湯炆筍乾、鹹菜炆猪肚、炆爌肉、排骨炆菜頭。 

四炒：炒肉、鹹酸甜、猪腸炒薑絲、鴨紅炒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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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金：另外，客家人在宴客時，一定會有一道「白斬雞」，而且一定要保留了

「頭、尾、腳、翅」，稱為「四點金」。 

意涵 

「四炆，四炒」的由來是客家人平日縮衣節食，逢年過節仍免不了邀集親朋好友團聚

吃喝一番，招待親友不能老吃醬瓜小菜，但又無法太過奢華，後來慢慢演變出四炆四

炒，也就是四道炆菜(小火熬燉)、四道炒菜(快火熱炒)，作為客家人聚會宴客時的料

理標準。 

「四點金」，有完美、圓滿的意思。不過為示尊重，客人是不吃這四點金的，客家俗

諺說：「席上盤中四點金，頭尾腳翅不容侵，嘉賓貴主皆完美，風俗由來弦外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