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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橋事件簿之誰來上學? 

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長橋國小位於長橋里內，過去主要以客家學生為主，學校除了發展

客家文化在地課程之外，學長姊們也曾經練過拔河、原住民射箭、足球

等不同的體育活動，至今長橋國小的我們除了原先安排的課程之外，也

利用課餘的時間練習排笛和網球。 

從我們幼兒園進長橋國小讀書開始，那時校園裡還有許多的哥哥姊

姊，他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幫助我們這些弟弟妹妹很多事，校園裡也還十

分熱鬧。待我們成長成為高年級的哥姊後，意料外的察覺，學校國小學

生人數居然不到三十人，校園裡突然變得很空蕩。 

從我們選修本土語的同學們數量來看，太魯閣族語的同學數反而是

最多的，因此，我們這個由客家、閩南、太魯閣族和阿美族所組成的調

查隊，去探究長橋客家聚落及長橋國小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二、 研究目的 

這些年我們想要去探究這些年，長橋的人口到底有什麼變化？在花蓮

提到長橋，便是大家印象中的客家村里，長橋國小的客家族群學生，怎麼

反而不是多數了，走！我們一起去探查。 

三、待答問題 

（一）鳳林鎮人口的如何變化？ 

（二）客家文化的保留狀況為何？ 

       (三)長橋國小的學生數變化及群族融合狀況為何？ 

四、研究方法 

（一）在對長橋客家文化有初步認識之後，收集校內 100年至 111 年的

學生名單，利用學生族別進行族群統計，並製作長條圖與折線

圖，了解學生族群變遷的趨勢。 

（二）接著進行校內家長及畢業學長的訪談，了解家長讓孩子來長橋就

讀的原因。 

（三）最後將以上探訪資料、統計圖表及訪談結果做資料彙整，分析長

橋國小學生族群的變化與影響，以及進而探討長橋里客家的變遷

與發展，並且探究客家文化保留與長橋國小繼續發展的可能性。 



長橋事件簿之誰來上學? 

五、研究流程 

 

 

 

 

 

鳳林人口變化及客家人口 

 

 

 

 

 

 

貳、文獻探討 

一、鳳林人口變化及客家人口 

  長橋里是一個客家里，長橋里的客家文化發展的歷史悠久，這裡不但有傳統

的客家文化、客家美食、客家義民廟、還有居住在這裡的客家人，這裡的客家

人以務農為主，現今因為人口大量外流，目前造成急速老年化。 

(一)長橋客家人的遷徙歷史 

在牛稠頭文化工作室所執行「花蓮縣幸福台九牽成後生客家輔導團計畫」

的成果網站中，探究了花蓮客家的遷移歷史。依據客家委員會 105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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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人口變化及客家人口 

 

長橋里的特色 

長橋原住民(長橋部落) 

長橋的周圍:明利村、萬榮村和林田山 

 

長橋國小的族群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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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客家人口總數約 453萬人，大部分集中於桃竹苗、高屏及花東地區。全台

有 11個縣市、70個鄉鎮市區是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其中花蓮地區有 8 個。

花蓮 

是一個多元特色縣份，包含不同的環境和複雜的族群文化，縣內客家人口比例

為 32%，在全國排行第 4，客家人口比例 1/3以上鄉鎮有花蓮市、吉安鄉、壽豐

鄉、鳳林鎮、光復鄉、瑞穗鄉、玉里鎮、富里鄉等 8個，佔全縣 13個鄉鎮市的

60%，這項數據顯示花蓮縣客籍人口眾多。 

二次移民為花蓮縣客家特色，位處臺灣後山交通不便更因縣境狹長等區

位條件影響，花蓮客家庄成蛙躍式分佈。 

 

（引自花蓮縣幸福台九牽成後生客家輔導團計畫） 

(二)鳳林客家人口變化 

我們聽師長們談論過，客家人為什麼被稱為客家人，那是因為客家這個族

群曾經不斷地搬家遷移，到了新的地方，自然就被稱為客人-「客家人 Hak-kâ-

ngìn」。 

花蓮縣內的客家族群也以日治時期的移民最多，由於是當時較具

規模的客家族群遷移，因此被稱為客家人的二次移民（劉還月，

1998）。當時的客家族群到花蓮後，菸草種植，甘蔗種植糖類生產，林

業伐木，處處都有工作機會，因此大量的客家人移民至花東縱谷。臺

灣光復初期（民國 34 年），較顯著的客家聚落有吉安鄉永興及稻香村、鳳林鎮

區及長橋里、壽豐鄉移民三村、瑞穗鄉富源及瑞北村、玉里鎮三民、大禹、春

日里，及富里鄉竹田、新興村等（張振岳，1994）。民國 50年時，林田山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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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興盛時，人口眾多，中山堂免費播放影片提供娛樂，附近的萬榮和鳳林人

會前往觀賞電影。從文件的資料上可以發現，長橋的客家居民，大約是七、八

十年前，才從新竹、桃園到移居鳳林長橋來。 

表一、鳳林鎮、壽豐鄉與吉安鄉客家人口分佈 

 

  由表一中我可以發現鳳林鎮的客家族群主要是日治時期移入，預估有百分 66

的客家人移入，人數為 7920人，表示當時有大量的客家人移居至長橋里。 

表二、台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從表二中我們可以知道，相較於其他縣市、鄉鎮，鳳林鎮的客家族群比例較

多，所以才能成為花蓮縣客家文化重點的發展區域，表示過去移入鳳林鎮的客

家人數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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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歷史人口數據 

  

   由表三可以明顯看出，自 1980至今四十年間，鳳林鎮人口減少了一半，雖

然，每年僅減少一些，但是人口僅剩一萬人。 

表四、鳳林鎮人口指標 

  

  鳳林鎮為全國壯年比例最低、老年比例最高的鎮，在全國所有鄉鎮市區之

中，壯年比例全國第六低。我們可以發現壯年人口流失，目前幼年人口扶養比

相較於老年扶養比嚴重失調，是導致現在長橋里呈現老年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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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橋里的特色 

(一)長橋里的飲食文化 

      由我們上述所查的資料，不難看出，提到長橋就是客家印象。除此之 

外，飲食更是文化的一環，豬腳和臘肉更是長橋的代表食物，菜包和草仔粿更

是客家特別的米食文化，我們在客語生活學校體驗活動時，更嘗過這些客家美

食的口味，吃得可是津津有味。 

鍾家臘肉店-是數十年來秉持手工製作客家臘肉的老自號。沿用客家古法醃

製的臘味產品，也是花蓮鳳林客家小鎮，最富在地客家特色的伴手禮之

一。早年移民到後山花蓮的客家族群，常利用農閒時節，醃漬各種肉類或

蔬果，儲存供平日及年節使用。客家醃漬的眾多食品中，客家臘肉、鹹豬

肉的各種製品，在入秋氣溫轉涼後，慢慢進入銷售旺季。 

 

    滿妹豬腳-到底「妹」對於客家族群而言，是什麼意思？「妹」一部分具 

    有兄妹、姊妹的意涵，如妹妹在客語中稱為「老妹」。另一部分指的是「女 

    人」或「妻子」、「情人」，如在客家山歌中常出現「妹」的歌詞。而羅時豐 

    的「細妹按靚」，是小姐你好漂亮的意思，其中的「細妹（仔）」指的是 

   「小姐」，泛指女性的稱呼。從滿妹婆婆的名字，可以猜想她也是客家人， 

    滿妹豬腳的香味及口感名傳千傳，吸引許多觀光客慕名前來長橋。 

(二)長橋里的宗教文化 

      長橋義民亭-花蓮總有有三個義民亭，長橋義民亭在 1919年，當時有位 

     耆老劉勇進從新竹新埔地區之「褒忠義民爺」求籤刈香分靈，有鎮煞救難 

     的神蹟，坐鎮地方保佑平安。「竹田義民亭」是日治時期，竹田的居民在  

     民國卅四年（1945年）迎請義民爺的令旗、分割香火至竹田村民宅供 

     奉。「花蓮義民堂」，於民國九九年六月成立縣府一級單位客家事務處後， 

     並自新竹縣褒忠義民總廟分香至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祭祀。 

  長橋義民亭，花東客人自桃竹苗移居花蓮後的第一座心露支持的重要中 

 心。過往，人民在疾病、苦難之時，會期望信仰義民爺，能夠保佑自遠方 

 而來的客人。 

三、 長橋的「原住民」 

長橋的火車站名字明明叫作「萬榮」，但是這裡的客家人，大多是用客家話

說「萬里橋」，竟然不是長橋，原來是有原因的。 

鳳林鎮最早剛開發時期稱為「馬里勿」（Marlimu）也就是在現在長橋里的

這個區域，阿美族語發音意思是上坡的意思，但只限於現在的長橋里一帶。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BE%8E%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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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時代在此興築東部鐵路時，築一鐵橋，稱為「萬里橋」，日文為「馬里巴西」

（日語：マリバシ； Maribashi）。 

原來萬里的是日文「マリ」，日本「バシ」就是橋，マリ(Mari)的發音和客

語「萬里」相近,所以在長橋的客家人，才會稱呼長橋為「萬里橋」。光復後改

地名時，因為臺北地區已有萬里這一地名，因此改稱為長橋里。但早期的長橋

人也以「馬里巴西 Maribashi」直接代表「萬榮車站」之意。 

長橋在東部客家大庄鳳林鎮的邊邊，行政上屬於鳳林鎮，卻跟鳳林隔一條 

萬里溪，地理環境上反而跟萬榮村、明利村（太魯閣族部落）比較接近，本身

長橋里也還居住著一些阿美族。 

  鳳林客家遷徙鳳林舊名「馬力勿」，為泰雅族語上坡的意思。這裡最早是泰雅

族(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和阿美族勢力的緩衝地帶，清代未葉開始有漢人入

墾，客家人也在清末曰初來到此地，到了日本時代初期便墾拓成獨立聚落，其

中尤以長橋里為濫觴，直到今天仍是花東縱谷中最「純」的客家庄。 

 

表五、長橋部落範圍示意圖 

 

臺灣地名辭書卷二 花蓮縣。潘文富等撰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94 年。

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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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20年 12月份林鎮各里戶口數統計圖 

 

由表六可以看得出，長橋里為鳳林鎮山地原住民人口數最高，劉還月，

1998，《處處為客處處家 花東縱谷中的客家文化與歷史》。花蓮：花蓮縣鳳林鎮

公所。張振岳，1994，臺灣後山風土誌。臺原出版社。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雖

然長橋里客家族群人口比例很高，但是因為鄰近附近原住民族村落，所以原、

客族群人數就沒有明顯的差異性。所以我們推論因為環境地理因素，加上客家

人大量移出，所以造成現在長橋里原、客族群差異的不大。 

 

四、長橋的周圍:明利村、萬榮村與林田山 

(一)林田山的歷史 

  林田山林業始於民國 7 年，由日本「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開始採

伐，民國 28 年改為台灣興業株式會社於萬平溪畔的台地設立「台灣興

業株式會社林田山砍伐事業所」，設置數條伐木鐵路，並開始建置具生

活機能之宿舍與建設，現今之林田山之規模則以此為雛型，隨著伐木

興盛逐漸擴展至現今的規模。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林田山林場改由

經濟部資源管理委員會接收，林場則為台灣紙業有限公司林田山管理

處，持續林木開採與木材生產，並於 43 年開放為民營。 

  在 1960年代伐木的全盛時期，林田山一片人聲鼎沸景象，讓這裡有『小上

海』之稱，但隨著政府禁伐林木的政策的實施，林田山的伐木工人漸漸散去，

一併帶走原有的繁華，但林田山仍舊保留保存了最完整的伐木場景與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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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山川景觀、豐富的自然生態、早期的檜木房舍和運載鐵道，處處可見前人

留下的痕跡，也由於林田山風貌與九份相似，近年來許多人也會用『小九份』

來稱呼它，讓這裡成為許多人懷舊的好地方。 

 

五、 長橋國小的族群變化 

  在前兩章節的文獻分析中，我們都發現長橋的客家文化發展得很久，除了可

以從長橋客家人遷移歷史中，發現清朝開始就有客家人移居到長橋里，到後續

長橋義民廟的成立，維繫客家人的信仰精神，到最後的客家美食-鍾家臘肉、阿

麼的草仔粿，都再次地說明長橋是個道地的客家聚落。 

   然而我們卻發現學校的客家學生屈指可數，所以我們現在就利用學校存有的

資料作族群變化的統計與分析。 

表七、長橋國小 100 年-111 年學生族群統計表 

 
  我們收集到了每一年份學生入學的學籍資料，在分工合作下完成各族群的報

數，以及資料的彙整，從圖表我們可以發現 100-102年時客家學生人數占比較

多。103-104年客家學生人數和原住民學生比例差不多，直到 106年時客家人

數維持，而此時太魯閣族的學生銳增，直到現在學校都以太魯閣族為人數最

多。從統計圖表我們可以發現 102年時客家人數最多，106年時太魯閣族人數

最多，這是兩個比較重要的分水嶺，從統計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學校群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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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長橋國小 100 年-111 年學生族群折線圖 

  
  原本我們預計使用折線圖來讓我們更清楚觀察學生族群變化，但是後來發現

圖表出現的方式很奇怪，因為有些族群的顏色沒有連在一起，後來發現折線圖

的人數不能等於零，若等於零的話就會出現折線圖的調查。後來詢問指導老師

才發現折線圖的運用通常數量是要比較多的統計，若數量太少就會出現上面的

狀況，比較不適合做觀察。 

 

表九、長橋國小 100 年-111 年學生族群長條圖 

 
  後來我們使用長條圖做統計觀察，發現長條圖的內容比較容易讓我們看懂， 

依照途中條狀分布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某個族群在某年段的人數，像是 100 年至

105年客家學生的人數數量較多，105年到現在以太魯閣族學生占比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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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長橋國小的學生族群變化。 

  從製作學生族群的統計表與其他圖表當中，我們發現把數字轉換成圖形，讓

我們可以更清楚的了解數字統計的重要性，我們只要有統計數字，就可以把它

依照自己想呈現的圖表而製作出來。而這次我們發現長條圖的統計讓我們可以

很清楚的看見族群人數的變化。 

  長橋國小學生族群變化，主要發生交替期在 104年，100年至 104年主要以

客家學生為主，104年之後太魯閣族學生開始陸續增加，到現今主要以太魯閣

族學生為主。另外 102 年度客家人數單年入學人數最多，106年太魯閣族單年

入學人數最多，由此可以見學校學生逐漸呈現原民化。 

六、 長橋族群變遷的問與答 

(一) 居住長橋里內的家長訪談 

1.您為什麼會待在長橋工作?為何這項工作可以留在長橋? 

  答:留在長橋是想要當地的老人家過得更好，從年輕時已經當了二十多年的里 

     長，現在接續著做代表職務，同樣都是為了這一份理想。期許能夠帶社  

     區，讓社區和學校一體共同合作，一定支持學校事務。 

2.長橋過去有甚麼特別的發展(景點、文化)? 

  答:長橋這裡僅有義民廟，平時有相關的活動進行文化的傳承。長橋這裡的 

     人多數以務農為主，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景點，但是提到長橋外人可能不 

     知道，但是一提到豬腳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地方。未來縱管處還可能本地 

     發展露營區，以及開發案的進駐，希望能夠有這些開發，吸引年輕年留 

     在長橋發展。 

3.長橋過去主要以甚麼族群為主? 

  答:長橋過去到目前是以客家為主，有超過 80%以上，長橋里的客家比例也 

     是鳳林鎮各里中最高的。 

4.長橋的客家族群從哪裡遷移過來? 

  答:據我所知是從新竹那裡遷過來，是什麼時候並不確定。 

5.請問你就讀長橋國小時，班上都為甚麼族群? 

  答:以客家為主，有過半是客家人。 

6.長橋有沒有著名的景點，這些景點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答:沒有映象深刻的景點。 

7.長橋現在人口主要以什麼族群為主? 

  答:目前仍是以客家為主 

8.造成長橋人口外流的原因? 

  答:長橋沒有就業機會，所以造成人口外流嚴重。 

9.有期待長橋國小再成為客家學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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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長橋一直都是客家為主，一直是客家學校呀！雖然目前長橋國小的原住民 

     學生比例較高，但是，應該仍會配合鎮公所的客家活動參與，但是若要勉 

    強非客家的孩子去學習客語就會比較困難了。 

10.長橋國小可能走向越來越沒有學生的狀態，對這個部份有何感想？能夠接受 

   長橋國小沒落至消失嗎? 

   答:長橋國小不會消失，我會盡力協助學校，學校是社區裡很重要的一個部 

   份，是生命共同體，希望未來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讓長橋國小繼續留存。 

(二) 居住長橋里外(明利村)的家長訪談 

1. 請問你過去對長橋里的映象? 

   答: 過去對長橋里的映像就是這裡是一個客家村落，有非常多的客家人居在 

       這裡。 

2. 曾在長橋有發生過甚麼有趣的事情? 

答: 以前年輕的時候，很喜歡跟長橋的客家開玩笑，也很常和這裡的客家 

    同學玩。 

3. 對於長橋的歷史有什麼認識嗎? 

答: 長橋以前就是客家村落，所以這邊很常舉辦客家文化，我很喜歡吃這    

    裡的客家美食，像是客家粽、草仔粿…等。 

4. 長橋是一個客家村落，你的看法是? 

答: 我覺得非常的棒，長橋的客家文化保存得很好，到現在還是有一些客 

    家活動持續進行著。 

5. 你為甚麼會把小孩送到這裡就讀? 

答: 因為想讓孩子接近水平，讓我的孩子可以改善學習環境，讓我的孩子 

    在外地學校學習，可以讓他跟著其他族群提升學習動機，也讓他能夠 

    開拓視野，認知到自己可以做到更多自己像做的事情，完成自己的夢 

    想，最主要還是改善孩子的學習環境。 

6. 你覺得長橋里和長橋國小現在的人口以什麼族群為主? 

   答: 現在應該是族群融合了，現在到長橋買東西，也會看到搬來長橋住的 

       萬榮村、明利村人。學校的學生，接送的時候，也發現很多的原住民學 

       生，應該都是從萬榮、明利送過來的。 

7. 造成長橋居民人口外流的原因，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答: 我認為長橋現在老年化，人口外移應該是因為在地就業機會少，所以  

    年輕人無法待在這，所以可能也全家搬到別的地方住。 

8. 有期待長橋國小再成為甚麼樣的學校嗎？ 

   答: 希望長橋能有多元文化的發展，讓學生可以到校外參與更多活動，這樣 

       學生才有機會接觸不同職業與生活，進而讓學生能夠好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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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長橋國小可能走向越來越沒有學生的狀態，對這個部份有何 

   感想？能夠接受長橋國小沒落至消失嗎? 

   答: 不希望學校消失，但人數越來越少是應該的，希望學校發展特色教育， 

       把外流的學生找回來。 

(三) 長橋大學長訪談 

1.請問你過去對長橋里的映象? 

  答:是一個很有客家文化特質的村莊，學校與村落主要以客家文化發展為主。 

2.請問你就讀長橋國小時，族群的比例為何? 

  答:我當時就讀長橋國小時就已經發現原住民族的學生占比例非常的高，所以 

     也不是近期才急速變成現在都是以原住民學生為主，過去在長橋國小的族 

     群比例原客的比例就差不多。 

3.你為什麼會就讀長橋國小? 

  答:因為我小時候住在長橋里，所以家人把我送到這裡就讀，當時學生各領域 

     風氣很好，不論是在學業、運動上都有卓越的表現，所以我家人就把我安 

     排在長橋國小就讀。 

4.你為什麼會回到長橋國小服務? 

  答:因為當時就讀長橋國小碰到許多好的老師在教導我，所以我也希望成為和 

     他們一樣的好老師，培育更多長橋里的小孩子，讓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興 

     趣、夢想，並且實踐他們的夢想。另外，也希望更多成功的學生們能回到 

     長橋服務，一起為未來的長橋發展付出一點心力。 

 

參、結論 

  長橋國小學生是有明顯的變化，經過圖表的統計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這樣的

變化。在與家長的訪談之後，我們可以之後他村將小孩送來長橋的原因，是希

望改變孩子的學習環境，讓孩子能夠脫離部落生活環境影響，在長橋能夠和客

家或閩南學生學習，刺激孩子學習意願。而本里的家長則是因為在本里擔任里

民代表，所以長期待在長橋里服務，因為長橋國小也是自己的母校，所以也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就讀長橋國小。 

  過去大家常掛在口邊說長橋是一個客家聚落，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

客家人口逐漸地外流，第一、就是學生客家學生的銳減，第二、就是長橋里的

人口老化，這兩項就可以證明長橋里的人口外流情形，因為長橋無法提供就業

機會，青壯年選擇外移，也順便帶孩子到外地就讀，進而導致人口老化狀況。

而訪談中也發現目前有許多明利村、萬榮村的居民移居到長橋，這也說明長橋

客家庄的名稱，可能會因為客家人口外移與原住民族族群的移入而受到改變。 

最後我們討論出解決辦法，如果學校能夠發展特色文化，或許可以留下更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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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生，使家長有意願將學生留在長橋就讀，另外，就是想辦法增加長橋就業

機會，如果能夠將青壯年口留下，這樣客家學生就能留在長橋國小。但現今我

們發現客家學生人數銳減，原住民族學生比例增加至 65%。 

  台灣是個文化豐富多元而美麗的國家，不僅有各種原住民族群，還有客家

人，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等，但，我們真的具有文化敏感度，接受甚至欣賞不

同的文化嗎？ 

  在接納階段，人們意識到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是由文化塑造的，不同文化之

間存在不同的行為模式，應該尊重不同文化有各自合法且有價值的觀點。在接

受階段，人們可能表現出對其他文化更大的好奇心，開始尋找過去避免的跨文

化關係和社交互動。重要的是，接受並不表示一定要喜歡、同意或認可其他文

化的行為或價值觀。 

  到了調適階段，人們能接受另一種文化的觀點，並能夠在智力和情感上與他

人的經歷產生共鳴，當他們能夠以輕鬆、真實和適當的方式與來自不同文化的

人互動時，就會發生對文化差異的適應。適應不是同化，是在保有主要文化認

同下，擴展不同的信念和行為。  

  而這次我們這一組能夠研究到這個主題，我們非常的開心，因為不但可以了

解長橋過去的歷史，在途中也學習到:收集文獻、家長訪談、做統計圖表、撰寫

論文方式…等，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過程。當然，最要的還是我們透過這樣的

研究，發現人與族群是會到處遷徙的，而遷徙的途中會遇到另外的族群，怎麼

樣接納其他族群共同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們的世界族群能夠互相接納，

有一個包容的心，才能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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