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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煥波是一位教唱客家歌謠的老師。出身於新竹

北埔的他，講著一口流利的海陸腔客家話，十三歲
開始接觸樂器，在二OO一年新竹縣客家金曲獎中
獲得最佳客語歌唱作曲人獎，並且入圍同年同獎項
的客語歌曲男演唱人獎和客語歌曲作詞人獎。他在
二OO七年時成立了「三皮客家藝術團」，推廣客
家歌，並寫了《有閒來北埔聊》這首歌歌詠北埔風
情，被北埔鄉民視為「鄉歌」。
梁煥波是個天生的音樂人，從小就接觸不同的樂

器，也參與大大小小的音樂比賽。小時候對洞簫很
感興趣，可是買一支洞簫動輒要價二十五元，家
裡根本負擔不起，對音樂極有興趣的他只好自己動
手做。國二那年他參加學校的樂隊，主要吹奏小喇
叭。他對音樂的熱愛也表現在歌唱上，常參加學校
的歌唱比賽，在南台工專唸書時，還曾拿到前幾名

的名次。

歌唱高手 創作展露深情

後來梁煥波進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當技術員，在中
科院的合唱團裡擔任男高音，並在院內舉辦的第一
屆卡拉ＯＫ比賽拿下第一名的殊榮，他也因此從
參賽者一躍變成評審，還被指派去參加全國歌唱比
賽。在全國賽中每個參賽者都是頂尖高手，這些音
樂與歌唱的經歷都奠定了梁煥波教唱客家歌謠班的
基礎。
「第一次接觸到客家流行音樂是在二十六年

前」，梁煥波憶道，那時的他走在夜市裡，聽到了
鄧百成的《細妹按靚》、《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兩
首客家歌曲，讓他當下覺得「客家」漸漸有了內
涵，終於要「抬頭」了。
那時梁煥波才剛參加胡泉雄老師的客家歌謠班。

他表示，胡泉雄的客家歌謠教唱把客家三大調的音
樂概念帶動起來，讓大家知道男生和女生唱客家
歌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對客家文化帶來很正面的影
響。「或許他正是影響我後來也投入教唱客家歌謠
班的原因之一吧！」梁煥波回憶著說。
因為客家歌謠班的啟發，梁煥波開始嘗試創作客

家歌曲。可能是小時候聽多了野台戲，有了客家音
樂創作的概念，在沒有老師指導的情況下，他努力
自學，創作出不少燴炙人口的歌曲。
他的創作靈感主要來自於個人經驗與週遭的人事

物，像《夜半想子》這首歌就描述他思念遠赴高雄
的兒子的心境，而《今年特別冷》寫實地敘述自
己當年被中科院裁員的處境。不過情人才是梁煥波
最大的創作動力，為此他寫下數首客家情歌，例如
《難圓鴛鴦夢》、《夢中人》、《情深緣淺》、
《解開情鎖鍊》、《相戀清水坑》等，都唱出了兩
人深深的戀情。

薪傳教師　四處開班教唱

過去這二十幾年來，梁煥波持續創作客家音樂，
直到目前為止，寫過的客家歌有五十四首，其中
二十幾首曾正式對外發表。這些年不斷的創作，也
讓他榮獲新竹縣客家金曲獎數個獎項的肯定，所憑

藉的就是那首描述他小學二年級時當花童，辛苦爬
山路、扛轎子的《轎伕》一曲。他不好意思地說：
「或許是歌詞內容是很實在的字句和非常客家的味
道，讓評審選我為第一名。」
梁煥波締造了許多第一：他是第一個用西樂伴奏

客家流行歌小調的人，把客家音樂向外推展到另一
個層次，不只創作傳統音樂，也創作客家流行音
樂。擔憂客家文化會消失，梁煥波也取得客委會的
客家歌曲薪傳師證照，以開班教授歌曲的方式保存
族群文化。「薪傳師證照我也是第一批發放時拿到
的！」梁煥波充滿自信地說。
有豐富的客家音樂底子，並且會洞簫、笛子、胡

琴、電子琴這些樂器的梁煥波，是客家歌謠班同學
眼中的好老師。一九九九年起開始教唱客家歌謠，

目前開課的地方眾多，包括中壢東興、竹東三重
里、龍潭九龍村、蘆竹大竹村、中壢華勛里、大
園、平鎮獅子林等，當然也有在自己的家鄉北埔教
課，甚至還有一個班遠在台北新莊。
梁煥波其實很想把客家歌傳授給學生，但他說

「學生不一定會領情，就像中壢班的學生很不喜歡
唱客家歌，每次上客家歌時背包背著就走。」但教
學的過程中還是有讓他開心的場面，例如新莊班的
同學就很喜歡唱客家山歌。
客家歌有分三大調和小調，三大調為平板、老山

歌和山歌仔，平板有八種唱法，而老山歌男女都可
以唱，山歌仔則有高調低調八度音，梁煥波認為教
好客家歌是他的本分，但要唱好客家歌也必須靠學
生自己努力練唱，從梁煥波每天都在教唱客家歌來

看，唱功就是這樣練出來的吧！

組三皮藝術團 赴日演出

「三皮客家藝術團」是梁煥波一手組織、成立的
演藝團體，取名為三皮，正是因為梁煥波的「波」
字，它的成立宗旨是把客家歌推廣出去，發揚光
大。藝術團表演的內容很廣泛，包含創作及歌曲演
唱、民俗舞蹈、三腳採茶演出等，而歌曲演唱部分
是梁煥波負責帶領演出，曾應邀赴日本大阪、東京
參加關西崇正會、東京崇正公會之年度大會演出，
也曾在龍潭鄉客家文化館的鄧雨賢音樂研習營表
演。不過後來政府不斷減少補助，成立近三年的三
皮客家藝術團在前幾年解散了，但梁煥波沒有因此
挫敗，由客家歌謠班遞補，帶著學生們穿梭在各個
活動的表演場合，繼續把客家歌曲傳唱出去。
故鄉在北埔，梁煥波也替北埔寫了《有閒來北埔

聊》、《北埔人，北埔情》兩首客家歌，而《有閒
來北埔聊》這首歌還被鄉民認定是北埔的鄉歌，更
有縣議員在公開場合常唱這首歌，曾經有段時間這
首歌還成為北埔國小音樂課的教材。梁煥波開玩笑
地說：「沿著這首歌的歌詞就可以逛透北埔了。」
梁煥波對於北埔有種很深的情感，目前居住於桃

園龍潭的梁煥波，每年都會固定回故鄉和家人團
聚，有朝一日還是想要搬回北埔定居，重當北埔
人。真是「北埔人北埔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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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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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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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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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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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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本分 為客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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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 不只有傳統的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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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於客家的廣告在媒體的曝光度

愈來愈高，客家這個族群也確確實實的被大眾
所看到了。但劉榮昌有更深一層的想法，他表
示：「被看到是一回事，可是被看到的是怎樣
的觀感，我覺得那才是重要的。」他不希望客
家顯現出停留在傳統農業社會階段的那一面，
現代的客家人也應該創造一些值得被後代看到
的客家新文化。
「客家新文化是什麼，其實是很難去定義

的，也是我們這一代的人要努力創造的地
方。」劉榮昌從不把自己侷限在客家這個名詞
裡，對他而言，客家是另一種資產，讓他的創
作更加多元和豐富。客家新文化，沒有絕對的
形式和定義，劉榮昌說：「這是一個值得去思
考和開發的文化，畢竟每個文化都是被創造出
來的，只是現在的我們想給客家創造一個什麼
樣的文化面貌罷了。」
劉榮昌認為，現代的客家人並沒有做出什麼

特別值得被注意的事情，所以要創造屬於這個
時代的客家新文化並不是那麼容易，況且，現
代的客家應該被呈現的樣貌是什麼，也是值得
深思的問題。如果客家有了當代的特色，那麼
文化的形塑就不再那麼困難，因此，劉榮昌用
音樂為客家發聲，希望大家能夠聽見客家的音
樂，從音樂中去認識當代的客家。
客家新文化，要的是創新與突破，但並沒有

既定的形式。客家也可以很流行，而非一直停
留在過去的農村形象，不用靠大破大立，只要
做好份內的事，讓大家看到客家人發光發亮的
一面，客家新文化的形塑，不是只有客家人來
做，也需要大眾的支持與肯定，劉榮昌表示：
「當有一個客家文化是大家願意拍拍手認同的
時候，那就是一個客家的新文化了。」

老樹新枝 尋找客家新面向

劉榮昌

梁煥波

寫歌．發現之旅

創作歌曲無數 為家鄉北埔譜鄉歌

傳唱客家歌謠　叫他第一名 腔調有訣竅　學客語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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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口在台灣大概有三、四百萬人，但真

正會講出一口流利客家話的人佔不到其中的三
分之一，大概才一百多萬人而已。梁煥波教唱
客家歌謠，為的就是讓客家語言和文化能保存
下來並推廣出去。
對於目前許多大學或高中已經開始開設客語

課程，梁煥波很欣慰，認為這可改善大部分客
家年輕人不會講客家話的現象。但他也強調，
對於從來沒學過客家話的學生來說，客語就跟
英文一樣，不管學生的父母是閩南人，或是不
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它都算是個「外來」的
語言，學習上一定有一些障礙。
為了讓學生們更容易學會客家話，梁煥波教

導了一些學客家話的訣竅，最基本的就是分辨
客家話的四縣腔和海陸腔，例如國語唸作「皮
ㄆㄧˊ」二聲，則四縣腔要比它多一聲，唸作
三聲唸成「疋ㄆㄧˇ」，海陸腔則是比國語降
一聲變成音一聲的「披ㄆㄧ」。
梁煥波說，大部分客家話幾乎都可依照這種

模式從國語變化而來，但有少數例外，雖然有
些聲母可能不同，但咬字普遍來講是遵從這種
模式。簡單的原則，讓初學者了解客家話的奧
妙，原來學客家話如此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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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客家歌謠班的上課方式就是由梁煥波親自彈琴帶動唱。 （謝昌錡／攝影）

梁煥波演奏洞簫，卻謙稱自己不擅長。 （謝昌錡／攝影）

劉榮昌常一人在微黃的燈光下，用facebook推廣自己的音樂，期待更多人聽到好聲音。 （薛世如／攝影）

躺在木地板上，隨興的撥動吉他和弦，劉榮昌就是在這樣
輕鬆愉快的心情下創作。 （劉榮昌／提供）

People 4
客家文化的推手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梁煥波家中珍藏的2001年新竹縣客家金曲獎客家歌曲男演唱人獎入圍獎。
 （謝昌錡／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