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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楊鏡汀

攝影、提供／楊毓雯

楊鏡汀，男，1929年5月14日生於日治

時期新竹州竹東郡橫山庄（今新竹縣橫山

鄉），2020年5月16日逝世，享耆壽91歲。楊

鏡汀畢業於豐鄉國民學校，新竹師專暑期部

結業。曾任新竹縣橫山鄉豐鄉國小教師，歷

任新竹縣北埔鄉大坪國小、內豐國小校長、

芎林鄉五龍國小校長、竹東鎮二重國小校

長，元智大學兼任講師、教育部鄉土語言教

師認證委員會委員、客家雜誌社副社長、客

家台灣文化學會理事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諮詢委員等職。楊鏡汀對新竹縣客家歷史文

化語言研究多年，特別是客家母語教學與地

方文史研究，也創作客家俳句三行詩。曾獲

第1屆「客家台灣文化獎」、教育部推展本土

語言傑出貢獻獎、教育部母語研究著作獎、

國際審美學會國家藝術成就獎、第6屆「客家

貢獻獎」等獎項肯定。

楊鏡汀在豐鄉國民學校畢業後，原考上

台北國民中學，後因太平洋戰爭進入白熱

化，受到徵集成為學徒兵。戰爭結束後，在

故鄉豐鄉國校擔任代用教師，後自學取得教

師檢定、通過特種考試，憑著不屈不撓的性

格逐步升至校長一職。楊鏡汀一直將客家語

言、本土歷史與客家文學三者，視為自己從

事教育工作的使命。推動客語教學方面，解

嚴初期，即參與《客家風雲》雜誌創刊事

務，並參與「還我母語」運動，之後編纂完

成全國第一本客家母語教學的教科書，也為

教師編寫指引的教學手冊，其後仍持續發表

相關論文，影響客家母語教育甚深。歷史研

究方面，他相信歷史真相對族群記憶與精神

的價值，因此投入超過四十年時間進行「北

埔事件」的研究。他也相當重視地方文史的

調查研究，由其發表有關竹東圳與地方宮

廟沿革的文章裡，可見愛鄉愛土之情躍然紙

上。客家文學方面，他大力推動客家俳句三

行詩的寫作，認為藉由客語吟詠、創作，在

構思字句與表達情感之際，也讓民眾更易親

近母語，並融入日常生活。

楊鏡汀的創作文類多元，有客家母語教

學研究與指南、文史研究論文、散文、報導

文學以及客家俳句三行詩等。著有《北埔事件

史蹟文獻探考》、《被扭曲的台灣史》、《新

竹縣舊地名探源》、《海陸客語教學指引》、

《重估北埔事件的歷史評價》、《客家教育學

術論文集》、《世紀大選看客家》、《北埔事

件研究》、《北埔聚落文化語言小百科》（與

范明煥合著）、《文教生涯六十年》、《寫作

客俳大家來》、《大山背樂善堂廟史》、《福

昌宮廟》、《內豐浩劫：北埔事件祕聞》、

《老大份客詩小集》、《通俗客詩小集》、

《民俗文化古蹟探考》、《北埔事件一百週年

紀念專刊》（與林柏燕等人合著）等。另外，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於2014年出版由彭瑞金訪

談、撰文的《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

書—楊鏡汀生命史》，為這位勤奮不懈的文

學家、史學家留下了忠實的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