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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秋妲徐秋妲 山歌毋唱山歌毋唱 心毋開心毋開

2014-03-29   江岱燕 

　　從大馬路轉進巷弄中，拐過好幾個彎，終於在巷子尾看到里長辦公處的牌子。進入屋內後，

徐秋妲開始侃侃而談，望著眼前親切的里長，你不會曉得她曾無數次地站在國外的舞台上唱著客

家歌謠，在客家電視台的連續劇中扮演過多少次媽媽、婆婆的角色。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一次與客

家老山歌的意外邂逅。

　　從演唱山歌起家，徐秋妲在客家電視台成立後，陸續擔任《寒夜續曲》、《戀戀舊山線》、

《菸田少年》等連續劇的基本演員，此外還應邀參加舞台劇《鄧雨賢──返鄉路》及電影《插天山

之歌》等演出，現在則是任職中壢市龍興里里長、龍興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及社區戲劇歌謠研

習指導，生活十分充實忙碌。雖然是從小聽著爸爸哼客家山歌長大的，但是徐秋妲當時聽不懂，

聽在耳裡卻進不了心裡。踏入職場後又任職於國防部中科院，工作環境都是使用國語，所以當她

有次意外聽到社區的客語班在唱客家山歌時，只覺得「哇！怎麼那麼難聽啊！」不過因為客語班

班長的盛情邀請，她只好在一旁坐著聽，跟著慢慢學，沒想到才學三個月，連平板、山歌子、老

山歌的基本架構都還搞不清楚，就被老師叫去參加竹東「天穿日」山歌比賽，初試啼聲就在比賽

中獲獎。

　　在那之後山歌老師開始有系統地訓練她參加各式比賽，拿遍各種獎項，民國八十五年徐秋妲

接手客語班，就這樣持續帶到現在。

徐秋妲熱情地分享新式唱片機，及黑膠唱片。(江岱燕/攝)

海外演唱海外演唱  勾動思鄉情懷勾動思鄉情懷

　　從完全聽不懂到後來愛上客家山歌，甚至還非唱它不可，擅長平板的徐秋妲也曾受邀到國外

演出。對旅居海外的客家人而言，比起流行歌曲，客家老山歌對他們而言才是意義非凡，因為那

是一種對家鄉的記憶。所謂「平板吃韻、山歌子吃音、老山歌吃氣」，平板要唱出韻味，轉音很

重要，通常表演者要有一定的年齡才有辦法將平板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而徐秋妲總是能唱出那

種「懷念的味道」。有次在奧地利結束演唱後，一個阿伯就跑去抱著她哭，原來他在很小的時候

曾經聽過那首歌，勾起思鄉情懷，因此心情激動。

　　講到此，徐秋妲感慨地說，比起國外聽眾，也許是平常接觸客家的機會比較多吧，台灣人對

客家相關的表演反而興趣缺缺，有的時候演員在台上表演，觀眾在台下吃米粉、喝湯、搶紀念品

，當食物被一掃而空時，人也幾乎走光了；但在國外，華僑會為了聽一首歌而大老遠地開三、四

小時的車前來，甚至在散場後一起吃消夜時，要求她多唱幾首，或是找來家中的長輩跟她對唱。

　　因為徐秋妲經常到國外巡演，而這非常需要長時間的配合，憑著一股「將客家歌謠傳唱海外

」的使命感，她毅然放棄鐵飯碗提前從中科院退休，為此，她的父親氣到將近半年的時間對她不

理不睬，直到她在國外的姑姑看到她的表演，轉告徐秋妲的父親她在海外表演引起的熱烈迴響，

他才開始慢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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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秋妲（右一）指導的學生們在「花啦嗶啵」的活動中有精采的採茶舞蹈表演。(徐秋妲/提供)

拍連戲劇拍連戲劇  義務指導客語義務指導客語

　　二〇〇三年客家電視台開播，多了不少客家戲劇演出的機會，徐秋妲也歌而優則演，擔任客

家連續劇的基本演員。改編自李喬小說《寒夜三部曲》的連續劇《寒夜續曲》是徐秋妲的第一檔

戲。對徐秋妲而言，演戲不是將台詞唸出來就好了，將戲劇中的背景真實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才

是身為演員最基本的責任。曾榮獲第四十五屆電視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男演員獎的唐川(曾均崧)

就稱讚過徐秋妲：「跟她對戲很輕鬆，因為她會用生活化的方式將台詞講出來而不是死背」。

　　儘管拍的是客家連續劇，在缺乏客家戲劇人才的情況下，有許多演員本身是不會講客家話的

，只能靠客語老師教一句、唸一句。所以在片場，徐秋妲除了演戲也會義務性地兼任客語指導的

工作，幫忙演員正音。徐秋妲喜歡用較口語的方式表達台詞，使台詞更加生動且貼近日常生活，

每當輪到徐秋妲對戲時，她常常即興演出改台詞，場記總是要豎起耳朵，下戲後趕緊跑去問她剛

剛說了些什麼，好修改字幕。

　　徐秋妲認為語言會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有變化，因此她在演戲之前都會做足功課，接到劇組的

電話她一定先問戲劇背景是發生在什麼年代，然後想盡辦法問清楚那時候的人都怎麼用詞講話。

在拍《寒夜續曲》時她也因為如此用心受到導演肯定，原本只有「一場戲」的戲份，後來加戲加

到變「八集戲」。除了對語言的堅持，徐秋妲對服裝也是毫不馬虎的，當初在拍《戀戀舊山線》

，時代背景是民國四○年代，剛好是父母年輕時的年代，徐秋妲還將媽媽的衣服翻出來當戲服。

　　徐秋妲喜歡觀察身邊周遭的人事物，然後加以揣摩。雖然曾經參加過正式的「演員訓練班」

，但是徐秋妲覺得，那只是訓練肢體，演戲最重要的還是要懂得尋找觸發點。就算是哭戲，也是

有不同的演法，例如嚎啕大哭或是小聲啜泣。徐秋妲戲謔地說，真正的哭是不在乎形象的，否則

那就真的是在「演戲」了。

徐秋妲收藏多張黑膠唱片，不過客家歌曲的唱片多收於龍潭的處所，所以桌上的唱片皆為閩南語歌曲。(江岱燕/攝)

傳承文化傳承文化  為學生找舞台為學生找舞台

　　徐秋妲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是「你做什麼，你就要專心在那個崗位上」，當下就要做好，不

要事後覺得遺憾。所以自從選上里長後她已經拒絕過六部戲，就是為了專心於社區及里民服務。

她的另一個身份是「客語薪傳師」，由於龍興社區相當著重藝文活動，徐秋妲會舉辦很多比賽和

活動提供學生表演的舞台，除了將自己演戲時學到的教給學生，徐秋妲也會編舞台劇和舞蹈給學

生表演，而且配合政府的政令宣導，不論是「清淨家園」還是「防詐騙」的劇目都有，為學生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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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多實際表演的機會。

　　而她的學生們從老到少都有，甚至外省籍的人也來學。她尤其重視文化傳承，辦比賽會另外

安排兒童組，小孩子在台上表演，一定會全家總動員，這樣的傳承效果更佳。徐秋妲的理念是，

只要提供機會，為了比賽和表演學生們一定會認真準備，一首歌天天聽、一支舞天天跳，不知不

覺學生都能學會。

　　從一開始送計程車司機客家流行歌曲的卡帶，到現在帶著學生去表演。徐秋妲最驕傲的是，

她教出來的兒童層級學生中已經有人能用客家話跟她討價還價，上客家電視台羅時豐主持的《鬧

熱打擂台》節目，也能用客家話跟主持人對答如流，這是最令她欣慰的。徐秋妲用自己的方式，

專心推動客家文化，她用客家表演讓大家看到龍興社區，也讓客家文化在龍興社區得以開創新契

機，使其成為有活力永續經營的客家社區。

 

附件下載：
江岱燕.賴蕙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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