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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帶著慈祥的笑容，年近花甲之年，卻依然丰姿綽約、氣質優雅。在外頭看見她停放著腳踏

車，手裡拿著兩個提袋，表現出和藹的姿態進入約定好的麵店，聽著她訴說著以往的經驗，字字

句句充滿了愉悅的氣氛。

    她就是不求回報，為了客家文化客家歌謠而努力著的音樂才女申梅蘭

    申梅蘭，從小在桃園縣楊梅鎮客家庄長大的客家人，說著一口道地的四縣腔客家話，不過因為

母親的因素，所以海陸腔也會說。先前曾在電視台擔任節目製作人，目前是桃園縣客家文化歌謠

協會理事長。除了歌唱專長外，她也創作出許多動聽的作品，在歷屆的新竹縣客家新曲比賽中獲

獎無數，二〇〇八年更以《娘花》和《春夏秋冬》分別獲得創新歌曲貳獎和山歌歌詞佳作的雙料

榮耀，近期又以《結親》入圍二〇一〇年最佳客家創新山歌詞獎。

父親啟蒙父親啟蒙    參賽連過參賽連過25關關

    說到申梅蘭如何走進入音樂的世界？她表示，父親對她的影響最為深刻。她的父親很會唱歌，

申梅蘭很幸運地遺傳到父親的歌聲。小時候，在農忙之餘，她的父親會在夏天晚上較涼快時以樹

葉吹奏曲調，也會叫幾個小孩搬矮凳子圍在一旁，專心聆聽演奏，但是當時他們也不知道那些是

什麼歌曲，只覺得父親好厲害。直到讀小學時，父親才開始教她唱兒歌，因此她大約在五十年前

就聽過《月光光》這首童謠。現在回想起來，申梅蘭說她的山歌啟蒙老師絕對是她的父親。

　　一次的偶然機運，讓申梅蘭的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一九九四年，桃園縣地方電視台有

一個「客家金曲排行榜」的比賽，妹妹知道她很會唱客家歌曲，於是就幫她報名參賽了，結果竟

一舉得了第一名。

    看似很順利的過程，其中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小故事。她說，其實唱到第五關的時候她就不想

比了，因為擔心會被淘汰，不過父親不答應，只好硬著頭皮比下去，到了十五關，真的很想退出

，因為會的歌太少，已經面臨「歌荒」了，不過一向是鐵公雞的父親竟允諾如果她得第一名就給

她十萬元作為獎勵。在父親的激勵下，申梅蘭順利地連過二十五關封后。

    參加「客家金曲行榜」是申梅蘭生命中一段非常溫馨且重要的回憶，她說，「當時親朋好友一

起合影的照片，到現在還保存著。」而在那之後，歌唱也變成她事業的第二春，比完賽就被介紹

到客家衛星電視台當節目製作人，同時結識許多老師，並累積有關客家歌謠吟唱與創作的實力。

她現在持續到各社區教唱客家歌，並到各地方去表演。

申梅蘭為客家桐花祭創作的詞，被印在紀念扇上。(徐冠軒/攝)

寫歌靈感寫歌靈感  從生活中拾取從生活中拾取

    除了歌唱與教學外，申梅蘭對於歌謠創作也很有興趣。「當教唱老師久了，自然會想要做出自

己的作品。」，而客家母語的元素就是她創作歌的元素。申梅蘭所創作的歌詞有很多是扎根於與

父母的生活互動中得來，例如勵志勸善等。而她總是從生活當中去發掘創作的靈感，例如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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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活動回程時，看見月亮皎潔明亮，或感到涼風愜意，都可以成為創作的題材。

    「從生活當中去發現事物、發現故事。」是申梅蘭對於創作的題材來源。目前申梅蘭正在寫的

一首歌曲就是取材自一則真實的感人故事。有對老夫妻情感甚篤，不過在一次坐火車時，妻子突

然猝死，非常思念老婆的老先生因有點失智，什麼都想不起來，但一心只想去坐火車。有一天他

帶著孫子去搭火車，當火車行駛到一個有很多桐花盛開的地方，他就指者外面對孫子說：「在那

遠遠的山腳下，那裡有很多桐花，你阿嬤的娘家就在那裡。」這個故事使申梅蘭動容，因而寫歌

去歌頌它。

申梅蘭分享她的音樂作品《客家創作流行歌曲》，她一手包辦所有的作曲。(徐冠軒/攝)

鼓勵創作　協會出鼓勵創作　協會出5張專輯張專輯

    在客語歌謠界活躍了五十多年，申梅蘭相當重視傳承。她認為不論是唱流行歌或山歌，除了發

音和唱歌技巧，還要累積經驗和經歷。在她的教導下，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在客語音樂界嶄露頭角

，例如近年來走紅的蕭佩茹，從七、八歲就跟隨著申梅蘭學習，現在的她已經成為能獨當一面的

歌手。

    幾年前，申梅蘭誤打誤撞，接下桃園縣客家文化歌謠協會理事長的職務，協會至今總共出了五

張專輯，都是新創作的歌曲，希望能「傳承發揚客家文化與歌謠，與世界的客家人連結」。申梅

蘭認真地說：「我們做的這些歌紅了，這樣我們協會才可以走出去」，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和其他

地區的客家鄉親交流，也有曲目可以教導小朋友，為了培養新星而作準備。

    申梅蘭不僅重視傳承，也積極與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進行文化的交流。像是之前在客家衛星電視

台製作的《兩岸情》節目，就常到中國大陸探訪，節目收掉後她還是會常常去世界各地。她發現

海外的客家鄉親都非常親切熱情，在比較台灣與世界其它地方的客家歌謠文化後，她了解到歌曲

是從不同的生活背景中衍生出來的，所以每個地方的特色都是迥異的。

    「媒體很重要，平台也很重要」，申梅蘭語重心長地強調，以前有一個電視節目叫《鄉音鄉情

》，是給有興趣的客家鄉親來唱歌，表現自己，現在有了客家電視台，終於讓客家人覺得有自己

的一片天空了。往後，申梅蘭還會再繼續耕耘客家歌謠這片園地，捍衛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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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坑眾伯公平安祭活動，申梅蘭在台上賣力演唱客家歌曲。(申梅蘭/提供)

申梅蘭在客家電視台的《鬧熱打擂台》節目中與參賽者的合影。(申梅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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