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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榮昌劉榮昌 寫歌．發現之旅寫歌．發現之旅

2014-03-29   薛世如 

　　一副細框的銀色眼鏡，一頂黑灰色的毛帽，再加上素面的灰色上衣和牛仔褲，輕鬆又休閒的

打扮，讓人很難將眼前的這位男士和歌手那華麗的樣貌連結起來。但他一開口，清澈而爽亮的聲

音，立刻讓人深信他的歌聲也一定非常動聽。

　　他是劉榮昌，客家音樂創作人。

　　投入創作一路走來，劉榮昌榮獲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獎項，還曾經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客

語演唱人及最佳客語專輯兩項大獎。對他而言，《老樹新枝》這張專輯的發行，是他創作生涯裡

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這張專輯代表的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他要用音樂來呈現

他所認識的客家。

劉榮昌在舞台上高歌，臉上充滿了自信和驕傲。（劉榮昌／提供）

用心生活用心生活  處處都是靈感處處都是靈感

　　爸爸是客家人，身上流著一半客家血液的劉榮昌，從小住在台北，但由講台語的外婆帶大，

小時候就是在這樣多語言的環境下長大。提到為何會用客語創作歌詞，劉榮昌說，「對我來說，

既然已經接觸到了，那就拿來寫歌和創作，我覺得一切還蠻自然的。」對於音樂創作，他認為客

家音樂和一般國語流行音樂最大的差別，僅止於語言和傳統元素罷了，如果拿掉了這兩個因素，

不管是台語、國語音樂或是世界其他音樂，其實都差不多。

　　那麼，創作客家歌曲時，靈感的來源是什麼呢？劉榮昌靦腆地說：「就是生活吧！」除了自

己感興趣的事以外，在生活中遇到了什麼特別感動的事，劉榮昌就會把它記錄下來，累積起來就

成了他的創作靈感來源，而不用太刻意地尋找。劉榮昌覺得，只要用心的去生活去體會，創作的

靈感來源是不會枯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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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客家音樂對我來說，其實比較像是一種發現」，劉榮昌感性地說。在創作過程中，他

發現了自己沒看到的客家面向，也更深入了解了客家人的生活，所以他認為創作客家音樂對他來

說，與其說是一種工作，還不如說是一種發現和學習的過程，發現講這個語言的族群，還有他們

的想法。

片面之知片面之知  瞎子摸客家象瞎子摸客家象

　　劉榮昌認為，客家的本質其實並不能用簡單的形容詞或是三言兩語來帶過，「你可以去看多

數客家的生活狀態是什麼，然後去找大概是怎麼一回事，這有點像是瞎子在摸客家象，一人只能

摸到一部分。」有人說客家人勤勞節儉，有人說客家人硬頸，也有人說客家人的生活純樸簡單，

每一個人看到的客家面向都不同，再經過整合，才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全貌。

　　劉榮昌說：「雖然我是半個客家人，但是真正能講一口流利的客家話，那也是大學時候的事

情了。」在他成長的過程中，雖然有很多可以接觸到客家話的機會，但是他覺得客家話和一般的

語言不同，因為不是拿來交際或工作的，所以如果沒有刻意去學習，即便有很好的環境也沒有太

大的幫助。

　　他還提到，現在一般人所熟知的客家都還停留在農業社會拿鋤頭種田的時代，那是因為這樣

的傳統和形象是現在社會大眾創造出來的。對他而言，客家就是一個名詞，定義出一群人，他還

說：「現在都世界一家了啊！所以客家對我而言，頂多是一種語言的分類。」

一種責任一種責任  做不賺錢的事做不賺錢的事

　　對於創作靈感豐沛的劉榮昌而言，創作並不困難，但要將作品發表，或者是把一件東西做到

「有質感」卻很難。因為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對每一件事情都會全力以赴，雖然客家音樂專

輯的市場並不大，但是他還是堅持下去，「雖然大多數人都還蠻喜歡賺錢的，可是還是要花時間

去做不賺錢的事情，那是一種責任吧」，他說。

　　儘管對創作客家歌曲有極大的責任感，但提到傳承客家文化時，他說：「講傳承這個詞我覺

得太嚴重了啦！大家聽到臉就都綠了。」他認為，在自己的崗位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在替客家

做事，因為這麼想，所以他對自己的作品都有很深的期待和很高的要求。在發行第一張專輯時，

他沒有太多的想法，只知道要繼續做下去，「我覺得我們創作者該做的事就是一直創作，不要停

下來。」雖然這是一條不容易的路，但他覺得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在《老樹新枝》這張專輯發行時，他想到的是如何繼續做出更好的音樂，畢竟社會對客家音

樂的認識度並不高，也沒有太多的接觸，即使現在的資源和以前相比已經豐富許多，但他仍認為

政府機關應該配合在前線打仗的人，而不是一層又一層的行政和宣傳抽成，「如果政府那邊有十

塊錢的預算的話，最後到達真正在第一線打仗的人，拿到的可能連五毛都不到。」他感嘆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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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起吉他，自信地演唱著自己的音樂，劉榮昌認為這就是在為客家貢獻。（劉榮昌／提供）

做好本分做好本分  為客家盡心力為客家盡心力

　　努力把客家音樂做到最好，這是他為客家所能付出的，而他也希望從事各種行業的客家人能

盡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不是本末倒置的丟下手邊的工作去搖旗吶喊恢復客家文化云云。盡自己

的本分，就是在為客家盡心力。

　　「如果台灣是一個系統，我覺得我們還在一個充實內涵的過程，重點不是讓人家看到客家，

而是客家人做了多少事是值得被看到的。」劉榮昌用音樂讓大家看到也聽到了客家人的聲音，他

認為一味地想讓人看到客家令他很不解，應該一步一步來，而不是想要迅速地發光發熱。

　　「我們沒有辦法老是都在耕田、拿鋤頭、戴斗笠，應該思考的是有沒有可以呈現當代客家樣

貌的作品或特色？」劉榮昌認為，客委會所形塑的一直都是客家的傳統面向，但那能持續多久是

個問題，客家不能一直停留在過去，而是要創造些東西來延續，透過音樂，劉榮昌認為他用音樂

充實了客家的內涵，但他也說這樣還是不夠的。

　　外在的形象美化固然也很重要，但劉榮昌覺得實質的內在充實才是大家應該去努力做的，不

然到時候的客家就會淪為空有華麗的外表，但骨子裡卻一點東西都沒有的空殼，他說：「我從來

不認為我為客家做了什麼很偉大的事，但我相信這樣一直地付出很值得。」因為認同，所以才肯

願意付出和犧牲。

　　「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並沒有做出什麼太多值得被注意的事情，所以讓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

上好好努力吧！」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了自己的感觸，也道出了他對客家深深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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