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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接力 傳續山歌音符
在賴碧霞的一生耕耘中，女兒趙彩雲一向是

她的助手與夥伴。在她身體不適時，都是由
趙彩雲替她上台講課。趙彩雲是個典型的雙魚
座，在她充滿笑聲的課堂上，不時會拿出賴碧
霞創作的客家俚語，考考底下的學生，若是答
了出來，就送幾張賴碧霞的專輯。
提到自己的教學與賴碧霞有何不同，她笑

稱，她是聽著母親的聲音長大的，電話裡常常
會有人將她與母親的聲音搞混。但這樣的自己
與母親比起來，依然是不足的，即便是今天她
已經達到一定水準，在賴碧霞的眼裡，她仍然
只有八十分。她提及，在一次歌唱比賽中，母
親陪著她去，在座的評審都給了她最高分，就
只有母親在回程的路上，還是挑得出她的缺
點。
當問到這個母親節有什麼想與母親說的，趙

彩雲忍不住眼眶泛紅，卻依然不改開朗本色的
笑稱，希望人在醫院的母親能夠早日出院，然
後將更多的東西傳授給她。趙彩雲強調自己的
客家山歌或許在弟子面前綽綽有餘，但對賴碧
霞來說，她永遠都學得還不夠。這番話不光只
是求知若渴，更包含了趙彩雲對於母親的掛心
與愛。

採訪側記

員，但她當時年紀小、心態單純，並沒有給自
己太大的壓力。
在擔任臨演的期間，葉青為了要擴展自己的

戲路拍攝武俠電影，還曾向拳打師父廖五常學
習武打的身段。因著努力加上機運，葉青順利
地從臨時演員、配角、第二女主角一直被拔擢
到擔任女主角，陸陸續續拍了五、六十部電
影，期間也出過幾張電影主題曲的黑膠唱片，
知名度因此大幅提升。在拍了三、四部國語片
後，葉青被找去拍攝電視歌仔戲，飾演小生。
雖然小時候曾跑過龍套而打下一些歌仔戲的

基礎，但時隔多年，後來只剩下一點印象，對
於接演電視歌仔戲葉青有些猶豫，剛開始拍攝
時都是「半演半學」的。不過電視歌仔戲與舞
台公演不同，電視螢光幕的範圍有限，所以演
出的動作幅度不能像在舞台表演這麼大，且重
點更在於情感上的表達與細膩的演出，這對於
曾參與過電影拍攝的葉青來說較易揣摩掌握，
因此她很快就進入狀況了。

葉青是著名的電視歌仔戲演員，帥氣的小
生模樣曾讓許多電視機前的女粉絲神

魂顛倒，至今許多人對於她的演出仍然記憶猶
新。離開螢光幕後，本著對傳統戲曲文化的熱
忱，葉青致力於推廣歌仔戲文化，幫助台灣歌
仔戲藝術的發展與傳承，更將此傳統文化發揚
到國外。

●戲班童年 跑龍套結戲緣

出生於苗栗的葉青，三、四歲時跟著再嫁的
母親南下高雄岡山。葉青從小就具備表演的天
份，只要聽到戲台上的鑼鼓就會跟著手舞足
蹈，當時經營歌仔戲團的姨媽看到小外甥女渾
身是戲、架式十足，只要有適合的橋段就會讓
她上台跑跑龍套，葉青也因此與歌仔戲結下了
不解之緣。
不過因外婆十分注重她的教育，在她六歲那

年帶她回苗栗念小學，當時她們住在義民廟後
面的眷村裡，葉青說：「我住的又是眷村又是
客家庄，大家不是說國語就是說客家話，所以
我要忘閩南語是真的忘得很快。」就這樣過了
六年直到小學畢業，葉青才又回到岡山母親的
身邊。
回岡山後，家中多出了幾個年幼的弟弟需要

照顧，個性外向的葉青與母親商討後，決定到
外面去工作賺錢，這時她才十四歲，就已經出
社會工作幫忙家計了。由於童年在苗栗客家庄
度過，使得她的閩南語有著很重的客家腔，又
因住在眷村的關係，國語帶有外省的腔調，南
部家鄉的長輩也聽不太懂，笑說是不是故意講
外省話。就因為這樣，葉青花了兩年的時間，
利用她晚上沒班的時候到私塾學習漢文，矯正
她的閩南語腔調，也因此意外地為她的文學底
子奠下基礎。

●電影女星 變歌仔戲小生

十八歲時，葉青在外甥女、閩南語片演員江
青霞的引薦下進入電影這行，隻身到台北拍電
影，當初並沒有明星夢，純粹只是為了賺錢。
雖然葉青一開始在電影中僅僅是擔任臨時演

葉青第一次演出電視歌仔戲《花田錯》就爆
紅，在當時只要家裡有電視的觀眾幾乎都有看
過。葉青謙虛地說那時只有中視及台視兩台，選
擇不多，自己也不算紅，不過因為這是第一次拍
攝電視歌仔戲，她在開拍前還緊張到一直發抖。

上重播。
葉青歌仔戲節目得了不少次的金鐘獎，她

個人也曾榮獲傑出地方戲曲演員獎、亞洲最
傑出藝人獎等獎項，對於這麼豐富的得獎經
歷，葉青認為並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團隊
一起努力得來的成果，因為她只是領導，幕
後人員都很辛苦。對於意外踏入歌仔戲，卻
在這塊領域投入這麼久，葉青說她自己也沒
想過，但漸漸地對這個傳統戲曲文化產生熱
忱。
於是葉青參與鼓吹創立復興劇校歌仔戲

科，她親自為歌仔戲科的招生拍了廣告，至
今該校已成為培養新生代歌仔戲演員的重
要搖籃。葉青也曾經主導「歌仔戲溯源計
畫」，親自走入鄉間，紀錄本土的傳統戲
曲，研究歌仔戲的文化背景、歷史發展、音
樂表現、劇團營運、藝術特色等各種方面的
內涵，計畫成果正可提供年輕一代的愛好者
參閱。
葉青在歌仔戲的另一個成就是在一九九三

年時，曾受邀到美國紐約的林肯藝術中心公
演，當時製作單位還特別請了一位在英國讀
戲曲的專業人士來翻譯出英文字幕。這是歌
仔戲文化發展一百七十年來第一次登上這個
國際舞台，將台灣傳統戲曲文化推廣到國
外。
葉青認為歌仔戲是珍貴且具有教育性質的

劇種，需要觀眾的支持，更希望政府能夠投
入經費推廣。她強調，雖然現在歌仔戲進入
國家戲劇院等現代劇場的演出的機會不少，
但是藉由電視歌仔戲的播出，才能讓歌仔戲
擁有更多觀眾群及引發更多關注。
不論是螢光幕前光芒四射的金鐘小生，還

是幕後默默努力的歌仔戲文化工作者，葉青
在這塊領域上的貢獻有目共睹。對於未來的
期許，葉青只說：「我們從事台灣文化工作
的人，歌仔戲如果有需要我們，能出一份力
是最重要的。」

一九七二年時，台視整合各家電視歌仔戲製作單
位，組成台視聯合歌仔戲團，創團後的第一部作品
為《七俠五義》，因為是武俠打鬥的劇情，劇中小
生演員很多，由葉青與楊麗花聯合主演。
葉青在劇中飾演白玉堂，是個性比較衝動、不認

輸、小孩子氣的一個角色，此劇推出後大受歡迎，
觀眾也極為投入，當劇情演到白玉堂在沖霄樓落入
陷阱時，竟有大量觀眾打電話到電視台，表達不願
讓白玉堂橫死機關中的心願。這齣戲因而成為葉青
的代表作之一，而後在一九八六年時，葉青與楊懷
民合作又演了一次《新七俠五義》，依然受到許多
觀眾的支持。

●拒受制約 換台自組劇團

葉青提到當時所謂的「三台默契」，因為電視台
只有三台，為了怕演員跳槽，簽了合同後，非經電
視台同意不得演出其他電視台的戲劇，葉青也因此
被台視綁住。葉青被安排演出《丹桂飄香》、《嘉
慶君遊台灣》兩部閩南語歌唱劇，《嘉慶君》甚
至還一度加演，即使如此，但她卻還是希望有機會
演出歌仔戲。葉青認為自己畢竟是歌仔戲演員而非
閩南語劇演員，若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走，寧可不
要參與電視台的任何演出，因此毅然決然地離開台
視。
一九八二年，葉青「移師」華視，自己籌組葉青

歌仔戲團，擔任團長，並請來知名編劇狄珊加盟。
一開始的劇情走向都以歷史武俠劇為主，葉青為了
揣摩劇中角色，有時會閱讀歷史人物相關書籍，讓
自己能更準確地刻畫出角色的性格。
葉青提到她印象比較深刻的作品《孟麗君》，由

於故事主人翁孟麗君必須女扮男裝，這是她在歌仔
戲第一次扮演小旦，算是一種新的嘗試，內心是女
生，卻要表現出小生的動作和外貌，難度極高，即
使這樣，她還是淋漓盡致地將角色呈現出來。葉青
認為身為演員必須要演誰像誰，要把自已跳脫出來
才能完全進入劇本的情境，帶出角色的靈魂。
之後為了創新，狄珊的劇本逐漸發展出「神怪特

技奇情」的獨特風格，《蛇郎君》就是其中一部作
品。因應時代的轉變與流行，加入動畫吸引年輕觀
眾，卻不流失原本傳統歌仔戲的本質，這也成為葉
青歌仔戲獨具的特色。　　

●結合動畫 傳統注入新流

然而由於當時動畫設備不足，製作過程十分辛
苦，為了要配合動畫製作，有時演員的一個動作要
停留好久，真的很不容易，回憶當時的情景，葉青
說：「那個時候做得真的很累，但沒辦法，因為你
總是要演一些給年輕一輩的人去注意歌仔戲啊！」
這些在當時大受歡迎的葉青歌仔戲，至今仍在電視

「喊 （我）唱歌就唱歌，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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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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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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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集成冊 完成首部歌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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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美！這就是為什
麼我媽媽會如此熱愛客家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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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立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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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大學的許常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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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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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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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宜靜／攝）

記者謝婷昀／報導

真情小生 傳歌仔戲文化

葉青

深耕66載 傳唱百年山歌

賴碧霞 記者謝宜靜／報導

葉青，苗栗客家人，著名電視歌仔戲演
員。一九六九年加入歌仔戲團，正式走入
電視歌仔戲演藝生涯，之後組成華視「葉
青歌仔戲」，獨具特色，劇情趨向神話奇
情類型，後期加入動畫製作注入新流，形
成「葉派」風格，多次榮獲金鐘獎歌仔戲
獎項。她的一生致力於推廣歌仔戲文化。

小檔案

採訪葉青時，她正在客家電視台的攝影棚中接受
記者的採訪，第一次見面她只向我點頭示意，完全
沒說上半句話，且感覺到陣陣嚴肅的氣氛。但在電
視台的採訪結束後，她展露出親切和藹的一面，繼
續接受我的採訪，一點也不嫌累。
在被問到演出電視歌仔戲會不會在意收視率時，

葉青表示她在工作的時候都是全神貫注，不讓自己
分心，即使是親朋好友來探班，她也不會鬆懈或是
放下工作，非得等她工作全部結束後才放鬆做自己

謹慎專注 戲內戲外如一採訪側記

的事，看得出葉青對工作的熱忱及自我要求。
除了喜歡演歌仔戲外，葉青對於做生意也有

興趣，曾經投資過房地產、旅遊業等，現在主
要專注在女媧石的事業上。對於這些經歷，葉
青說有自己的事業作為經濟後盾，在經濟無虞
的情況下，對於戲劇的邀約才有自主權與選擇
權，所以不會答應演出性格與自己螢幕形象相
差太遠的戲劇，能夠維持自己對藝術的堅持，
無後顧之憂地經營電視歌仔戲。

電視歌仔戲金鐘小生葉青，受邀至
客家電視台接受人物專訪的節目錄
影。 （謝婷昀／攝）

賴碧霞，新竹縣竹東鎮客家人，第
十六屆國家文藝獎得主。年輕時接觸客
家山歌時，就深深地愛上了客家山歌特
有的轉調之美，畢生投入客家歌謠的傳
承，於一九九三年成立碧霞客家鄉土民
謠劇團。

厓亻 厓亻

小檔案

賴碧霞在桃園縣展演中心的傳統音樂表演。（彭清玲／提供）

賴碧霞（右四）雖然已年逾八十，只要身體狀況許
可，她一定親臨課堂授課。 （彭清玲／提供）

客家山歌是短短二十八字的七言絕句，每一首代表著
一則故事，可以說山歌本身就是濃縮的文學作品。
 （謝宜靜／攝）

↑一九九三年，葉青榮獲亞洲最傑出藝
人獎，受邀到美國紐約林肯藝術中心公
演。 （葉青／提供）

葉青與主持人在攝影棚中確認
採訪內容。 （謝婷昀／攝）

葉青在華視播出的《新七
俠五義》中飾演錦毛鼠白
玉堂，精湛細膩的演出受
到許多觀眾喜愛。 
 （葉青／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