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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掀開被客家花布覆蓋著的琴蓋，十指如小
兔子到了草原般，靈活的彈跳著，伴隨而

來的是一首不知名的旋律，從中壢市鄉韻音樂劇
團的辦公室裡傳了出去。團長楊熾明，平時給人
的感覺親切又熱情，但雙手一接觸到鋼琴，即露
出專注的眼神和和肅穆的神情；他隨著音樂搖擺
著頭，自然而不做作，頓時個人的魅力隨著悠揚
的琴聲流洩了出來。
楊熾明，出生於新竹縣橫山鄉豐鄉村的客家

庄，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教授，同時也
在元智大學兼課，教學鄉土音樂；近期，他也投
注了很多心力在推廣政府的客家表演活動以及籌
備學術會議。從二十歲開始就從事與音樂相關的
教育工作，雖然教學的對象一直在改變，然而目
標從來沒偏離他的初衷，就是對音樂的愛好。

客家人 應該做一些客家事

楊熾明很早就與音樂結下了很深的緣分。從小
學的是鋼琴，在辦公室裡也擺放了一台鋼琴，閒
暇之餘便會彈彈鋼琴作為消遣。他對西洋音樂有
很濃厚的興趣，不論是鋼琴、聲樂、美聲唱法都
有深入的研究；因為對音樂的熱愛，他進入了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及研究所就讀，並且主修
鋼琴。在研究所以前，他雖然知道自己身為客家
人，卻從未想過要推廣客家音樂，直到遇見了生
命中影響他很深的許常惠，楊熾明音樂人生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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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人親切、熱情，是楊熾明給人的第一印象。 
 （賴蕙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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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秋妲熱情地分享新式唱片機，及黑膠唱片。 
 （江岱燕／攝）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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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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客語班，就這樣持續帶到現在。

海外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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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連戲劇 義務指導客語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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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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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秋妲仍保留至今的客家老山歌唱片，此圖是「全省
山歌比賽冠軍」紀念專輯。 （徐秋妲／提供）

楊熾明一碰到鋼琴便信手拈來彈奏輕快的曲調，對音樂熱愛的他，不
僅愛西洋音樂，也愛客家音樂。 （賴蕙嘉／攝）

楊熾明曾到世界各地巡迴做客家音樂的表演，看到
僑胞們聽到家鄉音樂而潸然落淚，自己內心也是洶
湧澎湃。 （賴蕙嘉／攝）

條路因此轉了一個大彎。
許常惠是享譽盛名的作曲家，當時在師大教授民

族音樂學，他對當時還是學生的楊熾明說：「身為
客家人就應該出來做一些客家事。」或許只是不經
意的建議，這席話卻讓楊熾明有如當頭棒喝般突然
醒悟了過來，對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產生使命感，
開始接觸客家音樂。
「一開始依然是興趣缺缺。」楊熾明坦白的說。

三十歲開始接觸客家音樂，從做田野調查開始；然
而，西洋音樂和客家民間音樂的風格迥然不同，前
者的技巧、風格曲調以及演唱方式多元遠遠勝過後
者的單一唱法，讓他實在無法馬上就接受它。很多
時候，事情總是會有出乎意料的結果。楊熾明對客
家音樂的熱愛可以說是日久生情，直到四十歲才發
自內心的喜歡它；慢慢於無形之中產生興趣，久而
久之，自己便深陷在裡面無法自拔了。

聽鄉樂 客家僑胞感動落淚

因此，基於對客家音樂的投入，楊熾明除了自己
演唱外，也集結了其他聲樂家以及從國外留學歸國
的音樂家，籌組了鄉韻音樂劇團，希望將客家的民
間音樂藝術化，用鋼琴、小提琴伴奏，為客家音樂
增添層次，讓它可以被更多人接受與喜愛。楊熾明
表示，鄉韻音樂劇團曾到中國大陸的深圳、江蘇等
地表演，受到了很大的迴響。
除了劇團，楊熾明個人也曾被僑委會邀請到世界

各地巡迴演出客家音樂，替當地的僑胞帶來熟悉的
家鄉味。「僑胞離鄉背景很久了，有時候好幾十年
沒回來，所以他們聽了我們自己的歌會哭，不是哀
傷，是感動地在哭。」楊熾明回憶起過去的演出經
驗，慷慨激昂的說著。
到國外表演的經驗讓他至今仍意猶未盡，國外的

僑胞總是把他們當成大明星般熱烈歡迎，有的到機
場迎接、有的用小樂隊的形式打鼓或吹奏樂器迎
接他們，甚至還有總統般禮遇，讓他們坐在吉普車
上，搖下車窗與沿途的人揮手。這些有趣的經驗，
都深深埋在楊熾明的心裡，回想起來，他的嘴角還
是會不經意地上揚。
踏遍了世界各地，楊熾明也因此有了「以走唱客

家山歌揚名世界的音樂教授」的稱號。而這些出國
表演的過往也讓他想起了早期在台灣南部演出的經
驗，一樣是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向前走 需國際化、年輕化

反觀現在，楊熾明打趣地說，聽客家音樂的除了
老年人，就只剩下「神明」了。然而，他還是不服
輸地想要讓客家音樂被大眾所接受。在大學教授
鄉土音樂的他，透過音樂欣賞的方式提高學生的興
趣，除了西洋音樂，也會讓學生聽原住民音樂、閩
南音樂以及客家音樂等。因為他深深地相信，不僅
人要國際化，鄉土音樂也是需要國際化的，全面的
了解各國的鄉土音樂成了未來的一種趨勢。
楊熾明認為：「音樂就是要往前走，因為音樂跟

社會息息相關。」對於客家音樂的未來，他有很多
的想法。他認為，客家音樂的保存分成兩個趨勢，
一個是保存，讓民間音樂保有原始風貌繼續傳承下
去；另一個是重新改編、創作，將舊有的音樂結合
西洋音樂，讓它年輕化，並增添一些年輕人的流行
元素。此外，在楊熾明所著的論文中也提到：「我
們客家山歌也應急起直追，更應朝向多元化方向發
展，嘗試各種表現方式，多吸取世界各國精華。」
楊熾明除了從事教育工作，同時，也擔任台灣鄉

土藝術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積極推廣客家文
化的他，不僅推廣客家音樂，也籌備了許多客家相
關藝文活動。楊熾明表示，希望有一天，年輕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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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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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爭取更多實際表演的機
會。
而她的學生從老到少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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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秋妲很重視客家文化傳承，所以儘管相
當忙碌，她仍是抽空接受訪問。她強調，對
於有年輕人願意研究客家文化，她是非常樂
見的，所以都會盡力配合。
不論是向她索取資料或照片，她都樂意提

供，翻出幾本厚厚的資料夾，其中有她申請
客語薪傳師時準備的文件，也不乏她參與演
出舞台劇《鄧雨賢──返鄉路》及隨團巡演
等等的宣傳單，另外還有許多活動的照片。
在翻照片時，徐秋妲指著兩個小孩子說：

「像這兩個，會跳、會唱、會演戲，你給他
舞台演出機會，他自然會去學客家話，所以
這兩個可以跟我客家話用聊天講話。」除了
教別人的小孩，徐秋妲也會對年幼的孫女說
客家話，她的理念就是把語言落實到日常生
活中。她指指身旁的孫女驕傲地說：「大家
都說她以後也可以去參加客家歌謠比賽。」
看到徐秋妲表演的照片時，她還特地找出

學生表演穿的藍衫及袖套，她到國外巡迴演
出時總是穿著花布樣式的客家傳統服飾，音
樂也堅持要用傳統的胡琴、鑼鼓配樂，就算
沒有樂手她也會用伴唱ＣＤ，徐秋妲覺得，
只有這些傳統的樂器才能真正表現出客家山
歌的精神與味道。
從徐秋妲的理念及堅持，透露出的是她對

客家文化保存的專注。 （江岱燕）

語言 要落實到日常生活

■採訪側記■

山歌毋唱 心毋開

■江岱燕／報導
徐秋妲

唱歌、演戲、當里長 一貫的認真

客家鄉土音樂 可以很藝術

楊熾明
組音樂劇團 帶進鋼琴與小提琴

一手提著十五吋沉甸甸的筆記型電腦，另
一手拿著剛買好的喜年來蛋捲禮盒外加撐著
弱不禁風的傘，一個人隻身走到國立中央大
學的校門口前，冷風呼呼地吹在身上。「只
剩下一個小時就要採訪了。」我心想，同
時也想深深的嘆一大口氣，雖然想讓腦袋放
空，但腦海中卻不斷冒出採訪可能會遇到的
畫面；緊張之餘，因為天候不佳而哀傷的情
緒也不斷在心中蔓延著──這是我採訪前最
真實的寫照。
遲遲收不到原本預期的受訪人的回信，苦

惱之際輾轉得知了鄉韻音樂劇團楊熾明的消
息，猶如絕處逢生。於是，從下決定要換受
訪人，到親自登門去採訪，前後不到四十八
個小時，深怕自己因為準備不足而出了洋
相，或是敗壞交通大學的名聲，壓力真的好
大好大。
幸運的是，楊熾明親切又熱情。走進鄉韻

音樂劇團的辦公室，卸下了雨具、濕透了的
外套與自己的狼狽不堪，將自己佯裝得十分
專業一樣，開始進行訪談。雖然自己的準
備不足，卻絲毫不會感覺到楊熾明的不耐煩
或不悅，便在歡愉的氣氛中結束了訪談。最
後，因為作業的需求而請楊熾明先生與鋼琴
合照，他也很大方地彈奏了一首曲子給我
聽，為這次訪談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
雖然事前緊張到無以復加，訪談結束後卻

又覺得回味無窮。很新鮮，然後很特別。
 （賴蕙嘉）

緊張小記者 回味也無窮

■採訪側記■

會在潛移默化之中對客家產生興趣；而他也會繼
續在客家文化推廣上繼續不遺餘力的付出，讓更
多客家人以身為客家人而感到驕傲。

■賴蕙嘉／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