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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是資料、公文、論文的辦公室裡，身穿著正

式的襯衫、西裝褲的范揚松，沉穩的氣息中帶著自
信的笑容，顯得怡然自得。頂著企管博士的頭銜，
在企業和教育領域打滾多年，范揚松掛著CEO、顧
問、節目主持人、詩人等多個頭銜，但他也是個客
家子弟，憑著自己的社會聲望，對客家文化的傳承
投注了不少的心力。

捨師專讀竹中  首個轉捩點

早期范家是在新埔那一帶種植茶和橘子，到了范
揚松的曾祖父那代開始移居到鄰近的新豐，對於家
族這個遷移的歷史，能言善道的范揚松開玩笑地
說，「兩百多年勇氣，只能移動十一點八公里。」
民國六、七O年代時，新豐工業區開始發展，范家
以代工為主要的生計，利潤微薄。因為家中貧寒，
升學是范揚松的首要抉擇，希望未來的生活能有所
改變，他一連參加了高、中職聯考和師專考試，竟
全都考上了。
因為家庭環境的因素，家人希望他讀新竹師專，

當時的時代背景念師專是因為有公費而且畢業後有
的工作保障。此外，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父母，認
為當老師是最偉大的工作。幸好舅舅獨排眾議勸他
父母，也因此當時范揚松雖然已到新竹師專報到，
卻因舅舅的一席話，讓他毅然地回新竹中學就讀，
但那時竹中已報到完畢，全校無人敢做決定，三天
後校長出差回來，在看過成績後同意讓他入學，需
要的程序到時候再補辦，而這也成了范揚松生命中
的第一個生涯轉折，而他也沒讓這位恩人校長失
望，在校三年都拿獎學金，履行對父母親的承諾，
不增加家裡的經濟負擔。

離家激起認同感 為文懷鄉

高中畢業後，范揚松離開熟悉的新竹，進入政大
企管系就讀，他發現全班一百三十個同學裡面，竟
只有兩個客家人，而也正是在那個環境下，第一次
感覺自己客家人的身分。只有在竹友會時才會一起
講客語，不過，范揚松當時還沒有所謂的客家主體
意識，在參加許多社團、結交朋友之後，客家人的
想法就淡化了。不過這段時間他常回到新豐辦村民
聯合晚會，開始有一種強烈的意念，應該回到這
片土地上做點事，因而才歸納出他的文學創作，
結合了土地和人民作為他寫作基調，「帶你走過大
地」、「俠的身世」、「木偶劇團」等著作表示
對土地的關懷，也為他贏得了許多著作的獎項和榮
譽。
大二那年，范揚松交了個閩南籍的女朋友，女朋

友一家人都討厭客家人，這件事當時深深地衝擊
他，「第一次覺得為什麼客家人會給人嫌棄、討
厭。」之後他才了解到，這是因為閩南人「娶老婆
要娶客家女孩子，嫁老公不要嫁給客家人」的傳統
觀念。

行銷龍泉茶 主持電視節目

念研究所時，好友游日正在龍潭鄉當鄉長，發現
龍潭人很窮困，當時沒有北二高或宏碁且物產有
限，因此想辦個客家文化活動的企劃案，范揚松受
邀幫忙，第一次涉入這個客家這個領域。當時，他
規畫十個不同的主題，在十天表現出客家的不同文
化，並且透過客家節慶推廣龍潭茶葉，讓原本被拿
去做凍頂烏龍茶茶菁的龍潭茶鹹魚翻生，大大提高
了利潤，龍潭茶葉不耐久泡但很香，「凍頂烏龍茶
前兩泡的香味就是龍潭的香味。」龍潭茶之後命名
為龍泉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品牌，更成為台灣地
方農特產的首度行銷，范揚松當時還出了一本台
灣民俗文化專輯，用報導文學的方式記錄這次的活
動。
在漸漸有了客家人的自覺之後，范揚松在因緣際

會下發現許多很有學問的大學教授都是客家人。他
深思，「台灣的客家人其實不少，只是一直沒有舞
台讓他們現身。」隨後，客家電台也來訪問他關於
客家的理念及發展歷程，發現他所談的正是客家電
視台所缺乏的，後來並邀請他擔任「高峰客家力」
節目主持人，與余思嫺做搭擋，用客家話做訪談，

訪問客家成功人士的經歷與態度，這個節目還被推
薦為優良客家節目。
在節目訪問中，范揚松歸納出客家文化須以「市

場導向」來推動的心得。他認為經濟實力如果不夠
強大，語言文化的保存就很困難。另外，他也不贊
成將客家節目都集中於同一家電視台，否則會讓客
家文化成為一個孤島。范揚松嚴肅地說，「因為客
家電視台不是只給客家人看的。」

大老太權威 新一代不敢出頭

雖然常常受邀進行有關客家的研究案，並發表建
言，但范揚松其實也曾在參與客家活動時受到挫
折。當時剛出社會，有許多人發起成立客家創業基
金，而范揚松獲邀參與企劃書的撰寫，卻沒多久就
有傳言說他想利用這個機會去從事政治競選，於是
他黯然退出這個籌辦會，不過還是依約將企劃書完
成，只是不參加籌募款項的事宜，不過這個籌辦會
最後仍無疾而終。

「有時客家大老反而會成為一個障礙。」范揚松
體會到客家老一代的權威性格太重，以至於新的一
代不敢出頭，而這就是傳統應該調整的地方。他也
談到許多客家文化活動毫無創新可言，只是一直不
斷重複，「桐花季總會隨著桐花飄落而飄落。」他
認為應該結合在地的經濟特色做活動，而非緊抓著
所謂的傳統不放。
曾參與馬英九競選總統的客家白皮書起草工作，

范揚松提出一個不同於一般看法的觀點，那就是應
該是向政府證明客家有多少價值，才有資格要求社
會資源成果的分享，而不是一味的乞討。
在范揚松的心中，客家精神歸納出來就是「硬頸

精神」，但硬頸不是盲目的，要有知識的判斷。他
強調，政府應該鼓勵客家研究以及客家產業、客家
文創的發展，將這些較弱的地方強化起來，並改善
體制，多成立客家社團，客家必須在過程中找到一
個焦點，尋找最大的優勢很重要。他更強調，客家
必須創造新價值，就應該將好的人才放在世界的平
台上，而不是一味地吹捧客家文化。

●白婞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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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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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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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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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美好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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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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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童話關懷土地

●白婞嫈/報導
二OO五年，兒童文學大師安徒生滿兩百歲那一

年，張捷明的朋友開始在網路上，以「安徒生」
來讚美他為臺灣的客家少年文學注入一股新力
量，而客家文學界也很快注意到他創新又具有教
育意義的小說及童話故事，從此確立了張捷明
「客家安徒生」的名號。
他每天用客語寫一頁兒童故事，將寫作當成自

己的休閒娛樂，卻沒想到自己會出書，還會被其
他同為客語作家的朋友稱為「客家安徒生」。自
從有了這樣的稱號以後，張捷明更加用心經營自
己的創作。他試圖用生動的文字與故事內容，讓
更多兒童、少年興起學習客語、了解客家文化的
想法，他認為，如此才不負美名。
張捷明除了寫童話故事以外，還會作詩和寫文

章。他表示，寫文章是抒發他的想法的一種方
式。二OO九年，莫拉克風災發生後沒多久，張捷
明便寫了一篇關於風災的文章，並投稿到教育部
臺灣閩客語文學競賽，得到了客語散文類社會組
的第一名。但他並不以此自豪，因為他知道，臺
灣人更需要的是「反思自然跟我們的關係」。
他的這篇文章，以山中貓頭鷹的口吻描述了整

個風災發生的過程，用說故事的方式，使人們更
容易瞭解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張捷明強調，
故事的意義不是抱怨，而是引導讀者思考，在這
樣小小的島上，可以怎麼預防天災再次發生，使
傷害減到最低。張捷明除了寫作溫馨可愛的客語
童話以外，也用他的文筆關懷這片土地，向社會
喊話。

古老「尬」現代  創作有聲新童書

張捷明

范揚松︰      

客家安徒生

參與起草馬英九競選客家白皮書

客家必須創造新價值

今夜，我們拚山歌

●龔霈鏵/報導
客家是價值的創造者。」范揚松每年都會舉

辦客家企業家和學者的餐會，目的是想延續客
家的精神與力量。他每半年會邀請散居台北各
地的客家學者或專業人士相聚於台大附近，聚
餐中總是參雜著各路人士對於客家發展或客家
運動的意見。但聚會也不是只有這些嚴肅的話
題，有時也會來點吟詩作對，將制式的討論注
入了文學的氣質。
而范揚松曾將聚餐中的熱絡氣氛寫成詩作

《今夜，我們拚山歌》，詩詞如同歌詞般，收
錄在客家雜誌中，更在最後獻一首藏頭詩來記
錄每一次的聚餐。范揚松不僅身體力行支持客
家，更用文學的方式表現客家精神，許許多多
的文章或詩詞，皆是范揚松打從第一次客家認
同後，發出的感性之言。
不只范揚松，其實范家一家人都受到客家文

化的薰陶，范揚松的兒子也常和他的客家朋友
接觸，從父親和長輩那裏漸漸更加了解客家文
化。范揚松的女兒則就讀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
研究所，她的研究就是有關於客家的文化。范
揚松和他的妻子皆為客家人，對客家文化的了
解自是不在話下。雖然全家人都很認同客家，
但他們不會為了客家而客家，而是讓客家融入
在日常生活中。范揚松的子女目前都只會簡單
的客語對話，但他卻不擔心。「如果他們有一
天有自覺之後，就會拚命地學，就像我自己以
前一樣。」他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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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子弟范揚松是
客家文化推廣的重
要推手。   
 (龔霈鏵/攝影)

張捷明示範如何利用專業的電腦軟體錄音。 (白婞嫈/攝影)

范揚松(左)與余思嫻(右)主持＜高峰客家力>節目訪談，長榮大學副校長徐福棟(中)接受訪談後合影。
 (龔霈鏵/攝影)

范揚松(右四)定期舉辦客籍企業家或學者餐敘，每次與會人數約六十人，熱鬧非凡。   (龔霈鏵/攝影)

和家人溝通時使用客家話，展現出張捷明傳承客家文化的
用心。 (張捷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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