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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賢宏趙賢宏 不在乎身分不在乎身分 不變是硬頸不變是硬頸

2014-04-03   胡哲揚 

　　訪問開始的第一句話是: 「sorry今天出了點狀況，剛剛趕小黃回來的。」趙賢宏給人的第一

印象是有點內向、天真。一開始訪問的時候，這個不同校的學弟感覺還有些許緊張，有點靦腆的

笑容相當純真，代表的是一顆未受太多無聊雜事污染的心靈。趙賢宏還只是個青澀的高中生，現

在面對著高中生涯最大的挑戰：學測。就讀私立淡江高中美術班的他，高三每天的生活就圍繞在

繪畫以及書本之中，除了術科的課程之外，就是不斷地唸書、唸書以及唸書。雖然他未曾明講，

可是感覺得出來，他對美術有著些許執著。

　　一路走過這開始還沒有幾年的人生，趙賢宏成長的過程，相較於這個社會上的許多家庭，算

是很平安順遂的。父親是出生在台東的半客家人，一半外省人，而母親、外婆都是客家人，在台

北縣著名景點十八王公廟附近長大。而他則出生於台北縣的蘆洲，從小居住在蘆洲，讀書也都在

蘆洲，直到上了國小才轉進台北市唸書，高中則考進了淡江高中的美術班。

趙賢宏是淡江高中美術班的學生(提供/趙賢宏)

四分之三血統四分之三血統   不會客家話不會客家話

　　雖然擁有四分之三的客家血統，但是趙賢宏在被問到會不會說客家話時，尷尬地笑了幾聲，

回答說：「不會。」再詳細一點地問了下去，才知道，原來他的上一代就都不太會說客語了，要

再更往前追溯到外婆那一代，才有人可以流利地說客語。至於為何如此，他想了一下說：「因為

自己其實不太在意是否身為一個客家人，不管怎樣，大家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都是台灣人，能

夠為這片土地盡一份心力就好了。種族的問題，不必太詳細地去區分。」但是雖然這麼說，趙賢

宏還是認為，客家族群的文化、語言，仍然是需要被注重的。不然在當前社會的這種情況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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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覺好像是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大眾被限定只能說特定語言就像現在多數人都操著一口

流利的國語、台語，好像社會上只存在這兩種語言似的，然而，客語卻處於瀕臨絕禮的邊緣。許

多的客家新生代都會說國、台語，反倒是原本的母語—客家話不會說了。其實這是一個相當值得

我們思考的現象，為何在資訊發達、學習容易的今天，反而有越來越多的客家人不會說客語、閩

南人不會說閩南語，甚至是原住民，政府一直積極關注的對象，許多新生代不會說自己的母語，

反倒是國語、閩南語說得相當順？

　　對趙賢宏來說，客家人的身份並沒有那麼重要。他說，就連他的母親也不太在意這個身份。

畢竟這些都只是名號而已，隨著歷史的洪流，總有一天會被埋進歷史灰燼之中。既然都如此了，

那何必太過在意自己的身份呢？大家都住在這個島嶼之上，就如同住在兩個屋簷之下的，一樣都

是一家人。到底是不是客家人並不是重點，大家能夠團結一心最重要，這樣總比族群之間的對立

要更好許多。「團結一心，比對立來得好。懂得飲水思源、將心比心更重要，不管什麼族群，都

是人啊，都活著，身上都流著同樣的血液。」他說。

升學資源分配升學資源分配   獨厚原住民獨厚原住民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環境的關係，趙賢宏說，社會上所謂多數財富集中於少數特定族群的手裡

這件事情，他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反倒是提及就學管道以及升學資源的分配時，他滔滔不絕地

說了很多東西。「現在原住民升學時所擁有的資源太豐富了啦，這樣都沒有照顧到真正需要這些

資源的人。」像我們美術班上一屆就有個學姐，學測只考了三十幾級分而已，但是因為原住民加

分，所以後來進了實踐大學。你知道嗎，實踐大學就我們而言很難考耶！」他談到這裡，趙賢宏

有點激動、語帶不平地說。他認為，原住民的補助要視情況，不能全部的原住民都給予加分、補

助，「那些成績很好的原住民也能跟著加分，那其他沒那麼會唸、沒有特殊身份的人呢？」他認

為，不能因為為了要對原住民補償，就犧牲了其他人的權利。而在談到了對當今或是之前政府處

理關於客家族群相關事務時，趙賢宏笑笑地說：「我覺得，不單單是客家人，其實每個族群，都

要平等落實他們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吧。不能僅是針對特定的族群，現在的新住民也越來越多了

。有各種不同的文化，真的需要保留的太多種了。他表示，現在的人要看得遠一點，而不是做做

表面功夫、混口飯吃。畢竟，這個社會需要幫助的人還有太多太多。」

趙賢宏與妹妹的合照(提供/趙賢宏)

八卦新聞充斥八卦新聞充斥   絕非好事情絕非好事情

　　同時，他也提到了現在的媒體，而一說到這個，他就激動了起來:「八卦，有很重要嗎？雖然

很多人愛看，可是，很少報章雜誌會認真地去報導，到底這個社會上哪裡需要人幫忙。」在新聞

自由的台灣，這真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大眾喜歡腥羶的報導，有深度的新聞都被刪減了。看看

現在的有線新聞台，處處充斥著暴力、色情、馬賽克，觀眾喜歡，可是這對我們的下一代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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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好事。

　　一般 人可能以為，不會說客語的客家新生代，是所謂迷失的一代 。但是，對趙賢宏來說，

在青春洋溢的外表之下，卻隱藏著對大人世界的不滿、對台灣政治圈的不屑以及許多有主見的看

法。或許，聽不到趙賢宏說客語，但是他仍然保有客家人的特點：「硬頸」，不隨便屈服於大環

境之下，政治人物的作秀、口水，周遭對他見解的不認同，對他都不構成問題，他堅持，只要生

長在這片土地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應該有人只不過擁有了特定身份，卻因為政府的政策而從

中得利，也不該有族群間的對立。

附件下載：
謝瑋婷.胡哲揚.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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