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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代年輕人來說，「交工」(gau gungˊ)這個在傳統農業社會，
尤其是採收時期經常出現的詞，並不陌生，原因是林生祥等人 1999
年為美濃反水庫運動所創立的「交工樂隊」。但對所有客家莊的老年
人而言，六堆地區的「交工」、北部地區的「換工」(von gungˊ/ von+ 
gungˋ)，是生活經驗中再熟悉不過，極富人情味的文化詞彙。雖然農
業機械化使「交工」(換工)的現象逐漸減少，但目前在南部採收檳榔
時，仍然看得到左鄰右舍前來協助剪檳榔的「交工」模式。 

「交工」(換工)，就表面意思來看，是交換工作，但實則不然，
它是農業社會遇到採收期時，在沒有足夠金錢「請工」下所產生的一
種互助現象。這次左鄰右舍前來協助主人家收割稻作，下次主人家也
成為左鄰右舍的一員前往另一主人家協助採收，而這種不收費的互助
勞力工作，主人家通常會煮三餐、點心給前來「交工」(換工)的鄰居
吃飽，以繼續完成接下來的工作，常見的點心有米篩目、鹹粥，或是
米粉等。 

在臺灣，不僅是客家族群，閩南族群、原住民族大抵在農忙時期
也都有此一互助現象，雖然名為「交工」(換工)，但彼此之間並不會
計較做多做少的勞動力問題，完全是憑藉著鄰里間平常培養出來的感
情與信任，大家能夠在農忙時期同心協力協助主人家「完工」是最緊
要的；等到下次換另一戶成為主人家時，其他前來協助的人，也必定
會因為之前被協助的關係，全力以赴，為主人家完成收割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農忙時期的稻作採收外，北部的茶葉、南部
的菸葉、檳榔和東部的茶葉、菸草等需要大量人力的農作物，也都有
「交工」(換工)的現象。在張維安教授(2000)主持的一項研究計畫訪談
中，提到北中南東客家人「交工」(換工)的現象，並不會有閩客族群
的分別，純粹是同一村莊的鄰居來協助，不分你我，大家一起來幫忙，
有著族群共榮的微型縮影。在不牽涉金錢利益的現實情況下，大家互
助合作，基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與信賴基礎，形成了最富人情味的記
憶圖像。 

有一句客家諺語非常適合形容農忙時期，村莊裡家家戶戶需要大
量人力及吃緊的情況：「六月天工(公)，家神(阿公婆)牌會停動。」這
句話是說，六月稻穀採收的緊工(農忙)時節，整個村莊大大小小都忙



了起來，左鄰右舍互相幫助，忙到地都震動了，連桌上的神祖牌也跟
著震動了。用詞雖然誇張，但也很貼切的表達了收割季節所需要的大
量人力，是不是很傳神呢？ 

現今，在人口邁向高齡化的社會，全臺高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嘉義
縣在 2019 年就藉由「交工」(換工)的概念發展出「照顧換工」制度，
透過社區民眾擔任「換工員」到鄰里協助居家照顧工作，互相服務，
形成互助互惠的互助圈，而「交工」(換工)這個詞彙，也因此被活化
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