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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曾新蔘的辦公室，裡頭充滿了古色古香的氣

息，雕花桌椅、古瓷花瓶、潑墨山水畫等，都流露
出濃厚的文學味，這些作品也凸顯了辦公室主人在
藝術以及文化這方面有著相當高的品味。牆上釘著
寫滿待辦事項的行事曆，密密麻麻的都是帶團參觀
的時間，以及和村莊代表約好的見面時間。
曾新蔘目前任職於桃園縣龍潭鄉圖書館藝文中

心，而他的工作就是將各式各樣的文化介紹給大
眾。
曾新蔘早年曾投入地方文史工作，但後來轉到圖

書館從事藝文工作，原因是中間出現了一些轉折。
他透露了一段往事，早在一九八九年，他就針對原

住民文化做一些記錄和保存。他說，出於小時候對
文化研究的喜愛，他選擇了相關的學系，之後就將
所學用在文史工作上。而後在一九九四年，因客家
運動開始蓬勃，政府也關注到這一塊，身為客家人
的曾新蔘，很自然地轉而投入有關客家文化的文史
工作。

找出鄉鎮特有文化

他表示，受到當時環境趨勢影響，有很多客家文
化正在推行，在傳播方面也下了許多工夫，像是客
家電台等，都是那個時期的產物。而受到環境的影
響，再加上曾新蔘本身又是客家人，所以他很欣然
的投入了客家文史工作這個產業。
曾新蔘說，當時一般客家人的客家意識不強，他

和夥伴們的目標，就是盡全力去找出每一個鄉鎮特
有的文化以及特色，還有這些特色背後的歷史，
再去區分出屬於客家的文化。這個過程中碰到很多
困難，像是根本不是客家人聚集卻有客家文化的村
莊，算不算考察隊的責任範圍？一些不好的文化和
迷信，該不該列出？這些問題都困擾著他們。
曾新蔘表示，在找出各鄉鎮的特色之後，接著就

是架設出平台供居民使用，否則如果只是由政府或
是地方文史工作室來領導這些事務，那成效一定有
限。但是，如果是當地居民們共同發起這個活動，
那改變必然會相當大。

培養在地導覽人才

「我們雖然無法要求他們要做到什麼等級，但是
只要當他們發酵起來，未來的潛力將是無窮的」，
曾新蔘語重心長地說。他強調，這就和社區發展理
論是一樣的，凝聚了當地居民的力量，讓他們來主
導整個客家文化的發展，而這些文史工作者只提供
一開始的起頭，以及在實踐這些計畫時，提供一些

過來的經驗從旁幫助，來實現他們的夢想。
文史工作進行一段時間之後，曾新蔘改行從事藝

文推廣。他舉龍潭為例，現在這個鄉鎮裡面已經有
許多社區在重新構築客家文化特色，但是在推廣方
面缺少了一些經驗，需要有人來傳遞更多的客家文
化知識給當地居民，除了能帶給大家更多的客家文
化知識，同時也培養一些在地的人才，在未來能對
這些城鄉進行導覽，讓這些城鎮受到大眾的注意。

喜愛客家文物與歷史

在訪問的過程中，不難見到曾新蔘對於客家文物
與歷史的喜愛，或許也是因為這種熱情，支持他一
路走下去。或許是他血液裡流的客家精神，讓他最
終回到母文化的懷抱，並將它不被人知的那一面尋
找出來，介紹給社會大眾認識。
那麼什麼是客家文化的特色呢？出生在桃園縣龍

潭鄉的曾新蔘，是位土生土長的客家人，不過他認
為在族群融合下，不管是客家人、福佬人或是外省
人，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很像了，尤其是他的雙親

長期經商，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著很頻繁的接觸，
自然而然，生活習慣也就漸漸一樣了。

愛重口味食物 愛做醃菜

不過在一些生活的小細節裡，還是可以分辨出客
家的不同。舉吃為例，曾新蔘表示，客家人的口味
會比較鹹，也會比較油一些，會這樣料理一方面是
因為容易保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客家人做勞力的
工作，要流很多汗，所以特別需要吃鹹的食物。還
有在使用食材方面，客家人常會將其製作成醃菜，
像是蘿蔔、長年菜等，這也是因為這些東西通常都
是自己種植後生產過剩的，所以只好自己保存食
用，為了保存容易，也會將部分食物做成醃漬品。
曾新蔘說，在特殊的節目，客家人會料理的菜

餚也很特別，例如在農曆春節快結束時的「天穿
日」，主要是來祭祀女媧，此時客家人會先使用地
瓜、蛋、香菜等食材做成餅，用來祭祀。曾新蔘  
強調，其實使用這些食材是有原因的，因為快過完
年，有些食材吃不完，趁著這個節慶一起把用剩的

食物清一清，「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客家人有多
節儉了」。

節儉．互助．忠孝

除了節儉外，客家人也有互助的精神。曾新蔘
說，天穿日之後就是「開工」了，客家人會邀請一
些親戚朋友及商家來家裡做客吃飯，目的是要告訴
他們「我要開始工作了，在未來的工作裡可能需要
各位的一些幫助，麻煩各位來協助一下」，像是
在插秧或是收成時可能需要不少人力，藉由這種方
法，大家就能互相幫忙，創造出雙贏。
另外，曾新蔘指出，客家人很重視「忠孝」兩

字，在祭拜祖先的時候，整個家族的人都會到，因
為祖先都葬在同一個大墓穴裡，此時大人小孩都會
出席，在過程中，大人也會將「慎終追遠，飲水思
源」的觀念傳給孩子們，所以自然而然，孝的觀念
就被烙印在腦海裡了，這也是他從小到大奉行的精
神，未來也一定會將這個精神繼續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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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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堂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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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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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七年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和客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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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是個無比有趣的
經驗，但這並不影響她的創作方向。

阿婆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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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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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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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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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藥 採得暖暖客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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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親切、笑聲爽朗的邱俐綾，人生的選擇

總是不按牌理出牌。她的想法與創意往往令人
出乎意料的驚嘆，言談中不斷顯露出自己是那
種「我喜歡、我想做，才會去做的人」。現在
除了音樂創作者與國小老師的身分外，她更在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進修。身為一個
音樂人，大家都以為她的研究論文會以客家現
代音樂等與自己切身相關的領域為主題。殊不
知，她卻是極具巧思地選擇了「客家藥草」做
為研究對象！
這個看似陌生冰冷的主題，其實出乎意料地

貼近日常生活。無論閩南、客家或者原住民族
群，長久以來都有使用藥草的傳統與習俗。而
客家媳婦代代傳承的藥草習俗就是在生產後，
整段坐月子的時間都必須洗「大風草」浴，以
免受寒而傷及筋骨。
邱俐綾指出，許多閩客族群的藥草使用方法

相近，因此她不將研究主題著重在閩客比較，
而是針對傳統客家人使用藥草的方式及場合或
時機一一記錄。為此，她回到故鄉屏東縣，選
擇了堪稱全縣最「純粹」的客家鄉鎮─麟洛鄉
為考察據點。邱俐綾時常到廟口與當地耆老一
起製作由草藥編織而成的祭祀用品。因為她親
切的態度和笑容，使耆老們樂意分享經驗，更
幫她牽了許多人脈。邱俐綾的好友就曾誇張地
表示，這種好運氣「簡直像在過年一樣喜氣洋
洋的」，讓她的訪查順利地持續進行。
對她來說這份研究不僅是用一種創新的角度

記錄客家文化，在與當地耆老相處接觸的過程
裡，邱俐綾也找到對外婆情感的投射。與麟洛
這群客家耆老建立親密的關係，傾聽他們講述
客家人的傳奇故事，讓她變得更容易感動。邱
俐綾愉快地說：「這些東西一點一滴都是我的
養分」，不只是個人的文化紀錄與認同，更成
為她日後持續音樂創作的動力！

吟唱童年美好記憶

邱俐綾
自在玩音樂 真情最動人

曾新蔘
凝聚居民力量 助他們實現夢想

從文史到藝文  一路走來

導覽 就是文化傳承

●高綮翊/報導
身為龍潭鄉圖書館的藝文中心導覽員，曾

新蔘也曾對地方歷史下了不少工夫。他說，
以前的課堂作業有一次是要帶學生去看他自
己所要報告的地方，而他花了將近一個月的
時間，去認識當地的居民。雖然在報告中曾
調查過，但要和當地的居民變成朋友，不是
那麼一蹴可幾，曾新蔘也因此了解到，和導
覽當地的人熟識，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所
以現在在導覽之前，曾新蔘一定會去熟悉當
地環境和民眾，除了解書面上的東西，也要
知道當地的人心裡是怎麼想。
現在，曾新蔘的導覽地區大部分是在龍潭

為主，以主題細分成很多不同的區塊。例
如，龍潭市區主要是介紹大範圍的文化，
囊括食衣住行、宗教、人文藝術等，有些地
方則是有專門介紹的主題，像是大坪這個村
落，有很多的客家古厝，所以這裡的介紹就
會以建築物的結構、外觀為主軸。
將各地的特色，以「一鄉一特色」的方式

表現出來，正是曾新蔘想實現的夢想。他
說，藉由導覽以及介紹，將文化以及其所包
含的精神傳承下去，是他最大的目標。「其
實龍潭很美，只是它還沒有被大家熟知」，
曾新蔘說道。
曾新蔘認真地訴說著龍潭各個聚落所代表

的特色以及歷史文化，他所散播的種子，似
乎也慢慢地成長，將文化的火炬傳承下去。

左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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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俐綾(左)與邱幸儀是
感情深厚的堂姊妹，合
作「戀戀舊山線」專輯
入圍二OO七年金曲獎最
佳客語創作以及最佳客
語歌手兩項。 
 (邱俐綾/提供) 

曾新蔘(圖中)透過藝文活動與民眾進一步接觸。 (高綮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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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邱俐綾(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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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新蔘是土生土長的龍潭人，對客家文物與歷史非常喜
愛。 (高綮翊/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