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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城曾國城 重視客家卻不侷限客家重視客家卻不侷限客家

2014-04-03   陳燕珩 

　　穿著一身輕便，牽著太太的手緩緩步人華視大廳。他是曾國城，曾榮獲金鐘獎娛樂綜藝類最

佳主持人獎，參與過許多戲劇及舞台劇的演出，演藝資歷多元豐富。但相對於五光十色的明星光

環，在螢光幕下，他是個平實的客家男人，言語之間傳達著他對於客家深厚的情戚，更用幽默輕

鬆的方式訴說屬於他的客家生活。

訪談結束後 ，曾國城梳化著裝完畢，準備進棚錄錄製綜藝節目。(攝影/陳燕珩)

看到火車　就想起家鄉的親戚看到火車　就想起家鄉的親戚

　　曾國城的父母都是屏東縣客家人，分屬於不同鄉鎮，早期父親為了上台北找工作，拿了個簡

單的行李，就帶著母親到台北定居。母親懷了他之後回到屏東生產，因此他的出生地是屏東縣，

「家裡三個小孩只有我是屏東縣人。」曾國城微笑地說著。

　　儘管如此，曾國城並沒有長期定居屏東，而是住在台北一個樸實的半山腰上。雖然分屬於台

灣最南及最北的兩地，逢年過節及寒暑假往返台北屏東卻相當頻繁。「火車可以說是小時候連結

我跟屏東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對於火車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情感轉移，火車那種雄偉、聲勢浩大

的戚覺，讓我覺得它是一種很MAN的交通工具，彷彿看到火車就會想起家鄉的親戚。」曾國城用

小男孩崇拜的口吻說著。

　　曾國城的客語能力幾乎是仰賴往返屏東的時間學習而成，「客家話是這樣學的，怎麼樣，厲

害吧！」曾國城用一貫幽默的口吻說著。他認為語言不是什麼學問，只是一種習慣，人們常把語

言神化了，但只是因為不習慣才必須從頭學起。因此從小到大家裡、並沒有特別教導他們客語，

自然而然聽久了就知道了。

　　稍微長大之後，接觸到更多人群，講國語的機率就慢慢變多了。人總是需要溝通，況且客家

人在台北畢竟不是佔多數。也是由於生長在台北這個族群的大熔爐，所以從小接觸到的語言就很

多元，什麼話都聽得懂一些。「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真的很大」曾國城認真地說。

客家女人　就是安全的避風港客家女人　就是安全的避風港

　　提到大家對客家人的印象是堅強果敢甚至勤奮，曾國城認為那些美德可能是早期他們流離顛

沛的時候所養成，物力維艱的狀態下本來就必須學著珍惜當下。反而他認為客家人的根性是踏實

，尤其他認為客家女性更是不簡單。「客家女性相當優秀且令我敬佩，在客家人的家庭裡，女人

就像是消波塊、港灣那樣，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曾國城語帶崇敬地說。

　　「客家人是非常團結的族群。」曾圍城表示由於接了許多外景節日，有機會到台灣各個大大

小小的鄉鎮，去看看客家人的足跡。如果說人是社會的動物，那麼客家人又是更群聚的動物，他

們常遍布在一些險要的環境裡，除了客家人分布的主要縣市之外，竟然在中橫公路上也找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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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足跡，因為他們想種水果，想向上發展。「那裡的環境晝夜溫差那麼大，交通那麼不便，但

客家人就是會去。」說到這裡曾國城滿是感動，並做了一個假裝拭淚的動作。

　　「我一點也不認為客家人會想要隱瞞自己的身分。」曾國城表示從小到大都沒有感受到族群

間的隔閡，他說他們這個世代的人，並不會區分本省、外省人，他語帶激動地說: 「我不知道是

誰在操弄這些，好像回到以前的白色恐怖時期，清清楚楚劃分了彼此的界線。」曾國城更進一步

表示：「演藝工作就是在取悅大眾，難道取悅的過程中還要分你是哪個族群的人，再來決定要不

要取悅你嗎？」他認為操弄族群對於大眾傳播媒體者而言，是一種困擾，也是不必要的壓力。

　　而談到客家文他的維護須從哪個面向著手，曾國城表示教育很重要，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

甚至是社會教育，大環境要配合，也要有政府政策的制定，整體要面面俱到，客家才能推動得起

來。

曾國城全家福，他希望孩子未來也能接觸客語。(圖片來源/曾國城官方後援會)

客台的未來　「我非常有信心」客台的未來　「我非常有信心」

　　曾國城是演藝資歷相當完整的藝人，在演藝圖從事表演工作長達十幾年，對於大眾媒體近幾

年的亂象也有一定的體認。近年來大眾傳播蝶體有一個現象， 它雖是一個接觸大眾的媒介，促進

多元文化交流發展的平台，但同時也是使主流文化及族群變得更為強勢的幫兇。

　　對此曾國城表示，早期台灣電視節目會規定閩南語節目所佔的百分比，三十年前的台灣為了

要控制人民思想，會利用傳播媒介要求言行端正，符合社會善良風氣，但這起碼能讓大家了解什

麼是良善。但後來到了是非不分的年代，大家開始在傳播媒體上大鳴大放，「如果媒體沒有規範

、沒有秩序，它就會在無形中灌輸某些價值觀念，久而久之我們就不再知道如何判斷是非善惡，

因此大眾傳播無體的確是有推波阻攔的效果。」

　　曾國城以堅定的語氣表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從這個面向去看待媒體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從

族群的角度出發去混淆觀眾，因為現在傳播媒體是非不分的亂象一再告訴觀眾，應該去區分的是

非善惡，而不是種族族群。

　　談到他是否認為客家戲劇在電視圈的能見度低，曾國城表示他相信客家電視台在未來極具潛

力，尤其又以它的戲劇節目和音樂節目為主，綜藝節目的發展可能稍嫌困難一點，畢竟客家人的

娛樂真的太少。但客台的戲劇和音樂節目生命力非常旺盛，「客家人的情感太豐富了，他們很適

合從情感面去走，未來這個部份無可限量。」

　　曾國城表示閩南劇在台灣推動了大約四十年，客語要迎頭追趕較困難，原因是落後太多了，

台灣社會真正開始推動客語也不過是這十幾年的事， 「一開始就晚了，怎麼追得上？所以我們需

要一點時間。」但他仍然相信客家電視台未來在戲劇及音樂節目方面，都會有很好的發展，「我

非常有信心！」曾國城驕傲地說著。

　　身為如此貼近大眾文化的媒體工作者，他看到的不是目前客家文化面臨的難題，而反倒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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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觀地放眼未來，這就是屬於曾國城的客家精神。

曾國城也曾為由外景節目接觸中國地區的客家人。(提供/曾國城官方後援會)

語言是工具語言是工具    可以溝通就好可以溝通就好

　　對於客家意識的認同，曾國城認為倒不需要過份強調客家身分。他表示小時候家裡的親戚幾

乎都會說閩南語，他們也不會覺得矮化或排斥，就憤世忌俗或跟別人劃清界線，語言就是生活的

工具，「賣菜的就只會說閩南語，你還要硬跟他說客家話嗎？只要可以溝通就好啦！」曾國城一

派輕鬆地回答，傳達出他雖然重視客家卻不會只侷限客家，不會用偏頗的態度看待每一個族群。

　　面對客語流失的問題，曾國城些許沉重地表示，五、六年級這一代的人，慢慢開始成為社會

的中堅，除了在客家鄉裡長大的人，其他人真的不太會說客語了。也許推動客家文化會讓客家人

變得更喜歡談論或表達自己的身分，但僅只於此可能還不夠。

　　客家教育正在向下扎根，客語在客家鄉裡有必須傳承的使命，因此母語在以客家人為主的環

境裡是不會間斷的，國小國中的客語教學也正持續進行，甚至是有理論基礎地去使用， 讓它不只

是生活語言而已，而是藉由文化來了解它，慢慢地可以經由向下扎根，讓教育變得更深入，「讓

每一個客家人永遠都能有以客家為榮的機會，教育不間斷，語言不間斷，每一代都有會講客家話

的人，這樣不是很棒嗎？」曾國城堅定地說著，同時也顯現出他對客家最深切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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