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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美麗桃園 打造客庄亮點】

　　桃114線、臺3線公路，皆為客家先民早年

在桃園胼手胝足、艱辛開墾的路線，留下許多

客家人文景觀、自然生態及歷史遺跡等豐富資

產。為使年輕學子及家長認識客家文化，於105

年起推動「桃園客庄聚落主題遊學計畫」，以

位於桃114線、臺3線的客家特色學校為核心，

向外延伸至周邊社區的客家人文景點，讓參與

的親子走讀體驗桃園山客、海客、都會客的多

元風貌。

　　桃園的客家族群高達85萬人，因此市府肩

負著振興客家文化的重責大任，「桃園客庄聚

落主題遊學計畫」的推行，便是將桃114線、臺

3線與客家發展密不可分的歷史作為兩大軸線，

以這兩條公路沿線的學校為據點，結合自然景

觀、人文歷史、在地產業，發展出各具不同特色

的遊學活動，就是要讓客家走入生活、結合城

市、連結歷史，打造桃園成為客家魅力之都。

　　這項計畫今年共有21所學校加入，使得遊

程更加豐富，不僅是休閒旅遊，更是結合了學

校、社區與地方產業，擴大民眾接觸客家文化

的便利管道。我們將藉此讓「客家」成為桃園

的亮點，吸引更多人來體驗其豐富多元的文化

內涵，歡迎加入，共下來　！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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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事務局 局長序－教育局 局長序

【桃園客庄盡好　，大家共下來做客】

　　本局自去年度起辦理「桃園客庄聚落主題遊學
計畫」，分別以桃114線和臺3線兩大軸線為主，桃
114線是客家先民開墾遷徙的重要路線之一，臺3線
則是客庄地區重要的交通節點，沿線特色聚落見證
了客家文化歷代風華的轉變，且地景內涵豐富，可
作為認識桃園山客、海客、都會客多元風貌的最佳
管道。

　　今年度我們邀請了桃114線及臺3線沿線的21所
學校加入，以客庄特色學校為核心，向外延伸至社
區中的客家人文景點，配合在地資源，加入手作DIY
體驗課程，勾勒出一系列的桃園客庄主題遊學行
程。期盼可以從客家人文藝術、歷史景觀、客家民
俗、客家飲食來深入了解家鄉在地文化，讓師生、
親子走出教室並進入社區，用最輕鬆的方式認識客
家、體驗客家、喜歡客家。

　　這次系列叢書能夠付梓，要特別感謝21所學校
校長的支持和編輯團隊的努力，希望藉此吸引大小
朋友，親近客庄聚落、喜歡客家文化；更盼透過客
庄遊學活動，為客家文化注入更多新意，歡迎大家
共下來　。

客家局局長 　　　　　

【共下遊聊客家庄 樂活學習本土情】

　　桃園市客家人口達85萬，客語學習一向是本市
戮力之目標。客庄聚落主題遊學，是徹底落實有感
學習的本土教育，也是推動探索體驗的戶外教育，
它融合了社區產業與地方特色，用浸潤式的教學，
讓孩子們從日常中接觸、生活中體驗、潛移默化中
學習；除了能彰顯各校的特色，凝聚社區的力量，
更能有效傳承母語、促進文化認同；並藉由共同學
習、相互理解，建構美好的家校記憶，促進良好的
群己關係。

　　為了實踐上述理想，本市21所國中小校長主任
老師們和社區人士攜手合作，費心規劃路線、開發
教材教具，本系列「共下來做客-桃園客庄遊學地
圖」叢書於焉出版。它除了深富本土教育、戶外教
育功能，並充分符應十二年國民教育「自發、互
動、共好」的基本理念與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擴
散分享予全國親子共學，豐富的內容和充滿溫度的
文字，讓客家歷史再一次點亮，也讓族群多元的桃
園，綻放出尊重和諧、互惠共榮的光芒，非常難能
可貴。

　　希冀本套叢書，能帶給學校全新的教育視野，
提供社區嶄新的營造契機；藉由走出課室、親土親
人的在地行動中，在參與學子心中植入文化思源的
福田，進而在桃園市的各個角落深化薪傳有根的教
育。

　　 教育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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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桐花祭
　　桐花是客家地區昔日重要的經濟產物，支持著客家人的生活。桃
園市的觀光景點和盛開桐花的山頭有不少，從內山的大溪、龍潭、楊
梅到都會型的桃園區，處處都可以看到桐花。

　　每年4至5月桐花盛開之際，桃園市各山頭佈滿雪白桐花，有如下
著「五月雪」般充滿詩意，伴隨著「桐花唸謠大賽」、「賞桐健行」
、「桐花野餐派對」等賞桐活動，讓鄉親感受到客家人的好客與熱
情，讓遊客感受客家鄉親感念油桐之心，並將此精神延續。

客家伯公公仔

用米糕做成的壽龜敬獻伯公

桃園客家文化簡介

　　「迎古董」是龍潭客庄特有的文化，早
期龍潭街上以第一市場旁的巷子為界，分為
上街與下街，日本昭和年間，龍潭還沒有
工商業發展，居民在農忙閒暇之餘出點子起
鬨，上、下街各以地方仕紳外貌及姓名之
客語諧音發展出有趣的諷喻性主題，並製

作道具置於牛車遊街、互相揶揄，為農村生活平添樂趣。

　　近年來，結合在地祭祀財神之信仰，發展出「龍潭迎
古董接財神」活動，每年2月皆有千人參加迎古董嘉年華，
重現早期龍潭街頭的熱鬧景況；以及龍元宮辦理擲筊比賽、
繞境祈福、發放財母金等活動，成為龍潭元宵節之盛事。

龍潭迎古董接財神

　　客家人藉由準備豐富的祭品，祈求或感
謝神明的恩惠，信眾會在祭典後舉辦食福活
動，以伯公生之名辦桌宴客，藉此分享伯公
的恩典與福氣，希望人人都能獲得伯公的福
氣與保平安，這些許願與還願的行為，不僅
意味著人與神間的依託，更是人與人之間相
互照顧之情。

　　桃園市自2016年起，便結合多所具食伯
公福傳統的客家伯公廟辦理「食伯公福」活
動，也希望能藉此推廣此傳統，讓更多民眾
了解客家族群的伯公信仰。

　　桃園市客家族群約83萬人，是臺灣客家人口最多的城市，主
要分布於中壢、平鎮、龍潭、楊梅、新屋、觀音、大園和大溪等
地區，客語腔調以四縣、海陸為主，另有饒平、詔安等。桃園客
家族群特色可以分為依農業維生的「山客」、居住在沿海地帶的
「海客」、新興移居的「都會客」，豐富了純樸的客家文化，呈
現繽紛多彩的面貌。

　　文化力是一個城市進步的指標之一，其中文化活動的辦理能
帶動民眾參與，進而認識客家文化，因此我們推出一系列活動，
歡迎大小朋友共同來體驗客家文化多元且動人的風情！

全國客家日－天穿日
　　俗語說「有賺無賺，總愛尞天穿；有做無做，尞到天穿
過」。農曆正月20日「天穿日」是客家族群獨有的文化節慶。
舊時相傳水神與火神相爭，將天撞出一個大洞，女媧為免去
人間災苦，於是煉五色石補天，這就便是「天穿日」的由來。 2017年以實境解謎遊戲，進 

行尋找五色石的補天任務

祖孫共同做甜粄，寓意助女媧補天

盛開的桐花 桐花唸謠大賽桐花野餐派對

　　桃園市有全國最多客家音樂出版公司、客家
歌曲、影音工作室、獨立創作人等，樂風鼎盛。
而每年於3月至5月舉行的客家流行音樂節，總是
吸引來自各地之客家鄉親、非客家族群(如新移
民、外籍僑生、閩南人口等)踴躍報名，讓海內外
民眾以歌會友、切磋交流、凝聚情誼，也印證音

樂具有跨越年齡與國籍的文化魅力。

　　除了「客家流行歌唱大賽」，還有「客家流
行歌曲創作大賽」及「客家歌曲合唱觀摩賽」，
用各種不同的比賽方式，增進民眾參與的廣度，
共同推展客家音樂產業，綿延客家文化。

客家流行音樂節

　　農業時代，客家族群相當重視「天穿日」，當
天男不耕田，女不織布，以唱歌跳舞方式歡度慶
祝，並藉此感謝上天；以現代觀點來看，「天穿
日」的意義在於適度給予大自然休養恢復的時間，
體現讓環境生生不息、資源永續發展的精神。

創作大賽參賽者帶來勁
歌熱舞的表演

地方社團組成隊伍參加迎
古董嘉年華

民眾換取財神爺發財母金盛況

食伯公福
　　客家庄的「食伯公福」也被稱為「食四季福」，人們分別於農曆
2月2日、4月8日、8月2日與冬節(冬至)祭祀伯公，正好對應著四季時
節，因此有這樣的別稱。

小朋友演唱童謠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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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新埔鎮的褒忠亭義民廟，因收葬林爽文事件，為了保衛家鄉由桃、
竹、苗客籍人士組織的義民軍，並訂定每年農曆7月20日為「義民節」，由客家
十五大庄輪值祭祀，1791年分香於平鎮褒忠祠。祭祀期間有挑擔、奉飯、踩街遊
行、神祇繞境活動；民間也有神豬、神羊比賽，搭醮壇和演戲酬神等祭祀活動。

　　為傳承與延續新埔枋寮客家精神的義民精神，凝聚桃園平鎮義民廟慎終追
遠、慶祝豐收的氛圍，桃園市每年都會規劃客家義民祭典文化節系列活動，今年
主要以放水燈為主軸，規劃於平鎮伯公潭周邊舉辦創意水燈施放活動，讓民眾藉
由體驗活動，緬懷客家先烈情操，保存客家特有文化的認同感。

桃園特有的海客文化為底蘊，並將深化傳統祭
海儀式及在地連結，增添環保教育意涵，在新
屋、觀音等地舉辦千人牽罟、築石塭體驗、動
靜態藝文展演及小旅行等系列活動，藉此展現
不同於桐花祭等「山客」意象的文化特色。

　　今年以乙未戰爭為主軸，結合龍潭及
平鎮等兩區，辦理「乙未客家戰役文化
季-平鎮戰祭(平鎮區)‧龍潭歸鄉文化節
(龍潭區)」活動，龍潭區主要規劃辦理陂
塘老照片展、市長盃龍舟競賽、音樂會、
龍潭忠義廟暨聖蹟亭巡禮及花火之夜等活

動，除傳承百年龍舟歷史外，也讓民眾藉由參與活動了解乙戰役
意涵未，並追思弔念義民軍為國犧牲之英勇精神。

海客文化藝術季

挑擔奉飯、踩街遊行活動 神豬花燈

義民文化祭

龍潭歸鄉文化節

　　桃園市昔有「千陂之縣」、「千塘
之鄉」的美譽，特殊的「陂塘」地理景
觀聞名各地，原名「菱潭陂」的龍潭觀
光大池，是凱達格蘭族霄裡社通事「知
母六」與客家人共同興築而成，每年農
曆5月5日在龍潭觀光大池舉行的龍舟競
渡活動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龍舟賽選手們奮力奪標

水上新住民太鼓表演

義民祭現場熱鬧滾滾

民眾一同體驗牽罟活動

牽罟的戰利品－各式各樣
的漁獲

送聖蹟
　　本市共有6處聖蹟亭(龍潭聖蹟亭、大溪蓮座山觀音寺敬聖亭、大
溪齋明寺敬字亭、中壢惜字亭、龜山大湖福德宮聖蹟亭、蘆竹五福宮
敬字亭)，為傳承客家文化敬字惜紙的美習、緬懷倉頡先師造字之神
聖，每年7至9月規劃辦理「送聖蹟禮生培訓工作坊」、「送聖蹟儀
式」及「桃園聖蹟亭巡禮」等活動，帶領民眾探訪客家鄉親敬惜字紙
文物古蹟，加深民眾對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體認，以帶動更多人認識
這項客庄的重要文化資產。

客家文化節

　　「桃園客家文化節」辦理的時間，正好配合
每年農曆8月客家庄秋收時節，客家人在入秋作
物豐收後，為了答謝天地眾神的庇佑，除了會準
備豐盛祭品進行祭祀，也會請戲劇團到神明面前
獻演「平安戲」來表達酬謝之意。

　　客家人經常藉這個機會，欣賞戲劇、高聲歡
唱，度過一年中最歡樂的時光，也歡迎大家共同
來體驗客家文化的傳統動人風情。

老中青三代一同挑聖蹟 龍潭送聖蹟儀式

客家採茶劇團精采演出

酬神平安戲

　　「牽罟」是早年濱海客庄在海螺響起、漁船
啟航時，眾人待漁網撒好，魚群被圍住後，利用
人力將漁網拉至岸上的捕魚方法。自2016年起舉
辦牽罟體驗，重拾客庄特有捕魚方式，呈現漁村
互助合作精神，也教育傳承給下一代。今年除以

中壢新街惜字亭

客家傳統音樂節
　　客家傳統音樂節包括「客家山歌歌唱」及
「客家山歌徵詞大賽」。山歌是獨具特色的客家
音樂，昔日傳唱於山野之間，反映了傳統客家人
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情懷，更是
客家語言的淬鍊結晶。每年規
劃於11月辦理系列活動，除

以往的歌唱比賽各組賽事，亦將延續以桃園為主
題之徵詞比賽，今年更將首度推出山歌創作工作
坊，藉此讓民眾更加認識客家傳統音樂之美。

客家山歌歌唱觀摩賽

男女對唱傳統客家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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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課 認識三坑老街

　　龍潭的開發約始自兩百多年前開始，而三坑子的起源至少可
以推溯在康熙年間的陸細番對於龍潭的開發，最早開發的地區，
首推臨近大漢溪邊的三坑一帶，直到乾隆九年（西元1744年）才
有漢民移居在此，並建立永福宮，即成為現在的三坑里。

　　挑擔石板古道是早期十一份、三坑仔之間
的重要聯絡道路。十一份、三坑仔都位於大漢
溪的河階地上，十一份在上層，三坑仔在下
層，這條石板路聯絡兩地之間，歷史已超過百
年。當地居民利用這條古道來運送穀子、煤、
砂、石子、檜木等物品，以人力挑擔或牛車拉
貨，因此被稱為「挑擔石板古道」。

　　挑擔石板古道的入口位於龍潭區文化路
18 8號石門國小旁的十一份路的路底。石板路
寬約兩公尺，以石板及石塊鋪成，緩緩斜坡而
下，橫過中正路，路右側有一間「集福祠」土
地公廟，廟旁有一立碑於昭和四年(1939年)「
為民厚生」古石碑，為造路紀念碑，只是石碑
字跡已模糊。繼續前行約350公尺，就是三坑
老街的入口。

　　老街入口的水渠旁還有昔日婦女洗衣處的
遺跡，水渠畔有數塊洗衣石板，一旁還有一座
汲水器。水渠旁的紅磚牆上則鑲著一塊白色大
理石，刻著「黑白洗」醒世格言，內容為：「
黑白水，黑白洗，若能洗盡人間黑白事，必然
可化三坑為三康。」

　　這條百年石板路也是以前三坑仔地區學童去石門國小上學步行的
道路。石門國小的前身是「三坑子公學校」， 建立於日據時代大正七
年（1918年），原隸屬於新竹州大溪郡。至民國四十七年時，改名為
「石門國小」。近年來，這條古道兩側被加上不鏽鋼欄杆，也有部分
石板路被剷除，改鋪為鵝卵石步道，略減損了ㄧ些古味。幸好，大部
分的石板路仍然保存完整，踩踏之間，遙想那百年前挑夫挑擔往來的
身影。

　　「坑」在客家話是指小溪流或水渠的意思。因為有「蔗蔀
坑」、「火劫尾坑」、「鴨母坑」三條水渠流經本地區，故以三
條溪流為地名，稱為「三坑仔」，而「仔」是客語尾音。其中流
經北邊的是『鴨母坑』，流經中央的是『火劫尾坑』，流經南邊
的則是『蔗部坑』。

「三坑」地名解說
挑擔古道

黑白洗

　擔古道、烏白洗

「三坑村」的形成

　　大約在清朝中葉時，閩、粵發生械鬥，結果粵人失敗，部分人
遷徙到現今的三坑，以前的三坑面積比現在廣，現在的佳安村、十
一分都是屬於三坑仔的一部分，之後村民在約當今日三坑、大坪定
居下來。

　　當時，來三坑仔一帶開墾的多半是客家人，村民經常會受到其
他住民的侵擾，因此築莿竹以防守。每當有其他族群住民侵擾時，
守衛隘寮的隘勇就敲鑼通知三坑的人，大家一起來抵抗。而當隘寮
往大坪方向發展的時候，三坑仔慢慢變成一個開墾中的聚落，此時
的村民以農業為主，呈現自給自足的景象。

鴨母坑

三坑走讀路線圖 踏查老街歷史文化

蔗部坑

挑擔古道

挑擔古道旁的集福祠

黑白洗

火劫尾坑

kaiˊ damˊ guˋ to,vuˊ pag se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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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課 走讀三坑老街

　　沿著永福宮右後方小徑走去，可見一
座紅橘色傳統多護龍三合院座落於青翠田
園中，背倚蒼鬱山丘，遠觀顯得寧靜幽
雅。那就是建於1895年地方上赫赫有名的
「青錢第」。

　　「青錢第」在昔日的三坑仔應該算是
豪宅，是土匪覬覦的目標，宅院內外圍
牆、內院可見多處火槍防衛的銃孔，只是
在921大地震後，土埆牆圍、內牆、天井、
廁所坍塌，家族以外砌水泥磚牆內包覆土
埆翻修牆體，但卻把銃孔用水泥塞滿，實
在可惜。「青錢第」合院維繫卵石牆基、
斗仔磚砌、白灰牆客家建築的元素，左右
對聯之上的牆壁各鑲嵌一立姿的蝙蝠錫祥
圖案，造形特殊而引人注意;左護龍之馬背
山牆也皆造有蝙蝠造型之泥塑。

　　「青錢第」的緣由出自《舊唐書‧卷一四九‧張薦傳》與《新唐
書．卷一六一．張薦傳》。張鷟(ㄓㄨㄛˊ，658年－730年），字文
成，自號浮休子，深州陸澤（今河北省深縣）人，幼年聰警絕倫，書
無不覽。後來，成為當時律學精湛出類拔萃的官員。主持評定的官員
曾對人說：「張子之文，如青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比喻張鷟
文辭極佳，有如青錢般人人喜愛，萬選萬中；後人更以「青錢萬選」
比喻文辭出眾。時人稱張鷟為「青錢學士」。而其後代始有以「青
錢」、「萬選」作為興築宅第的堂號。

　　「伯公廟」就是土地公廟，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所以稱為
「伯公廟」。「開庄伯公廟」是三坑最早的土地公廟，如今已經蓋了
新廟，舊的伯公廟還存在，約只有一坪大小，以紅磚砌成，相當的古
樸。伯公廟旁左後方有一條小徑，可通往小山後方的「石門大圳」，
是昔日附近居民通往龍潭市區重要的古道。

三坑老街

青錢第

開庄伯公與古道

三坑老街、永福宮、青錢第

永福宮

　　永福宮位於老街底，建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是三坑仔最
早的廟宇，也是三坑仔居民的信仰中心。廟宇外觀古樸典雅，三川
脊雕飾精巧，二條飛龍各在廟脊左右飛騰，垂脊末端的牌頭則有福
祿壽三仙及騎馬的武官造型人物。

　　永福宮三川殿的門面仍是古樸的木造格式，斑駁的油漆，透露
出年代的久遠，樸拙動人。然永福宮經過三次遷移，大正十三年
(1924年)才遷移至此，殿內的龍柱上還可看見「大正十三年」的落
款題字。廟內最初是祀奉客家人所信仰的主要神祉－三山國王，後
來改以神格位階較高的三官大帝(堯、舜、禹)為祀奉主神，而以三
山國王為配祀的神。此外，廟裡亦配祀閩南人所信仰的開漳聖王。

古色古香的三坑老街

古昔風貌保存相當完整的青錢第

青錢第是一座傳統三合院古厝

位於開莊伯公廟前新的伯公廟 三坑最早的土地公廟：開莊伯公廟

永福宮(整修前) 永福宮龍柱永福宮(整修後)

　　從老街入口旁「黑白洗」為起點，
拐個彎到街底的永福宮，即「三坑老
街」，長度約一、兩百公尺。老街兩側
新舊房屋並列，一側的房子幾乎都已翻
建為水泥樓房，另一側則是一排約七、
八戶的紅磚平房，亭仔腳彼此相連，仍
保存著昔日老街的舊式店面格局，很有
古味;例如，在褪色的舊招牌上，寫著
日文的「櫻花啤酒」（尞尞尞尞尞尞）
字樣，以及舊式碾米廠等。

samˊ hangˊ loˋ gieˊ,iunˋ fug giungˊ,qiangˊ qienˇ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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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課 創客三坑

　　阿婆時代ㄟ點心　客家「牛搵水」的製做並不難，首先，把
浸泡過的糯米磨成米漿，再脫水成粄糰，把糯米糰搓勻，再分
成小段，像搓湯圓一般，最後揉成圓扁形，中間壓一個凹窩，即
米麻糬原型，再放入滾水中煮熟，待浮起後，就可以撈起放入碗
中。最後舀入黑糖薑汁，加點花生粒或芝麻粒添香，就相當可
口。傳統客家吃法除了加黑糖薑汁外，還有淋上滷汁的吃法，有
甜的，也有鹹的，相當香醇美味。現今三坑老街仍存有一間製作
牛搵水的「阿秋姨」店，非常珍貴。

　　「牛搵水」是客家傳統耕田時，休息的點心，是麻糬的一種，
只是「做法」和「吃法」不同，比麻糬還Q，冷後更Q，伴有黑糖薑
汁、花生、芝麻一起食用。其名稱的由來，是源自暑夏炎熱，水牛
泡在河裡避暑時，只露出頭與背在水面上，因它在黑糖薑汁中，極
似水牛躺在泥水裡打滾的樣子，因此而命名－牛搵水（牛玩水）。

　　阿公時代ㄟ橋　大平紅橋建於
日據時代大正十二年（1923年），
是當地著名古蹟，以紅磚打造，所
以被稱為「紅橋」，長十餘公尺，
總共有五個橋拱。這座橋曾是大平
村對外的主要連絡道，是早期大平
村居民挑貨去三坑販售必經之路，
現今已成地方特色觀光景點。

牛搵水

夠你「橋」

牛搵水的由來

所需的材料：糯米、黑糖、薑、花生粒或芝麻粒。

（花生粒或芝麻粒可加、可不加。）

「牛搵水」的製作過程：

紅橋彩繪板

1.浸泡糯米約1小時

4.攪拌均勻 6.放入滾水中煮熟5.把粄糰分成小段後捏成

圓形，中間壓一個凹窩

8.撒上花生粒或芝麻粒即成美味

可口的客家傳統點心－牛搵水

2.磨成米漿 3.脫水成粄糰

7.撈起放在鍋中後淋入薑汁

牛搵水、紅橋

工具材料：紅橋模型、顏料、水彩筆。

彩繪步驟：

1.準備好紅橋模型及彩繪工具

2.利用顏料塗滿紅磚及其他橋身的部分

3.再利用灰白色顏料塗在細縫中

4.完成成品

ngiuˇ vun suiˋ,fungˇ kieu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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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三坑老街 走讀三坑老街

（   ） 1.三坑的「坑」在客家話裡的意思是指？
          (1)田 (2)小溪澗 (3)小山 (4)樹林。

（   ） 2.下列何者是三坑里里民的信仰中心？
          (1)媽祖廟 (2)伯公 (3)永福宮 (4)天后宮。

（   ） 3.如果你是三坑的居民，在黑白洗有人要洗青菜，有人
要洗衣服，有人要洗垃圾桶，你會怎麼排序呢？
（請由上游而下游排序）
(1)洗垃圾桶→洗衣服→洗青菜 (2)洗衣服→洗垃圾桶
→洗青菜 (3)洗青菜→洗衣服→洗青菜 (4)洗青菜→
洗衣服→洗垃圾桶。

（   ） 1.位於三坑老街入口旁的重要景點是？
　　　　  (1)黑白洗 (2)永福宮 (3)青錢第 (4)開莊伯公。

（   ） 2.「青錢第」建於1895年甲午戰爭時，屋主姓氏為何？
　　　  　(1)黃 (2)張 (3)陳 (4)鍾。

（   ） 3.客家人稱土地公廟為？
　　　  　(1)天公廟 (2)媽祖廟 (3)伯公廟 (4)孔廟。

請寫出「青錢第」古厝正廳門聯上的對聯。

「青錢第」是一座傳統三合院古厝，

　頗具特色，請把它畫下來。

下圖中1至5景點名稱。

１.(           )　尞２.(          )　尞３.(          )

４.(           )　尞５.(          )

參訪三坑老街後，請您寫出：

選擇題 選擇題

學　習　單 學　習　單

－第 1 課－ －第 2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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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三坑—牛搵水

「牛搵水」是客家傳統美食之一，經過製作及食用

後，您有什麼想法、心得或建議？把它寫下來。

發揮您的創意，除了傳統圓形外，您可能會把「牛搵

水」製作成什麼形狀？把它畫下來。

製作紀錄：

1.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製作的客家點心名稱：

3.製作所需材料：

學　習　單

－第 3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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