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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乃文/報導
提到在獨立音樂界名氣響亮的樂團「拷秋勤」，

可以用四個詞形容：潮流、本土、唸歌和怒吼。潮
流，是因為樂團的形象很「酷」；本土，拷秋勤的
歌詞都是以國、台、客語加上其他方言創作，而且
樂曲融合了傳統音樂；唸歌則是因為拷秋勤用嘻哈
的形式唱出人民的心聲，他們自稱為「正港台灣味
唸歌團」；而怒吼是由於他們常出現在許多抗議場
合與民眾一起怒吼，批判社會的不正義。
拷秋勤憐惜傳統音樂過去在台灣受到貶抑，所以

總是在自己的音樂裡融合傳統，例如客家八音和南
北管。范姜，身為拷秋勤的客語主唱兼活動接洽，
少年時期正值嘻哈音樂與舞蹈傳進台灣並開始流行
的年代，深受這些曲風影響。因此拷秋勤的創作，
融合了傳統與現代，賦予台灣音樂一種特殊的面
貌。

阿公︰汝做不得賣祖公言

范姜在台北長大，家中父親那邊是客家人，母親
則是河洛人。小時候家裡只有祖父使用客家話，而
祖父與他對話時，他卻總是以國語回答。因為學習

環境的影響，范姜那時就聽得懂客語，但不能流暢
使用客語溝通。正如范姜的祖父曾說過的：「汝做
得賣田。毋過，汝做不得賣祖公言」。意思是，你
可以賣掉祖傳的田地，不過你賣不掉祖先的語言，
這也暗示了范姜往後用客語創作的命運。
「在組團之後，我就有想要把客語引入歌詞的想

法，從本來只打算加入一些字句，到後來整首歌都
用客語發音。」范姜大部分的客語表達，都是在組
團後創作歌詞時才有意識的學習而來。范姜的祖父
是一位保有傳統觀念的客家人，對一些事情會有所
堅持。於是范姜認為自己對樂團許多決策的堅持，
可能是受到祖父的擇善固執影響。

黃克林歌　影響最深

范姜小時候聽的是L.A.Boyz、張震嶽、豬頭皮、
羅百吉等台灣歌手的音樂，這些音樂對他在音樂方
面的發展都有相當影響。但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創
作歌手黃克林。黃克林用類似唸RAP的表演方式結

合傳統音樂，演唱勸世歌以及牽亡歌等傳統宗教歌
謠。范姜寫的歌詞裡也與黃克林有相似的勸世精
神，而且以RAP的形式演唱。
范姜在拷秋勤的一首歌《後生人唱火大》裡唱

到：「客家介人有客家介心，用客家介聲唱客家介
歌，兩介好唸歌介後生人喔，毋使想係客家呀係
河洛，客家河洛全部一家人，先來後來全部一家
親」。
「後生人」是客語的「年輕人」；歌詞裡寫的

「兩介人後生人」就是主唱的魚仔林與范姜，兩人
分別是河洛人和客家人。這首歌的歌詞裡表達了范
姜身為客家人，對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精神的肯
定，並在簡單的文字間，傳達了解自己文化根源的
重要性。但范姜認為生活在台灣的各個族群不應被
分隔開來，而是應該互相扶持關愛。
被問到客家文化的保存，范姜回答道：「其實台

灣各族群的文化都應該被保存」。 台灣有許多族
群，有非常多元又珍貴的文化，所以文化保存不應
該侷限於任何一種文化。也因為這樣拷秋勤的音樂

融合了許多傳統和原住民音樂，用這樣的方式顯示
台灣多元文化的表徵。

社會議題 我的關心

拷秋勤的歌曲除了傳達文化延續的重要之外，還
有許多不同面相。例如《外星人搞的鬼》述說台北
市街頭塗鴉青年的心聲，《灰色海岸線》奏出蘭
嶼海岸日益受到侵擾的悲歌，《金光閃閃》則是因
為不滿詐騙集團猖獗所作。舉凡在台灣發生的大小
事，都有可能是拷秋勤創作的主題。
二OO四的夏天，拷秋勤參加貢寮音樂祭表演。

929樂團的一首歌「貢寮你好嗎？」，描述貢寮海
岸當下正受到的破壞。這樣的創作，讓范姜與拷秋
勤的其他團員非常認同：「可以寫這種音樂！可以
用音樂關心海岸、寫出應該讓大家知道的事。」
拷秋勤後來參加了鼓勵青年參與討論社會議題的

「青年國是非會議」，與其他獨立音樂人一起關注
社會議題。從此開始，創作中總是關心台灣這塊土
地上發生的事。年輕人對世界的期待、環境保護、
文化資產維護、多元文化並存以及社會時事等，都
出現在他們的音樂裡，大聲嘶吼出對社會不公的不
滿以及對台灣的關愛。
對台灣這片土地的關懷不只呈現於音樂創作，范

姜也以實際行動落實他們的社會關懷。三鶯部落抗
爭尾牙、反國光石化大遊行等場景都可看到范姜的
身影。
二O一O年范姜參與了反對國光石化在大城溼地興

建的系列活動，拷秋勤在遊行晚會的舞台上，帶領
群眾怒吼，讓政府聽見反對壓迫農業生存空間且破
壞生態環境的石化工業的人民的心聲。

年輕文創 我的支持

拷秋勤另外也跟許多設計團隊、獨立音樂廠牌以
及音樂人合作，激盪出令人驚豔的火花，對台灣文
化創意產業品質的提升有相當的貢獻。和這些品牌
合作使得范姜擁有各方的支持，這樣的合作網絡讓
他們可以彼此刺激產生創意，促進文化創意產業更
加興盛。范姜支持許多台灣自創潮流品牌，也因此
和許多年輕朋友多所交流，同時吸引本來很少接觸
社會議題的人開始關注台灣社會上發生的事。
范姜最近在構思拍攝更多拷秋勤的音樂錄影帶，

計畫將MV放到網路平台YOUTUBE上。他說MV能呈現
一首歌訴說的故事，因為配合影像的關係，MV能讓
歌曲成為聽眾收聽時的主角，而不只是背景音樂。
至於拷秋勤的未來，范姜強調不會一次做太長遠

的規劃，而是以實際的短期規劃為主。因為世界變
化得很快，要一直不斷適應，見機做完善可行的計
畫。他們會一直持續以好玩多樣的曲風，將珍貴的
本土文化資產蘊藏保存，然後散發非凡的光芒。

●吳晉宇/報導
在二Ｏ一Ｏ年的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賽客語組競

賽中，有金曲客家歌后官靈芝與獲獎無數的米莎
（溫尹嫦）等多位知名音樂創作人廝殺，但在最後
卻有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人殺出重圍，以一首充滿
甜蜜風的嘻哈歌曲《ＮＯＯＤＬＥ》獲得第二名的

佳績。這名歌手，就是「客家嘻哈小子」謝宣圻。

爺爺哼小調 孫子玩嘻哈

出生在桃園縣新屋鄉，謝宣圻從小就跟著爸媽在
城市生活，雖然平常都是說國語，但只要到了爺爺
奶奶家，就置身在客家環境裡，長輩們都用客家話
交談，耳濡目染之下，他開始學習客家話。現在雖
然還是說得不太流利，但至少都能聽懂了。幫忙爺
爺從事農務時，謝宣圻也藉由爺爺的嗓子，第一次
接觸了客家的小調音樂，為他日後的音樂豐富性打
下深厚的基礎。
謝宣圻從小就是個愛玩的孩子，還好他還算自

律，乖乖認真在自己的課業上，所以父母還算寬容
他。直到高中，他無意間聽到了西洋嘻哈歌手阿姆
的歌，白人阿姆打破他對嘻哈歌曲都是黑人在唱的
印象，他漸漸喜歡上這種音樂。一開始，他沒想過
自己將來會走向音樂創作，直到高三，台灣知名嘻
哈音樂人熱狗出了專輯，他才知道，台灣也有人在
做嘻哈，而他也覺得，既然自己這麼喜歡這種音
樂，那就自己來做吧。就這樣，開始了他的嘻哈音
樂之路。

寫歌多批判　年少太輕狂

一開始，謝宣圻完全不會任何樂器，只能聽著別
人的配樂，試著搭上自己的中文詞，雖然偶有佳
作，但他還是不滿足，開始嘗試去找做嘻哈編曲的
軟體，擷取簡單的旋律，自己搭配出好聽的配樂，
在學習了許多樂器與基本的樂理之後，他的音樂開
始多變有趣了起來。
上大學之後，他和朋友組了地下嘻哈團，一起做

自己的音樂。也許因為正值叛逆的年紀，他們寫的
詞多帶許多批判的言語，對於政府、學校、長輩等
權威，只要有所不滿，他們就會寫首歌表達自己的
不悅。「現在回想那時候，也覺得自己太年少輕

狂」，謝宣圻笑笑地說。

之後，在大一下的某天，謝宣圻的同學拿了張傳

單給他，那是一個有關客家歌曲的創作比賽，身為
客家子弟的責任感讓他毅然決定參加這比賽，並創
作一首呼籲年輕人要重視客家文化的歌曲。但他在
寫詞的時候遇到了困難：客家話的詞彙較少，許多
新穎的詞，在客家話裡沒有相對應的詞去表達。這
時，父親對客家話的了解幫助了他，常常他寫出了
中文詞，爸爸便幫助他轉成客家話。最後，在無數
次的刪刪改改中，謝宣圻的第一首客家嘻哈歌曲
《學客家》在那個創作比賽中得到了好成績，更鼓
勵了他，往做嘻哈歌曲的方向走下去。

《學客家》像寫給自己

《學客家》這首歌不斷地告訴年輕人，要學好客
家話，並重視傳統的客家文化。謝宣圻說，其實這
首歌也是寫給他自己的，因為真正開始寫客家歌詞
後，才明白自己對客家話的不了解，寫了這首歌提
醒自己，也希望後輩們能更接受客家、在乎客家。
也從這首歌開始，謝宣圻的創作便以客家話為主，
雖然還是要借助父親的幫忙，把國語歌詞翻譯過
來，但他不曾想過放棄，因為客家與嘻哈是他最喜
愛的事物。
之後，他遇到許多客家音樂的創作人，例如新生

代的客語歌曲創作者曾雅君，常在比賽中和謝宣圻
互相切磋交流，兩人也變成了音樂上的好朋友。而
客家音樂界的大老謝宇威，也在各比賽中看到謝宣
圻的成績，開始提攜這位後輩，甚至找了他去寫台
北牛肉麵節的歌。謝宣圻說，他常編好曲之後，便
把歌拿去給「宇威大哥」看看，常常從他那得到許
多一語中的的寶貴意見，他也很感謝這位良師益
友。

長輩嚴批評 小子更認真

謝宣圻表示，其實客家話比起國語更適合做嘻哈
音樂，因為國語的音調太少，聽起來比較呆板，而
客家話的豐富語調，則彌補了嘻哈饒舌中唸詞的音
樂性問題，而這正是客家嘻哈的特色所在，也是它
好聽的地方。
但當謝宣圻有一次把音樂拿給家中長輩聽時，卻

遭到他們嚴厲的批評，雖然是他們熟悉的客家話，
長輩們卻不懂他在唱什麼，甚至希望謝宣圻去彈吉
他，自彈自唱就好，但他卻沒這打算。他說，饒舌
才是他想做的，之後，他更認真在每一首歌的創
作，在各比賽拿到更好的成績，長輩也才慢慢靜下
心來，去仔細聆聽、了解他的音樂。

在聽到長輩的質疑後，為了使客家嘻哈更被大家
接受，謝宣圻也嘗試讓自己的歌不要都是純饒舌，
他加入了其他樂風，如爵士、民謠或是傳統的古
調，讓歌曲的旋律更為豐富，加深歌迷的印象。在
歌詞方面，他改掉以前批判性或說教的角度，傾向
寫些一般人生活上會遇到的事情，如愛情等等，希
望能融入一般人的生活，引起大家的共鳴，讓大家
更能接受客家音樂。
謝宣圻說，他不會很強迫性的，要大家去上些客

家課程或是參加有關客家的活動，只是希望大家能
更接受這樣一種傳統的文化。但他也說，他其實並
不希望外人把客家音樂特別區分出來，這將造成一
種隔閡，反而讓人看不到音樂的本質。
現在，謝宣圻常受邀到許多場合表演，閒暇時則

專注在寫歌上，常常一寫就到了凌晨三、四點，最
近也常泡在錄音室裡，趕工二Ｏ一一年要出的專
輯。雖說還沒有去想過以後要達到什麼目標，但他
說，他音樂裡的本質，嘻哈，是不會變的，也期待
自己能有更好的創作。

不怕市場小 只要音樂好

●吳晉宇/報導
在接受採訪時，謝宣圻提到，有些人常覺

得，客家音樂的市場較小，可能沒辦法做出成
績，但他自己卻不這麼認為。他說，市場流動
性小，創作人要負很大的責任，只要創作的音
樂是好聽的，藉由現在網路發達，人們有各種
不同的方式去得知好聽的音樂資訊，各式網站
上的分享，足以讓好的音樂廣為流傳。而且他
不把有些人聽不懂客家話當藉口。他說，現在
有很多人在聽日文、韓文的歌曲，他們也不一
定了解歌詞的意義，重點是，音樂要讓人有感
覺、讓人喜歡，歌詞讓人覺得好記，即使不懂
歌詞的含義，也能琅琅上口。
為此，謝宣圻一直嘗試在自己的嘻哈歌曲

中，加入各式不同的曲風，希望能吸引不同
的音樂族群注意，在歌詞方面，他以一般人生
活中的元素去創作，期望能引起共鳴。他也強
調，一首歌要能讓人留下印象，副歌是很重要
的，所以他總是花了很多時間在副歌做許多嘗
試與修改，他做的許多努力，為的不是別的，
就是想讓大家更了解他的音樂。
另外他也期望，將來能有更多的客家音樂創

作比賽。對像他這樣的創作人來說，這樣的比
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不只提醒大家更重視客
家文化，也將吸引更多客家年輕人投入創作，
才能有更多好音樂，開拓客家的音樂市場。

又潮又土 有關懷有怒吼

謝宣圻

范姜

客家＋嘻哈 迸出新滋味

唸出正港台灣歌

握拳向天 與三鶯部落一同抗爭

●鄭乃文/報導
二O一一年一月的三鶯部落尾牙，邀請關心都

市原住民處境的各方大眾參加。觀眾群裡，很
容易認出范姜高瘦的身影。
台下的范姜，與人群一同聆聽原住民的心

聲，和他們一齊捍衛人民基本的居住權。上台
後，范姜還是以一樣的姿態，一如往常的習慣
動作，跟著音樂節奏，握拳的右手舉向天空。
搭配設計好帶動群眾的口號，范姜以一貫堅定
的神情唱著他的唸歌。不分族群、身分，這批
人為了共同的理念出現在這裡，討公平，要正
義。
「反迫遷！反迫遷！抗爭到底！抗爭到

底！」這樣的呼喊已經持續三年出現在三鶯部
落，而這也是拷秋勤第三度到三鶯部落抗爭尾
牙表演，支持他們的反迫遷行動。與會人們，
與拷秋勤一起親眼見證了都市原住民生命的熱
度。拷秋勤一開唱，群眾和舞台有股強大的力
量在共鳴，他們的歌化做利器，粉碎社會上慣
有的麻木和冷漠，以振奮人心的音樂，用不畏
天候依然沸騰的熱血，將如一座座堡壘般的人
們重新連結。
寒冬，冷雨中，都市原住民並不寂寞。因為

有許多人在聆聽，與他們一同歌唱，並站在同
一陣線怒吼，控訴不公。

專訪結束後，謝宣圻露出靦腆的微笑。 (吳晉宇／攝影)

俏皮的嘟嘴，展露
謝宣圻的年輕本
性。 
 (謝宣圻/提供)

范姜神情專注的對台下唱著自己的歌。 (鄭乃文/攝影)

范姜參與2010年大安森林公園Open Taipei音樂會表演，舞
台下的他看起來就像個鄰家男孩。 (鄭乃文/攝影)

范姜(左)與魚仔林表演歌曲《北城講古》。 (鄭乃文/攝影)

表演前的準備，謝宣圻神色從容，眼裡洋溢自信神采。 
 (謝宣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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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吶喊！范姜用歌聲控訴不公不義。 
 (鄭乃文/攝影)

客家話語調豐富 比呆板的國語更適合饒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