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103級
◎賴巧純．王紹容/報導

●王紹容/報導
有位舞蹈學校的校長巡視教室，看見課堂鬧哄哄

的，不禁氣憤地問道：「都上課半小時了！老師怎
麼還沒到？」在一片笑聲中，一名貌似「學生」的
男子舉手道：「校長，我在這呢！」校長驚詫地回
說：「您看起來真年輕啊！」。
這個校長口中的「學生」，就是紅瓦民族舞團的

團長劉明仁。今年已經四十歲的他，活力充沛、神
采飛揚，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他帶著
和善的笑容，坐在紅瓦舞蹈藝術中心的櫃台。櫃台
後的牆上，貼滿了一張張舞團表演的海報，以及學
生得獎的照片，這都是劉明仁花時間投注精力，一
點一滴、辛苦努力後的成果。

創團艱辛  校長兼撞鐘

劉明仁在紅瓦民族舞團可謂「校長兼撞鐘」，身
兼藝術總監、舞蹈編排、服裝設計、佈景設計、道
具製作等職務。其中，舞蹈創作是他的最愛，也是

他從小就想走的路。爸爸是外省人、媽媽是閩南
人，劉明仁身上沒有客家的血統，但從小生長在新
竹，周邊的同學、朋友、老師都是客家人，後來在
演藝圈和舞蹈圈也認識了很多客家人，連老婆都
是客家人。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將客家元素融入創
作，編了許多支描寫客家的舞蹈作品。
「客家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劉明仁說，早期他

比較少創作有關客家的作品，那是因為對客家文化
的認識還不夠深。二OO五年，他演出客家電視台的
八點檔連續劇《瀰濃戀情》，那時的拍攝地點在美
濃，讓他第一次有機會實地去訪問客庄的耆老、蒐
集許多關於客家的資料，對客家文化有深入的了
解，因此創作了他第一部完整的客家舞作《五月
雪》，描述早期客家人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的精采故
事。五年後，劉明仁再以客家為主軸創作了《油桐
花開》這部舞作，但是換了一個時代背景，將場景
設定在民初，主題放在「客家童養媳」這個角色，
用油桐花在空中飛舞的線條，象徵無限的生命力。
劉明仁在編創每一支舞作前，都會深入研究其時

代背景。他強調，編舞時，有些人可能會忘了一些
歷史文化根本，但「這對我而言非常重要」，這樣
的思維也反映在他的服裝設計上。劉明仁認為，布
料最能展現人的身分地位和所處的年代，家裡開服
裝店的他，從小就摸布料、跑布市、弄車縫和密
拷、買拉鍊和釦子，清楚所有程序，對任何細節都
不馬虎，加上流行的資訊看得多，因此設計出來的
服裝常被讚美設計感十足，甚至有大廠商聘請他當
服裝設計師。

道具服裝 專業又鮮活

除了服裝，道具也是民族舞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它能夠結合舞蹈主題，使其更具特色。像在《五月
雪》這部舞作中，不同的角色都有相對應的道具配
合，有錢的小姐拿的是書本和風箏，象徵可以讀書
和玩樂享受，而窮人家只有提茶水、扛米袋的份
兒。小姐有精緻的蓋碗杯可以喝茶，下人就只有碗
公一個。另外，為凸顯客家元素，劉明仁也在舞作
中加入染布的場景，用客家的花布衣、藍衫、玉鐲
等服裝與道具，使舞蹈的表現更為鮮活。
劉明仁說，在《五月雪》中，最難的就是「如何

讓觀眾知道我們在做客家？」所以除了衣服、道
具，紅瓦民族舞團的表演音樂改編自正統的客家山
歌與民謠。然而，他又深怕這樣一來，會變成一首
首「只是好聽的民族音樂」，凸顯不出客家的味
道，於是他們又錄了客家話的口白，用客家話念唐
詩融入表演，加深觀眾的印象。

創作內涵 硬頸與團結

「沒有一種舞蹈動作是代表客家的」，劉明仁
說，所有的舞蹈動作都是依據客家人團結、硬頸的
精神來創作，因此無論舞者表演的是採茶、染布或
做苦力，臉上都有燦爛的笑容。他所要展現的是客
家人不會因為身分卑微就怨天怨地，即使日子過得
很苦，還是很積極面對生活的「光明面」。他強調
這樣的客家精神就是：「不管有沒有成功，我絕對
要努力，因為努力就會有出頭天的機會！」
現在擔任舞團團長的劉明仁，在高中時期主修的

其實是戲劇，甚至當過八點檔連續劇的演員。就學
時國光藝校的老師從紐約帶回來百老匯歌舞劇，也
教授肢體開發課程，但他都覺得太淺了，因此畢業
後決定再去台灣藝術大學學習舞蹈。劉明仁在大一
時便進入台北民族舞團當舞者，沒想到當完兵後，

他的老師蔡麗華決定收掉舞團，因此他和幾個朋友
便商議要自創一個舞團。
「當初的想法很單純」他回憶道，「就是希望大

家能有個地方練舞、聚會和表演」，可說是無心插
柳。在團員的努力之下，舞團慢慢奠定今天的地
位，不僅在民族舞蹈界中舉足輕重，也在客家文化
的推廣中擁有一席之地。
回憶起當初創立舞團的艱苦歷程，他說最難的就

是：「沒錢！」當時服裝沒有預算，品質也就較
差，加上排練場租借、舞者、技術人員、佈景道
具、行政作業等都需要支出費用，他形容當初真是
一個「可憐到不行」的陽春舞團。憑著一股熱忱，
劉明仁還同時去擔任電視台和舞台劇的演員，到別
的舞團當舞者，到學校兼課等，為的就是讓紅瓦民
族舞蹈團繼續撐下去。

雖不賺錢 依然要堅持  

對於一個舞團成功的最大因素，劉明仁不諱言地
說，團長是整個舞團的中心，要能引領大家往前，
「跟著別人沒有用，走出自己的路才有未來」。除
了有清楚的方向、方針外，還要有能力和金錢，以
及最重要的—「堅持」，因為從事藝術的人都知
道：「做藝術是不會賺錢的！」。
說到此，在舞蹈圈打滾二十年的劉明仁感嘆：

「台灣人比較崇洋媚外。」他說，台灣人大多覺得
從國外來的東西都比較好，政府的資金補助也大半
都在現代舞舞團，對傳統舞團則缺乏關愛的眼神。
但劉明仁痛心地表示：「中華民族的台灣藝術文
化，才是我們的本。」政治人物對台灣文化的延續
不夠關心，政策也不夠完善。例如，客委會的有些
補助限定對象為客家人，劉明仁認為這種作法眼光
太狹隘了，在這個多元文化的時代，應該鼓勵客家
文化的拓展，讓大家能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欣賞客家
文化。 
令他憂心的是，在民族舞蹈的年輕世代中，他還

沒看到下一個能繼續傳承推廣客家和台灣文化的接
班人，將使文化傳承面臨斷層。對劉明仁來說，他
現在只能盡心盡力經營紅瓦民族舞蹈團，希望它能
撐下去，並希望客家文化就如同油桐花一樣，「會
綻放也會凋零」，但它每年的凋零，正代表它無限
延續的生命力，也代表客家的延續是永續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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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艷紅布上綴著大朵牡丹花的客家花布哪裡找？

是傳統市場，客家老街，還是阿嬤的衣櫃？不，在
目前很「潮」的西門町紅樓廣場的創意市集裡就
有。一位外表帥氣、打扮新潮的年輕人，穿著自己
設計的衣服，一派悠閒地坐在攤位後面聽著音樂，
他就是曾經得過「全球漢服回歸設計比賽」優秀獎
的客家花布設計師、大囍堂公司老闆－林詩昌。

客家花布 單純的喜歡

來自南投縣魚池鄉的林詩昌，在學生時代學的是
劇場藝術，劇場藝術包含舞台、燈光、服裝等領
域，當時他選修的是服裝，一開始學作戲服，到後

來設計流行服飾，畢業前就已經開始自己接案子
了。離開學校後林詩昌建立自己的品牌，早期的
「汨羅虎」，設計以時尚的單品為主，和客家花布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二OO五年林詩昌成立「大囍
堂」公司，內容以有客家花布元素的服飾為主，平
日他都在大囍堂的工作室工作，週末則到西門町紅
樓廣場的創意市集擺攤。
林詩昌從事客家花布設計多年，因為家裡從沒講

過客語，一直到兩年前掃墓時，才驚訝地發現原來
自己擁有四分之一的客家血統。在還不知道自己的
客家身分前，林詩昌就已深深著迷於客家花布，一
開始只是很單純地喜歡這塊花色，進而去了解它的
歷史、背景，後來就一頭栽進了客家花布設計的世

界。
一般人看到客家花布的花色，可能會認為這樣的

圖樣只會出現在老奶奶身上的骨董衣服，可是林詩
昌將客家花布貼上Ｔ恤、熱褲、背心，在流行服
飾中放入傳統文化元素，成功將傳統與流行結合，
在自創品牌的市場中，走出自己獨特的風格。喜歡
客家花布的畢竟是小眾，可是一旦喜歡上了林詩昌
的作品便會成為老主顧，連藝人何篤霖都是他的顧
客。

牡丹、大紅囍 受歡迎

林詩昌的每項作品從布料挑選、設計草圖、車
縫、剪花樣到擺攤販賣，全都自己一手包辦，凡是
日常生活中想得到的作品他都會想要設計、生產和
製作。他的作品走休閒輕鬆路線，客家花布上的大
紅牡丹花辨識度很高，他將花布剪成不規則狀貼上
Ｔ恤、褲子、背心，尤其是「囍」字特別受日本、
香港客喜愛。
林詩昌目前的作品主要以針織或是有彈性的Ｔ恤

布料為主，其他布料的運用則仍在開發中。他笑著
說，「衣服說穿了也不過就是幾個圓筒狀接在一
起而已。」設計對林詩昌來說就是這麼容易，創
意彷彿信手拈來就有，毫不費功夫，有時甚至「發
呆」，也會有源源不絕的靈感。林詩昌強調，生活
中的大小事都可以成為他設計的靈感，有時候只要
看個電視或是散步，靈感就會自然迸發出來。

先天色弱　劣勢變優勢

原本想當畫家的林詩昌，當初為了要報考一間完
全中學的美術班，去學作畫，卻意外地發現自己有
先天性色弱。林詩昌說，雖然他的世界中顏色跟一
般人不太一樣，但這對於服裝設計其實沒有什麼影
響，反而可以設想出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配色，完
全不受傳統色彩學的限制。色弱對藝術家來說無疑
是一大挑戰，甚至是遺憾，但林詩昌將先天的缺陷
轉為自己特有的優勢，區隔出另一個市場來。
對於藝術，林詩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相信沒

有人是不會畫畫的，許多人嘴巴嚷著自己沒有藝術
細胞，但林詩昌說：「沒有一個人不會畫畫，只是
畫出來的線條自己認不認同而已。」素人畫的線條
是學過畫的人已經遺失且永遠畫不出來的，而那正
是最原始、最純真的東西，他從來就不相信有人不
會畫畫，只是自己把標準訂太高以至於自我設限而

已。
花布設計這份工作讓林詩昌覺得很自由、開心，

因為自己個性的關係，他知道自己不適合當個上班
族，可能會三天兩頭和老闆大吵。不過開創自己的
事業，最大的困難就是金錢問題，台灣近年獨立品
牌製作越來越蓬勃，但背後需要一筆龐大的資金來

支撐，品牌才可能會有相當的規模。

林詩昌常常一想到新點子就趕快存錢立刻去實現
它，但現階段其實利潤不高，這筆錢可能是他這段
時間的生活費，所以他常常處於一種「吃不飽但也
餓不死」的狀態，感覺就像是永無止盡的將錢一直
往坑裡丟，林詩昌就是這種想到什麼就一定盡全力
也要去完成的人。

勇敢追夢　家人很支持

在外人眼裡，林詩昌擁有一股熱情去克服萬難，
不顧一切地勇往直前，始終堅持著自己的夢想，但
他本人卻不這麼認為。他笑笑地說：「頭都剃了，
能不洗嗎？」對他來說，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在藝術的路上，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林詩

昌擁有很開明的父母親，雖然家人無法給予太多實
質幫助，但只要是林詩昌想做的事，家人都很全力
支持而且樂觀其成，這也是林詩昌能自由去追求夢
想的原因之一。
除了自己擺攤販賣之外，林詩昌希望可以拓展一

些寄賣點，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將寄賣點顧好之
後，他想開一家實體店面，這樣一來，可以讓客人
方便到定點去購買他們想要的商品，在店裡也會有

限量的單品。
以前，曾經想過要從自創小品牌做起，接著進軍

百貨業，將品牌拓展向國際。但現在的林詩昌改變
了路線，專注在文化及人文藝術的層面，每件作品
都有特定的意涵或是想要傳達的意義。對他來說，
現在結合自己的設計作品來讓更多人認識客家才是
最重要的事。

林詩昌 堅持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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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詩昌先前的夥伴陳冠羽也是一位客家人，兩

人還曾一起接受客家人物雜誌的專訪，後來因為
理念不合而分開。現在的夥伴是一位拉鍊包包的
設計師－「ㄟ冷」，ㄟ冷週末多半在敦南誠品擺
攤，賣的是自己巧手用拉鍊設計成的各式各樣的
小包包。
林詩昌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坦率又有個性。採

訪過程中，有顧客到攤位前來看他販賣的商品，
林詩昌看了她一眼後聳肩搖頭說：「不需要在意
她，她有興趣就會來詢問我，採訪暫停會中斷剛
剛培養起來的情緒。」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林詩昌
自然率直的一面。
但從夥伴ㄟ冷口中可以了解不一樣的林詩昌。

ㄟ冷說，林詩昌的個性很古怪，最特別的地方就
是說不出好聽話。這一點從林詩昌在電視節目
《康熙來了》中與來賓的對答就可以看出來。
那一集的「康熙來了」內容是藝人如何向攤販

老闆殺價，林詩昌堅持著自己的原則、作品的價
值及對每個客人的公平性，無論是名模王尹平使
用美色，或是藝人馬國賢稱他長相帥氣，都依
然堅持著價格的最低底限，氣得馬國賢大罵他：
「等著餓死好了！」林詩昌的個性就是如此，有
話直說且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因任何人而改變。
林詩昌也有感性的一面，在ㄟ冷的父親過世一

年後，林詩昌和ㄟ冷及其母親一起去吃牛肉麵，
ㄟ冷媽媽忽然很想念丈夫而難過落淚，沒想到林
詩昌竟然也跟著哭了起來。
藝術家往往都有很特別的性格，也許就是因為

林詩昌的獨一無二，才能創造出這麼多與眾不同
的作品吧！

傳統之美 創造新流行

林詩昌

劉明仁        

艷紅花布 「衣」見鍾情

《五月雪》描寫渡海移民 《油桐花開》探討童養媳

舞出客家生命力

洋人也愛採茶舞

出國演出趣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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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瓦民族舞蹈團自一九九九年成立以來，曾

多次受邀至英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二十
多個國家表演，因文化差異，發生不少趣事，
成為團員們茶餘飯後的話題。例如，某一次在
表演完一段姑嫂感情好，互相幫忙插髮簪、抿
胭脂的橋段後，一位外國人握著團長劉明仁的
手，熱誠地表示：「剛剛那對同性戀跳得真不
錯！」讓他哭笑不得。
在國外，紅瓦民族舞蹈團的舞作因極具特

色，集合了很多本土元素展現創意，又充滿民
族風味，所以接受度頗高，甚至有外國人想學
採茶舞的動作，於是團員們便免費教學，算是
一種活潑趣味的文化交流。劉明仁笑說：「外
國人比較直接大方，你跳得好，他們的掌聲是
不會停的，可以持續二十分鐘之久。」當然如
果表演不夠好，觀眾也會很直接反映，不像在
台灣無論好壞，都會有「禮貌性」的掌聲。
在國外表演過的舞作中，最受歡迎的一部作

品是《辦桌》，它很生活化、也很寫實，而廚
師的高帽子、鍋鏟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很容
易引起共鳴，甚至有觀眾在表演結束後，興奮
地和劉明仁比手畫腳說：「我也會煮菜喔！」
除了傳統印象，劉明仁在編舞的時候還添入

一項新元素—「階梯有氧踏板」。這種踏板會
上下左右轉，就像是廚師站在切菜桌下面墊的
板子，創意的想法突破了民族舞的框架，具有
故事性的舞作讓舞蹈跨越國界，也成功推廣台
灣的文化。

假日在西門町的紅樓廣場，就可以看到林詩昌擺攤的身影。 (賴巧純／攝影)

除了擔任團長外，劉明仁也在紅瓦舞蹈藝術中心當老師。
 (王紹容/攝影)

油紙傘和花布衣是客家的
兩大特色。 (劉明仁/提供)

新舞作《油桐花開》讓客家文化像油桐花一樣，擁有無限
延續的生命力。 (劉明仁/提供)

林詩昌小心翼翼地整理著攤位上的商品，像保護自己孩子似般地愛惜。 (賴巧純／攝影)

林詩昌將客家花布融入自己的作品，至今已培養了一群死
忠的老主顧。 (賴巧純／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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