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長於楊梅的熊梅蘭，是個道道地地、樸
實的客家人，一直過著普通的生活，她

人生最重要的轉變，是在三十歲那年，受到鄰居
相邀，因緣際會下踏入了客語薪傳師之路。
為熊梅蘭開啟傳承客家文化這扇大門的是胡泉

雄。在上胡泉雄的客家山歌課程時，熊梅蘭回想
起一些童年零碎的記憶，尤其當聽到熟悉的《伯
公伯婆》童謠，那稚嫩的語調被傳頌著時，熊梅
蘭的腦中一直環繞小時候和爸爸媽媽一同去拜伯
公的畫面。

把爸爸愛唱的歌 傳給子女

其實熊梅蘭的父親一直很愛唱客家歌，還買了
那時很紅的客家歌手賴碧霞的黑膠唱片，熊梅蘭
回顧那時候，還笑著說：「那時候的我都會說：
『咦，唱那甚麼歌啊！』，覺得爸爸唱的歌很奇
怪。」沒想到長大後，熊梅蘭自己竟然也愛上了
客家歌，還買了客家童謠給她的孩子們聽，但是
結果很尷尬，她苦笑：「變成我自己喜歡，我的
孩子也沒有很喜歡。」
興趣引導她唱起客家歌，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就是客家山歌入門。熊梅蘭翻開她最常彈奏的樂
譜，令人驚訝的是，整面滿滿的簡譜卻只由613
這三個數字所構成。她表示，客家山歌子和老山
歌很特別，而且也不是這麼簡單唱得好，僅僅三
個音，就要把一首歌的韻味、情感唱出來，除了
音要唱得正，以腔形韻，不是道地的客家人還真

身穿一襲簡單樸素的暗色調衣服，搭配著
鮮明的紅色調圍巾，靦腆地笑著走在

寒冷的冬夜裡，給人一種溫暖的氣息。她是吳
貴珍，從小生長在客家農村，為了客家文化的
永續留存，退休後的她總是四處奔波，不落人
後。
吳貴珍出生在一個傳統的三代同堂家庭，過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純樸生活，身為么女的她
有四個姊姊和一個哥哥，堪稱是大家庭，本來
經濟狀況不算太好，後來因工業興起，取代了
農業，住家附近也蓋了一座製傘的工廠，因此
全家保留部分的農業，日以繼夜全心投入做雨
傘代工，改變了經濟生活。
因為父母都是客家人，所以吳貴珍從小就能

說一口流利的海陸腔客家話。學校畢業後，她
進入華通電腦公司工作四年，因有機會可以將
學到的PC板鑽頭加工研磨，就自己出來創業，

六、七年前退休後，秉持著對客家文化的認同及使
命感，開始參與各種大大小小的客家活動。

推廣客家 先從語言開始

參與過無數的客家活動，對於客家文化的推廣，
吳貴珍認為「客語還是最主要的，先從語言學起，
才能更深入了解文化。」所以知道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開辦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後，她在二○○七年鼓起
勇氣參加人生中第一次客語認證。
「那時候真的是超興奮又超緊張」吳貴珍回憶

著，一開始拿到參考用書及CD時，她發現書中有許
多詞彙都是不常用的，但是她不氣餒，努力地找出
不會的詞句，一一詢問家中較年長的長輩，每天也
很認真研讀，就是不希望身為正統客家人的自己考
不過客語認證。取得初級認證後，吳貴珍又再接再
厲考過中級認證。

不僅如此，吳貴珍也經常參加社區或學校辦的客
語演說比賽，並曾經在中壢市的客語演說比賽裡奪
得第三名，她認為語言是所有文化的基礎，要先把
基礎打好，才能夠透過語言深入了解文化的核心，
而這個原則，也是可以套用在客家文化上的，所以
她也鼓勵年輕人學習客語，參加客語能力認證，然
而，因為她嫁給閩南人，在台灣人「從夫」的觀念
下，她的孩子並不會講客家話，對她來說，這是一
件很遺憾的事情，不過她不強求他們，只是每當她
的孩子問客語時，她便會鉅細靡遺解釋給他們聽，
讓他們至少聽得懂。

認識客家 十二節慶精彩

如何把客家文化推廣出去？吳貴珍表示如果完全
沒有接觸過客家文化的人想要了解客家文化，那她
推薦先從客委會舉辦的「客庄十二大節慶」開始玩
起，一年十二個月，每一個月都有一項以上的客家
活動在不同的地方舉辦，例如一月是美濃的迎聖蹟
字紙祭、三月是六堆嘉年華、四月是客家桐花祭等
等，而吳貴珍本人也曾擔任過「九月平鎮客家踩街
嘉年華會」的協辦人員。
透過市公所或是里長方面的資訊，吳貴珍和中壢

市內厝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鄰居們組成小組，成為
踩街遊行隊伍其中一隊，以打鼓及牛為主題，由桃

吳貴珍自述參與客家活動的經驗，對於客家文化她有源源不絕的熱忱。（李盈如／攝）

熊梅蘭推廣客家文化不遺餘力，不僅是專業音樂人，還身
兼客語薪傳師。 （熊梅蘭／提供）

熊梅蘭的教學以二胡為誘因，在上課中慢慢加入客家歌
曲，讓學生從音樂中愛上客語。 （熊梅蘭／提供）

熊梅蘭有豐富的音樂造詣，熟悉二胡、三弦、鑼鼓和古
箏，但她說二胡始終是她的最愛。 （熊梅蘭／提供）

唱不出來，另外，歌詞還得「隨來隨對」呢！
講到這裡，熊梅蘭不禁佩服起過去的祖先們，他

們是如何做出歌詞的，符合平仄及押韻是絕對不可
少的，他人唱一句，還要立刻就回一句，以前的客
家人好像唐朝的詩人，滿腹詩書呢！

學二胡三弦鑼鼓 教採茶戲

但不要以為客家傳統歌曲就這麼簡單，為了能夠

呈現出客家傳統歌曲的全貌，熊梅蘭學起二胡，緊
接著是三弦、鑼鼓，現在甚至開始摸索從未接觸過
的古箏，可惜的是，她卻放棄了教唱。二胡，是她
最初學習、也是最熟練的樂器，現在大多以教二胡
為主，可是，在教了胡琴之後，聲音無法回復從前
嗓音的熊梅蘭毅然決然放棄了教唱，專攻樂器，現
在在擔任三角採茶戲幕後樂師的同時，也開啟了她
教學的新領域，那就是戲劇。
客家傳統的三角採茶戲指的是只由三個角色來演

出的一齣戲，藉著經驗，熊梅蘭能夠以自編自導的
戲劇教國小的孩子們說客家話。她認為，客家話不
應該死板地用已編制好的課本來教，客家話是生活
的語言，真正的教材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若是能
鼓勵這些小小傳承者們平常就開口說客家話，將是
最大的收穫。
熊梅蘭的工作各式各樣都有，只要是有助於推廣

客家文化的，她都會不辭辛勞去做，甚至跑遍了全
臺灣大大小小客家人居住的鄉鎮，例如中壢、平鎮
和南部的六堆。此外，熊梅蘭也專程大老遠跑去福
建增城、梅縣和澳洲等地，表演客家歌曲給海外的
客家人聽。這些都歸功於在學客家歌時遇到的國立
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教授楊熾明，他同樣是以推廣
客家文化為己任，也因此和熊梅蘭成為共同奮鬥的
夥伴。
在這條客語薪傳師的道路上走了這麼久，熊梅蘭

對於客家的感觸相當深，從小親近著有如母親的客
家話，也就是「阿姆介話」，她不懂，為何客家人
擁有這麼美好的語言，卻要去遷就、學習外來的語
言，真的是因為客家是一個容易適應環境的族群？
她提到，現在居住於台北的客家人早已隱形起來

了！在她那個時代，家鄉還流傳一句話：「到台北
不要說客家話，否則，會被認為是土包子！」熊梅
蘭說，這種歧視性的話直到近年來客委會推廣客家
文化和語言才有所好轉，其實文化不應該分貴賤，
每個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就因為如此，熊梅蘭
覺得自己背負著一份傳承客家文化的責任。

買菜也不忘推廣 多講客語

熊梅蘭一直謹記老師的話，積極推廣客家，傳承
的首要就是平常要多講，她笑著複述老師曾對他們
講的話，在買菜時對店家說「你要說客家話我才跟
你買，不說客家話我不跟你買」，這樣才能影響他
人說客家話。另一方面，客委會也辦了越來越多的
客語認證，卻讓熊梅蘭從中發現了一個問題，報考
四縣客家話的人數遠遠多於報名海陸客家話的人，
她驚覺現在推廣的客家主要都講四縣客家話，因此
新一代客家人的語言同化或許無法避免。

想做到的就是希望以後能夠學的更多，把自己
知道的、會的一直教育到下一代。」每當別人
問起一個她不了解的客家文化，她並不會貿
然地跟他人隨意解釋，相反的，她總是自己上
網查資料，或是訪問耆老，並把這些內容吸收
整理，再將她所理解的意思解釋給想知道的人
聽。
吳貴珍對於各種傳統與創新的客家文化都不

排斥。才剛說完客家電視《鬧熱打擂台》年長
者所唱的平板較難學，吳貴珍口中就開始哼著
客語流行歌。在電視上聽到年輕人唱客家歌，
她也是以非常讚賞的態度看待，認為他們的詞
意都既寫實又優美，也佩服他們全心投入的精
神，甚至自己還一度請老師教唱，吳貴珍謙虛
向學的態度讓她對客家文化的了解越來越深，
她也非常樂意不斷吸收新知識。
面對這個客家文化越來越弱勢的環境，吳貴珍

最主要還是希望大家回歸到客語，從客語再出
發，她認為年輕人的潛力、創造力無窮，如果
對客家文化有興趣，她期望他們先學會客語，
通過客語認證，她相信這是能夠達成的，因為
連外國人都能學會了，客家人有何不可呢？最
終，她想做到的是客家文化深植人心，將好的
文化傳承下去，營造客語生活化的學習環境，
並能永續經營。

翻開報紙，看著一篇篇的報導，雖然幾乎
都很有趣，但有時還是會不免嘲笑於記者的
粗心，在心裡想著如果是我就不會出這種差
錯，一直以來都維持這樣想法的我，直到這
次採訪後才徹底改觀。
首先，人物專訪必須先尋找符合主題的人

物，光是第一項任務我就花了超過兩個禮拜
的時間，因為要先過濾掉已被採訪過的人，
再一一詢問符合主題的對象，有些人物會直
接拒絕，有些人物則是不理不睬，我反覆搜
索過三個人以上，卻徒勞無功。好不容易找
到願意接受訪問的人後，就要開始做事前的
準備工作，查詢有關那個人的資料，並從這
些資料中擬定出訪問題目。
最後，前去採訪人物時，還要有靈活的臨場

反應，抓緊對話中值得深入的部分，一邊繼
續提出本來擬好的問題，一邊思索剛剛找到
的關鍵點可以提出怎麼樣的問題，其實非常
辛苦又困難，再加上第一次做專訪造成的緊
張感，讓我手忙腳亂又胡言亂語，我這才終
於發現：當記者真是厲害，不只要思路清晰
還要有舌燦蓮花的能力，希望透過一次次的
採訪練習後，我也能成為優秀的報社記者，
寫出令讀者情緒隨著起伏的文章。�
� （李盈如）

採訪 還真是不簡單

■採訪側記■

最初在網路上找到熊梅蘭的照片時，她的面
孔流露出認真嚴肅的感覺，其實讓我有些戰戰
兢兢的，害怕她是個嚴格的人。然而在第一次
見面，車子開到她家門前時，她走出來迎接
我：「你是不是那個打電話來的大學生？」不
只如此，進門時，還體貼地為我開著門，我當
下其實有些受寵若驚。在談到客家議題時，熊
梅蘭暢所欲言，我頓時覺得隔開我們的那道透
明牆其實並不存在。
談到自己的成就時，熊梅蘭謙虛地將一切榮

譽歸功於他人，她還在採訪中坦承，一開始，
她並不打算接受訪問，因為覺得自己沒做什麼
需要被表揚的事，只是後來怕拒絕一個學生，
未免太過殘忍，才接受了訪問。
授課老師曾提醒，避免收受受訪者的任何東

西。進到熊梅蘭家後，她只端來一杯水，對我
而言，這樣反而沒什麼壓力。她和我想像的真
的完全不一樣，大方、溫柔、細心，當時我
想，這才是真正的她吧！客家教了她的體貼、
包容，作為客家人及薪傳師的她也許在不知不
覺間也將這份溫柔的特質傳承下去了。
能在第一次人物專訪就訪問到熊梅蘭是一件

很幸運的事，她和我都是不善言詞的人，所以
在採訪中，我才沒有被牽著鼻子走，而到了採
訪後段，逐漸能打開心扉暢敘。可以說，這次
能成功採訪都是多虧她。� （林燕婷）

認真嚴肅背後的溫柔

■採訪側記■

■李盈如／報導

吳貴珍
退休重拾客家 找回歸屬感

活動推廣 硬頸堅持 多方參與

■林燕婷／報導

拉著二胡 教孩童說客語

阿姆介話 如此美好

吳貴珍對於客語的推動不遺餘力，自己更是取得客語認
證，成為一個好模範。 （李盈如／攝）

吳貴珍謙虛的笑說，自己學的還不夠多，要繼續學習。
 （李盈如／攝）

園縣平鎮市新德街繞行新榮路，再轉進振興西路抵
達三崇宮，熱鬧的場面讓吳貴珍印象深刻，觀眾的
歡呼對她來說更是莫大的鼓勵，給予她持續推廣客
家文化的動力。
不只踩街，她也協辦過客家美食，自己製作蘿蔔

糕、菜包、發糕和大湯圓去中壢市中央公園賣，雖
然因為現場的人都非專業人員，多達一、二十人忙
了一整天竟然只賺了兩千元，但大家都忙的不亦樂
乎，這就是吳貴珍，就算是很辛苦的工作，只要能
傳達客家文化給其他人了解，她都甘之如飴，「我
想這就是所謂的『硬頸』精神吧！」吳貴珍笑著說
「如果有客家活動，我都會持續去參與，然後盡量
去推廣我們的客家文化。」
除了推廣客家文化，經過慈濟的大愛媽媽培訓，

喜歡小孩的吳貴珍在小學擔任了長達十年之久的
「晨光志工」，也就是義工媽媽，她會到一個班級
中與學生溝通、講小經驗大故事、幫助老師解決學
生的問題，看似教導學生的工作，吳貴珍卻從中學
到了很多，從剛開始哭著回家，到後來處理得游刃
有餘，這其中她非常充實，得到了不少寶貴的經
驗，也有許多貼心的小朋友讓她感到欣慰。

謙虛學習 傳統創新都愛

而對於客家文化的態度，她也是一樣謙虛，「我

行動初期，熊梅蘭嘗試過將課開在社區大
學，卻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好推廣的地方，為了
不讓道地客家話的「日頭」變成新一代直接從
國語翻譯的「太陽」，開一個班必須找齊至少
十九歲以下的學生八位。開設在楊梅這個小小
客家庄，加上許多長輩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學英
文，認為學客家話沒什麼前途，要找齊這八個
學生實在很困難。
於是每一個薪傳師都有自己招生的小撇步，

有一位老師以科學理論帶動孩子們學習客家
話，事實上，他教的並不是客家話，而是科
學，但當他以客家話講述時，那些想要學如何
做出小玩具的孩子們，就會想了解客家話。而
熊梅蘭本身則以樂器來吸引人，教導二胡為誘
因，再從上課方式採用客家話、慢慢導入客家
歌曲，因為直接教客家話反而會引起反感，這
是從事推廣客家文化多年後，熊梅蘭深切的體
悟。
客家文化在臺灣各地的能見度逐漸變高了，

卻仍是弱勢的文化，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熊
梅蘭仍是站出來為客家發聲，儘管她本人謙虛
的說，自己並沒有做什麼貢獻，但那份精神已
經是至高無上的了。

手執熟悉二胡的熊梅蘭，不自覺讓人肅然起敬。（林燕婷／攝）

熊梅蘭

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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