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頸精神 

所謂的「硬頸精神」，就是刻苦耐勞、勤奮、努力、獨立奮

鬥、不屈不撓等精神特質。 

客家精神可以用「硬頸」兩個字來表示，指客家人堅守原

則、說到做到、為理想而執著堅持。 

現在若是於媒體或節目、活動場合或對談中，聽見「硬頸」

一詞，幾乎都是指稱「客家人的傳統精神」，代表讚揚客家

人擇善固執、堅忍不拔的一面。但「硬頸」在客家話中，原

本並非稱讚人的用語，反而是一種罵人、貶抑之詞。 

「硬頸」是說脖子很硬，代表著不肯低頭和不聽話。罵人頑

固不靈硬邦邦的。 

以前若客家長輩們對著孩子說「你真是個硬頸的人」，那絕

對不是在稱讚孩子，而是在說小孩不知變通、腦袋太固執，

是貶非褒。 

交大人文社會系助理教授羅烈師說，在 1988 年，台灣客家

公共事務協會推動台灣客家人的族群運動「還我母語」，當

時在諸多客家相關論述當中，將「硬頸」逐漸塑造成「擇善

固執、不畏強權說出真話、參與社會運動表達反對意見」的

意思。 



到後來，漸漸地變成「客家精神」的代稱，讓客家人「選擇

好事而固執地傳承」的精神，成為所謂的硬頸。 

硬頸由貶轉褒，成為形塑成客家人的象徵圖騰，近年來，更

跨越族群，成為刻苦耐勞，堅毅等的代名詞，在鍾肇政的眼

中,硬頸更精準的意像是:受到壓迫挺身而出，爭取到底，有

挑戰，更有突破的決心，和單純的堅持是不同的，而是要有

勇敢做自己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