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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9  記者 謝宜靜 報導

　　「喊亻厓（我）唱歌就唱歌，喊亻厓（我）捕魚就落河……。」

　　這裡，是碧霞鄉土客家民謠劇團。在小小的錄音室裡，老中青少坐成了兩列，而站在他們最

前面的趙彩雲，一字一字地示範著客家山歌的轉音與音調，聲音高亢而激昂，婉轉而優雅。簡簡

單單的七言絕句，唱起來卻是奧妙無窮，哪兒該轉音、哪兒該停，全靠三十年來跟隨在母親賴碧

霞身後的學習經驗。

　　「我們這裡，這裡要加個『那』，啊那個音要拉長。」趙彩雲雖已六十歲，歌聲卻依然磅礡

有力，台下的人隨著她的指導而高歌，從山歌到流行歌曲，無一不琅琅上口。他們之中，有許多

來自各界的傑出人士，也有社區裡的家庭主婦及青年，而這些人都是民謠劇團的成員，也是賴碧

霞多年來努力培養的客家種子。

　　民謠劇團是賴碧霞於一九九三年創立，目的是為了將客家山歌的精神發揚光大，如今賴碧霞

已八十高齡，女兒趙彩雲繼承母親意志，一肩扛起了劇團的事務與山歌的教授，母女倆一同攜行

這條不易的客家之路。

　　賴碧霞生長在竹東鎮的一個泰雅部落，父親是閩南人，而母親是客家人。家裡除了父母之外

，尚有三個弟弟以及六個妹妹。身為長女的賴碧霞精通各種語言，除了當時通行的日語之外，由

於雙親的血緣，她也操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話與客家話，就連泰雅語她也能夠來個一兩句。

　　國小四年級的時候，她受到日籍音樂老師伊藤的賞識。當時，這位老師甚至想帶著賴碧霞到

日本，培養她為音樂家，但由於父親的反對而作罷。伊藤在賴碧霞的音樂人生中，佔了非常重要

的位置，她教導賴碧霞樂理及閱讀簡譜，奠下她良好的音樂底子。在當時，音樂是有錢人家的專

利，而出身於刻苦環境大家庭的賴碧霞，若非伊藤的特別指導，壓根沒有機會接觸到音樂，進而

開創她日後的輝煌人生。

賴碧霞在桃園縣展演中心的傳統音樂表演。（彭清玲／提供）

主持電台主持電台  譜唱山歌之美譜唱山歌之美

　　賴碧霞優秀的語言能力，在她的職業生涯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那個工業發展才剛起步、宣

傳車開遍大街小巷的一九五O年代，她成了跟隨著宣傳車廣播的商展小姐。憑藉著國語、台語以

及客家話樣樣精通的優勢，賴碧霞受到公司的重用。宣傳車開到哪，她就唱到哪，無論國語台語

，她都能信手拈來唱一首歌。

　　也因為這般出色的能力，讓她受到電台的青睞，正式開啟了新竹台聲電台的節目主持人生涯

。生性愛唱歌的賴碧霞，透過電台廣播的機會，在聽眾的面前演唱客家歌謠，向大眾傳遞客家歌

的美。當時，桃竹苗的許多聽眾紛紛將家傳珍貴的客家山歌歌詞寄到電台，而賴碧霞就以當時聽

眾給予的歌詞，譜唱出一首又一首膾炙人口的客家山歌。

　　事業起飛的賴碧霞，隨著知名度水漲船高，她推廣客家山歌的熱情就更加強烈。在中國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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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的那段日子，她主辦了第一屆客家歌謠比賽，一心一意為的就是將這客家獨有的文學作品推

廣到全台大街小巷。

　　「客家山歌，就是由二十八字的簡短故事，配上山歌的唱腔與音調結合而成。」趙彩雲笑呵

呵地介紹。提到母親賴碧霞引以為傲的客家山歌，她得意地說道：「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這麼美

的東西，卻用很少的文字就把它表達得很美！這就是為什麼我媽媽會如此熱愛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的組成，是短短二十八字的七言絕句。每一首客家山歌都代表著一則故事，

因此可以說山歌本身就是濃縮的文學作品。（謝宜靜／攝）

彙集成冊彙集成冊  完成首部歌譜完成首部歌譜

　　　　四十五歲之後，由於年齡已不再適合主持人一職，賴碧霞便從電台的第一線退下，跟隨著當

時即將就讀師範大學的次女北上陪讀。在這段日子裡，賴碧霞也沒閒著，她將過去在電台收到的

客家山歌整理成冊，並以簡譜標記，完成了當時絕無僅有的第一本客家山歌譜《台灣客家民謠薪

傳》，也因為該項成就，獲得了教育部所頒的客家薪傳獎。

　　賴碧霞自認沒有念過很多書，只有國小學歷，但卻是個認真學習的人。陪伴女兒在台北的這

段日子，她從《西遊記》看到《列女傳》，豐富了她在戲曲方面的知識，進而撰寫出九部空前絕

後的客家舞台劇，後來這九部舞台劇，就成了碧霞鄉土客家民謠劇團的招牌好戲。

賴碧霞（右四）縱然已年逾八十，但只要身體狀況許可，她必然親臨課堂為學員授課。

這些她畢生培養的學生，都是她為客家文化所留下來的珍貴種子。（彭清玲／提供）

創立劇團創立劇團  全台免費教唱全台免費教唱

　　　　一九九三年，賴碧霞創立碧霞客家鄉土民謠劇團，立意在將客家歌曲推廣到全台各地。在那

個國語霸權的時代，要找到客家話的影子已很不容易，賴碧霞卻堅忍而耐心地將畢生投入在這塊

領域當中，即便受挫，也屹立不搖。

　　只要一個會唱客家歌的，不管是哪裡人，就是撿到一個學生，留下一顆種子。這是賴碧霞一

直以來的信條，也是她在文化保存上的信念。

　　然而，賴碧霞在走訪教唱的路上並不順遂，即便是不收分文地一對一教唱，也鮮少有人願意

花時間與精力學習客家歌謠。正當她打算放棄之時，師範大學教授許常惠，看準了賴碧霞的國寶

級才能，介紹她到各大學開授寒暑班，傳授客家歌謠，並持續鼓勵她走向這條道路。有了許常惠

的幫助，賴碧霞更是全台跑透透，除了將客家歌謠搬上大學殿堂上，她也時常走訪鄉村，深入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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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美濃，那個地方的女人都要作田，根本沒空來參加什麼教唱班。是里長幫忙廣播

，說來上課送麵線，那些節儉的客庄婦女才跑來。哇！一來才發現客家歌謠這麼好聽，才漸漸開

始有人學。」提及過往趣事，趙彩雲忍不住哈哈大笑。

布下種子布下種子  薪傳客家歌謠薪傳客家歌謠

　　　　直至今天，碧霞客家鄉土民謠劇團也依然分文不收，傳授著珍貴無比的客家記憶。賴碧霞的

學生中，有客家電視台歌唱比賽出身的、有客家電視台的高層，甚至是學習國樂的大學生，這些

對賴碧霞來說，都是珍貴無比的種子。

　　至今，民謠劇團已經邁入二十個年頭，賴碧霞的傳承任務，也已交棒到女兒的手中。趙彩雲

提及傳承與未來，毫無懼怕，「只要有人來跟我學，我就會教。」她信心滿滿的，面對一個一個

下課跟她道別的弟子，用著滿懷希望的眼光。

　　賴碧霞深耕客家土地六十六年，最初她所布下的種子，如今已在女兒與學生的身上開花結果

，讓客家歌謠這份客家文化的驕傲可以永不斷流。

（因賴碧霞老師年事已高、身體不適，本篇報導主要是採訪其女兒趙彩雲女士完成。）

趙彩雲的歌聲高亢而渾厚，婉轉卻又強韌。她的上課風格富有十足的活力因而獲得滿堂笑聲，

讓山歌文化學習變成一種愉快的音樂饗宴。（謝宜靜／攝）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附件下載：
謝婷昀.謝宜靜.pdf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kp.nctu.edu.tw/files/article/446/doc/???.???.pdf
javascript:void(0);
//hkp.nctu.edu.tw/HakkaPeople/about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ontact/8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賴碧霞　深耕66載　傳唱百年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