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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俐綾邱俐綾 自在玩音樂自在玩音樂 真情最動人真情最動人

2014-03-29   姚映竹 

　　踩著輕鬆自信的步伐，一頭長長捲髮的邱俐綾，帶著甜美的笑容迎面而來。在輕音樂流洩的

咖啡館裡，一下午悠閒的空氣因為她爽朗的笑聲而震動。年輕的邱俐綾有她對於生活的獨特想法

與堅持，言談間也顯露出親切的個性與細膩的思維。

　　「我這個人是靠感覺生活的人。」邱俐綾這麼形容自己。目前在高雄市佳佐國小任教的她，

除了攻讀客家文化碩士班外，還身兼創作型歌手與藝術創作者的身分，她同時也是個愛貓人和簡

單綠生活主義者。談及豐富多元的生命面向，邱俐綾說這一切都是靠著感覺走，她希望人生沒有

侷限，而是選擇做自己喜歡又覺得好玩、有趣的事。

　　唱歌，對於邱俐綾來說，就是用她感到最自在的方式，抒發出對客家的感情與記憶。

　　其實唱歌並非邱俐綾從小的志願。高中時期，她和朋友組團四處參加歌唱比賽，那時揮灑青

春高唱，為的只是逃避沉重的課業。大學時搬到當時仍算偏遠的台東師範大學主修美勞教育，但

她卻自得其樂，醉心地徜徉在田野鄉村的風景裡，朝著美術之路前進。大學畢業後會再度拾起歌

曲創作，完全是受到堂妹邱幸儀的影響。

邱俐綾稱自己是個「靠感覺生活的人」，容易感動也熱愛大笑。(姚映竹/攝影) 

與堂妹合作與堂妹合作  唱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

　　邱俐綾與邱幸儀感情一直很親近。每逢年節碰面，兩人總是在萬巒老家自彈自唱，一開始都

是唱流行歌或者隨口自創的國語歌曲。直到邱幸儀創作《月光光》這首客語歌曲，邱俐綾才發現

用母語唱歌竟然如此有趣！

　　生長於屏東縣萬巒鄉的邱俐綾，家族是道地的客家人，講的也是四縣腔客家話。於是，她開

始使用四縣腔客語創作，並將記錄童年與生活故事的《夢土》、《不再想念》等歌投稿台灣原創

母語音樂大賽。直到歌曲得獎受到肯定，她才發現原來自己不只能唱歌，也擁有創作的才華。

　　與堂妹一同合作的《戀戀舊山線》專輯，是二〇〇五年客家電視台大戲《戀戀舊山線》的原

聲帶，這張專輯同時收錄兩人面對鄉土情感以及愛情時的創作，入圍二〇〇七年金曲獎最佳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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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和客語歌手，更使姊妹倆受到媒體的關注。

　　談及這段使她嶄露頭角的經歷，邱俐綾笑著表示，專輯入圍金曲獎可以說是無心插柳，因為

參賽的創作者全是母語原創大賽上認識的朋友，所以也不在意是否會得獎。反倒是第一次看到盛

大的場面，緊張的情緒包圍著兩姊妹，害怕「高跟鞋太高」、「紅毯會走跌倒」，還有「禮車窗

戶降下來怎麼辦？」。對邱俐綾來說，入圍是個有趣無比的經驗，但這並不影響她的創作方向。

阿婆身影阿婆身影   典型客家形象典型客家形象

　　邱俐綾的創作深深受到童年生活經驗的影響，兒時最深刻的記憶，定格於外婆與母親這兩個

女人的圖像。她們的人格特質，全然符合客家女性樸實內斂、硬頸堅毅的形象。邱俐綾說，外婆

是傳統的農婦，長年打著赤腳、踩在土地上工作，變形的腳掌記錄著經年累月的辛勞。而母親個

性勤儉，總是彎腰拾起別人眼中不重要的小東西，保存下來，相信未來必有用途。母親和外婆留

下的這些生活點滴，都潛移默化地影響邱俐綾的創作，再再反映於歌曲中對生命記憶的摹寫。

　　《夢土》這首在原創母語大賽獲得佳作的歌曲，便是吟唱著客家農村過去的美好。小時候，

邱俐綾曾有段時間和外婆一起住在屏東的內埔鄉下，看見外婆那種日日赤腳與土地接觸的記憶，

後來都化作歌詞：「有一條河，捱按佢做思念河。流過山，流過田，流向捱。土地介記憶，溶進

水中，濕潤捱介嘴……」(有一條河，我叫它思念河。流過山，流過田，流向我。土地的記憶，溶

進水中，濕潤我的嘴……)。童年中，月光朦朧的畫面與野薑花的氣味，充滿思念的河水承載著記

憶，潤澤了念舊的雙唇，這不只勾起童年回憶，也牽引出聽眾的共鳴。

　　直到外婆過世，邱俐綾才察覺到自己與外婆的深厚情感，進而寫出《我記得》這首歌，用來

紀念外婆這個名為「李劉日興妹」的客家女人。邱俐綾表示，小時候總覺得外婆的名字是全世界

最特別的，因為總共有五個字。外婆下田勤奮的身影、拿手好菜，甚至講古、講日語給自己聽的

記憶，她都轉化為歌詞，希望藉由演唱，傳遞給天上的「阿婆」聽見，知道孫女有多麼地思念她

！

肩負傳承肩負傳承   客語思維創作客語思維創作

　　在創作這條路上，一開始的譜曲填詞，邱俐綾和堂妹純粹為了好玩，並沒有立定目標要成為

歌手。後來逐漸聽聞許多人喜歡她們兩姊妹的創作，這些用客家母語創作的歌曲竟能夠引起聽眾

共鳴，讓她十分驚喜。甚至，有歌迷向邱俐綾表示，這些歌曲引發了他們對客語的興趣，藉由聽

歌來學習如何講客家話。因此，她開始有種使命感，要將客家文化正確地傳遞，讓聽歌的人能夠

看見客家生活的原貌，了解客家人的生活觀點。於是邱俐綾變得謹慎許多，創作時會特別用心考

據用詞的恰當與否等細節，為的是在傳遞個人情感的同時，也勾勒出心中完整的客家族群形象。

　　當然，最困難的是國語與客語創作的轉換。要把一首國語歌曲翻譯成客語版本，對邱俐綾來

說，「比寫一首新的還難！」無論是押韻，或者字句的排序重組都是困難重重，於是她放棄長年

來習慣的國語創作思維，訓練自己用客家話去思考，去練習表達心中的畫面和感情。她說這當然

需要時間適應，直到現在運用到一些客語字彙時，還是得去確認它的用法與正確性。

　　然而，邱俐綾認為無論如何，「創作就是記錄下自己生活上所感動的東西」。秉持著這個簡

單的信念，她把創作歸類在「生活」而非工作。因為她相信，當把喜好當作工作，最初的快樂反

而就變質了，這也是她在一張專輯獲得好評後，一直沒有出第二張作品的原因。

　　邱俐綾解釋，除了因為堂妹遠赴紐西蘭工作之外，最主要還是自己心態轉變的問題。以前是

因為自由愉快而唱而作，現在是為了創作而創作，不免壓縮自己的生活，甚至承受了眾人期待的

壓力，反而因此降低了歌曲裡情感的真實度。對於減緩創作腳步，她周圍的朋友，甚至經紀人都

給予支持，希望她所表達出的是最真切而動人的旋律。

在「人生的歌慢慢唱」節目中，每次和老人互動都令她感覺充實。(邱俐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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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一代新生一代   寫出生命故事寫出生命故事

　　身為新世代客家人的邱俐綾，堅持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與記錄，因為「創作的東西是很主觀

的」。她認為傳統客家山歌擁有非常獨特的美感與保存價值，但她所憑藉的經驗與年歲，都不足

以傳神地表達出這些歌曲的味道，同時她的生長環境也已經和早期那個唱山歌的年代大不相同。

因此，她認為客家年輕人應該用自己的眼光和方式來傳達對客家文化的看法，寫下這一代人生命

的故事，還有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感動。

　　邱俐綾同時也感受到新一代客家子弟的轉變。由於社會環境變遷，許多年輕人的價值觀也不

同了，對於傳統客家人的描繪，顯然已不適用於新一代的客家人。不過邱俐綾認為，客家精神不

能說是消逝，而是轉化成另一種方式寄存於血脈裡，就像母親所表現出的勤儉，反映到她身上時

，可以定義為「念舊」與「環保」。

主持電視台主持電視台  精彩作客他鄉精彩作客他鄉

　　最近，她開始參與並主持客家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作客他鄉》時遊歷巴西，並接觸早年客

家移民的後代；在《人生的歌慢慢唱》中與老年人分享自己的創作。對邱俐綾來說，「這樣人生

才豐富精采！」藉著這個節目，邱利綾同時也帶領更多觀眾看見不同客家年代、不同客家文化的

生活面向。

　　她用篤定的語氣說：「音樂是拿來玩的」。這是一種生命的投影，不只記錄悲喜片段，更是

引起共鳴的力量。邱俐綾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與方向，她將繼續用最自在、最令自己開懷大笑的

方式創作與記錄，譜出生命裡真切動人的情感，也唱出她眼裡最獨特的客家記憶！

附件下載：
姚映竹.高綮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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