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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評審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過年的時節」，

「過年的時節」 

    從小到大每年我都希望過年快快到來，除了可以不使上課，又可以拿到過年的壓

歲錢，最重要的是我們全家都可以歸去美濃阿媽的老屋，看到久沒見面的大伯、二伯、

小伯，還有一大群的叔伯兄弟，實在鬧熱，尤其又是我練習客家話的最好時節。 

    年三十打早歸去美濃，看到叔婆伯麼要問好，跟鄰舍相借問，阿爸說：「嘴碼好，

毋使肩頭扛」，做一個有禮貌後生仔，將來一定會有貴人添手。打招呼後，快快捲起

褲腳，添手阿媽大拼掃，阿媽八十歲，身體還十分硬朗，一個人住在美濃鄉下，每日

種花種菜運動，早暗跟阿公婆上香，保庇大家平安順序，所以每次我回到阿媽屋家都

要添手清潔，尤其是過年的時節，更加要人手清潔，阿媽跟阿爸講：「筍要嫩時掘，

子要幼時教；老來學吹笛，歸身都硬鋯」，所以從小阿爸都教我要煞忙添手。 

    清潔過後，就要貼門對仔，這些對聯貼在主堂大門口，增加過年的氣氛。等到貼

好門對仔，大家也都歸到屋家了，準備跟阿公婆上爺，阿媽打早就會準備好三牲，久

沒見面的阿伯他們，還有一大群的叔伯兄弟姊妹，大家共下來上爺，阿媽和大伯代表

大家用客家話跟阿公婆報告一家大小的情況，希望祖先保庇大家平安、順序。讓我感

受到「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食水要念水源頭」的真實意義，假使拋掉了客

家話，將來跟祖先說話，他們都聽不懂，要怎樣來保庇我們呢？所以我們客家子弟學

好客話是不忘本的表現，不忘本的人，一定可得到祖先的保庇。 

    上爺過後就是燒金，最後放紙炮完成拜拜，這些客家的規矩作不得亂來，阿爸說：

早期我們客家人大部分耕田，歸年辛苦，只有在過年的時節才有休息，所以才有「有

食沒食要料到年初十」的說法，但是工商社會，大部分到年初五、初六就要開工了。 

    吃晝後，我們舉辦第二年的乒乓比賽，阿爸和二伯一人出一萬元做獎金，大家拼

起來特別賣力，今年總共有十個人參賽，不論大小，大家認真比賽，結果阿爸最厲害，

連續二年得到冠軍，我比去年進步，得到第四名和三千元獎金，真歡喜。 

        吃團圓飯囉！阿爸四兄弟，從小感情盡好，大伯做工退休，在屋家帶孫子，二伯

開公司做董事長，賺儘多錢，行過 60幾個國家，他說：「行上行下，不當美濃山下」，

小伯吃人的頭路，阿爸作先生，聽他們講話，可以增加很多知識，跟叔伯兄弟姊妹憭，

實在儘有趣，最快樂的是，食夜後了，阿媽發壓年錢，領錢時要講一句吉兆話，這就

是我表現客家話的時節了。 

 



    過年真快樂，希望我們大家平平安安，年年過年再歸來聊，我的演講到這裡結束

了，感謝各位裁判、同學，承蒙你，正來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