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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捷明張捷明 客家安徒生客家安徒生

2014-03-29   白婞嫈 

    張捷明在苗栗公館出生、成長，因為高中時期所讀的專業是紡織，所以在退伍之後，他便北上

到了當時紡織業興盛的桃園工作、定居。多年來，他早已視桃園為第二個故鄉，除努力做好紡織

的本業，近年來更一頭栽入客語有聲童書的世界。

    從年輕時開始，張捷明就像寫日記般，每天寫下一些以客語創作的故事。長期累積的創作，增

進他尋找寫作素材的敏銳度，更使他能得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補助，一年出版兩本童書，卻不

影響原有的工作。原先他只是單純想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未曾想過要出書，竟然無心插柳柳成蔭

，成了童書界的「客家安徒生」。

年少愛拼音年少愛拼音  拼出心得拼出心得

　　張捷明從小住在客家庄內，祖父的朋友是一位在地方上很有聲望，而且家中藏書汗牛充棟的

鄉長。當時年紀輕輕的張捷明，一有機會跟著祖父出門拜訪那位鄉長朋友，他總會趁機到鄉長家

裡看那滿滿一櫃子的書。其中，陪伴他最長一段時間的刊物，就是號稱「最早客家書刊」的《苗

友周刊》。對於年紀小小的張捷明來說，《苗友周刊》就是他重要的休閒娛樂，這也使得他對書

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國中的時候，張捷明就自製了一張廣東話拼音表，這也埋下種子，讓他後來走上客語書籍的

創作之路。當時他認識了一位廣東人，因為覺得廣東話很有意思，便向那位朋友學習。不料，為

了記住廣東話裡許多和國語不同的發音，他必須不斷發明記錄發音的文字，但是用作標記的符號

仍然一直不夠、不完整。這看似是一個小小的挫折，但無形間，卻培養了張捷明日後獨力完成「

客語文字拼音表」的能力。

    漢語共分八大語系，客語可說是最古老的一支。張捷明明白地指出，客家文化如果消失了，不

只是客家人的損失，更是整個漢民族的損失。他強調，「用國語念唐詩，和用英文一樣，唸不出

真正的抑揚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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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客家話是張捷明寫作客語繪本的主要目的。(張捷明/提供)

還我母語還我母語  獨創客語拼音表獨創客語拼音表

    張捷明說，大約二十年前，國內開始了一個相當有意義，現在也仍以各種方式持續推動的「還

我母語運動」。在那之前的臺灣，不准說方言，讓擁有多元文化的臺灣成為一個獨尊「國語」的

社會，缺乏多樣性的語言學習環境。但人民的語言是無法被鎮壓的，客家話、閩南語，各族原住

民語成為政府不得不正視的重要議題。當時的張捷明正好搭上這個風潮，又發現了臺北有可以學

客語拼音的課程，便特地從桃園北上聽課。因為原先就曾有寫拼音的經驗，所以在課程結束以前

，張捷明就完成了自己獨創的「客語拼音表」。他自豪地說，在他所出版的童書中，每一本都有

他自己歸納出的拼音表，可以讓想學客家話的人對照。

    張捷明在家裡和自己孩子溝通的時候，總是使用客家話，他特別強調：「語言是拿來使用的，

是一種情境。大家都說，是因為小孩子不會說客家話，才會讓客語沒落，但我認為，大人不開口

說客家話，才是客家話沒落的原因。」他並提到，有些人會用國語說「講客家話很好，要傳承」

，但卻從來不用客語說這些話，顯得有些諷刺。不過他也表示，不說客家話也許是有「禁說方言

」時的心理障礙，就算已經解禁了，但一些人還是會不太敢大聲說出自己的客家身分。

    張捷明不只清楚地分析客家文化逐漸沒落的一大原因，甚至還在自己所出版的童書中，將這些

想法實際用客語寫出來，希望能讓更多人「敢講客(家話)，贏過有能力講客(家話)」。

敢講客敢講客  贏過有能力講客贏過有能力講客

    在他的女兒讀中學期間，學校舉辦了一個客語演講比賽，她請爸爸幫忙寫演講稿，這讓張捷明

想到，以說故事的方法能使演講更生動。因為這樣的寫法效果很好，因此他之後又替女兒寫了數

篇演講稿，而這就成為了他出書的重要契機。　　

    出了很多本書，並在《客家雜誌》定期發表文章的張捷明，在文學界中被稱作「客家安徒生」

，他發表的文章也常被國中小學的客語老師當成教材使用。在客家文學創作的圈內，他的確是著

作不少的一位，他面露期待地說，希望能一直寫下去，就像安徒生一樣，讓自己的作品廣為流傳

。他又表示，自己能夠有些付出，是很喜悅的，而且寫兒童故事會讓心變得年輕。

    雖然張捷明以客語創作童書，但他坦言，古老的客家故事早已與現今的社會脫節，對許多事物

的看法，也和現在的教育理念相差許多。張捷明說明，當授課的教師，還有被傳授知識的學生仔

細思考時，就會發現，舊的客家文化是有改進空間的，應該將「好的、正面的保存下來，把舊的(

隱含負面意義的)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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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捷明表示，寫童書就像寫日記般，能夠持之以恆就會累積出驚人的成果。(張捷明/提供)

傳承美好客家傳承美好客家  融合現代融合現代

    他另外補充，現在應該教導給學生的客家話，是現代社會的事物，當學生們學好了以後，行有

餘力才幫助他們了解「以前的客家」。而要將古老的好觀念、好的文化融入現代，要像蓋房子一

樣，以古老的農業客家為基石，然後把現代的房子蓋在上頭。他並舉例說道，許多客語課本教的

字詞是農業時代的「斗笠」、「耕田」，但真正的客家應該是與時俱進的，老師、家長們需要教

導孩子學說客家話的「電腦」、「科技」等等新詞彙。

    提及對客家文化傳承的期許，張捷明說，每個人對客家的認同和觀念不一致，他希望每個人都

能從目前的認同，一步一步往前邁進，就像從會說客家話，到教小孩說客家話；或是從不公開客

家身分到勇於承認。但他最大的期望就是，每個人都能用客家話交談。

    張捷明打算二〇一一年繼續出版適合年輕人閱讀的客語有聲童書，可能會加上英文翻譯，要讓

臺灣青少年讀的書「有量又有質」。

    對於想學客家話的人，張捷明給了一個忠懇的建議：「不管如何就是要開口，就像英文是後天

習得的，別人知道自己說得怎麼樣，才能加以修正，也才會進步、說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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