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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祖筠郎祖筠 保存客家文化要添新元素保存客家文化要添新元素

2014-04-03   朱筱微 

　　一臉凜然正氣、一副不肯輕易低頭的固執脾氣，擁有兩種截然不同血統的郎祖筠自豪地說：

「滿州的慓悍和客家的硬頸，造就了我不服輸的個性！」父親是純正的滿州人，母親則是從廣東

梅縣輾轉遷徙至桃園縣觀音鄉的客家婦女，兩邊都有在困境中扎根的歷程，擁有不怕長途跋涉、

甚至非達成目標不可的精神，這些都深深影響了郎祖筠。

郎祖筠的表演經驗相當豐富！舞台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她女扮男裝飾演梁山伯。（提供/《梁山伯與祝英台》官方網站）

田野生活田野生活  童年趣事多童年趣事多

　　除了骨子裡的性格，郎祖筠也慶幸小學的寒暑假被媽媽丟到客家鄉下裡，「我比很多台北小

孩幸運，可以接觸到天然的田野生活。」由於舅舅是觀音鄉的農會總幹事，需要帶頭使用最新型

的農具，家族的小孩多有機會接觸到第一代的器械；郎祖筠也常和表兄姐們一起體驗純樸鄉下的

樂趣，在竹林裡用竹籤插滿一串蚱蜢烤來吃、不小心在下雨的午後踩扁象徵兩神的青娃、因為太

過好奇而誤開存放屍骨的大甕，也曾壞心地把路上的凹洞用草掩飾，害得農忙的工人反覆跌倒等

等，敘及至此，開懷大笑的郎祖筠不免流露出了懷念之情，說： 「啊！小時候的鄉下生活真是太

開心、太有趣了！」

　　問及參與過的客家傳統活動，郎祖筠不好意思地笑談小時候的經驗，她說客家人時常拜祖先

和神明，因為客家人一直在歷史中逃難，所以對萬物都非常珍惜且尊敬；而那天正好是土地公的

生日，她和表姊被派去祭拜田埂間的土地公廟，準備了當時堪稱豐盛的全雞、雞蛋、和紅砂糖等

貢品，郎祖筠嘴饞地想要和土地公搶食，為了遵照舅媽的吩咐：香燒過半才能收回貢品，郎祖筠

趴在香邊吹氣助長它燒盡，還一邊在心底向土地公道歉：「伯公（土地公），對不起啊！你吃快

一點。」郎祖筠率先拔了一隻雞腿大塊朵頤，惹得平常乖巧溫順的表姐也口水直流、戒慎恐懼地

跟進；當然紙包不住火，裝做沒事貌地把空了兩個洞的全雞放回桌上，郎祖筠用客家話演活了舅

媽的驚呼：「哎唷！這雞怎麼會這樣？是被誰給偷吃了啊？」換來的答案卻是調皮女孩理直氣壯

地回答：「伯公 （土地公）啊！」沒有責罵和嘲弄，郎祖筠的巧妙應對笑翻了整個家族，也讓此

次祭拜活動成為她至今仍回味無窮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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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祖筠為了讓口述的圖像更具體清晰，還動筆畫了起來。(劉力榛/攝影)

客家意識客家意識　從小深化心中從小深化心中

　　除了具體的客家生活外，抽象的客家意識更是從小深化在郎祖筠心中。鄉下的舅媽們個個是

典型的客家婦女，從清晨張羅全家的早餐，到下田顧菜園、縫補衣物等等，忙碌到幾乎沒有一刻

停下來過，僅管如此，溫順敦厚的女性圖像也在舅媽身上被貫徹－總是好聲好氣，似乎沒有罵過

任何人；最讓郎祖筠讚嘆的，是客家人在生活中窮則變、變則通的各種邏輯和實踐，甚至巳潛移

默化成創意，「長輩們很多都是天生的藝術家，可以拿屋外的竹葉作篩子、編魚簍、祭拜神明的

貢品籃之類的，手都好巧喔！」而對於客家人「勤儉」的美德被外 界解釋為「小氣」，郎祖筠認

為是大家了解得不夠全面，「客家人是對自己節省，但對別人都是非常大方且好客的！」對客家

敬佩肯定的神情在郎祖筠眼中出現，她憶及從前老是被親戚們硬塞了滿手的道地客家菜、甚至固

定豐盛的辦桌，在在顯示了客家欲與人分享喜悅的特點。

發揚文化發揚文化　應符現代潮流應符現代潮流

　　郎祖筠說，若要更加強化客家精神和文化，應該要以一種符合現代潮流且與眾不同的形式出

發，「不能每次提到客家人的性格就是小氣、自私，說到客家產物就是粄條、麻糬、油桐花……

」她認為要講究的是客家精神－從生活中取材、激盪出創意；對音樂小有研究的郎祖筠提到，客

家音樂界有相當多數的人從事創作，他們在最純粹的樂符中加入客家元素、甚至融入各種不同的

文化，雖然政府目前還不是非常重視這一區塊，但日後不久肯定會變成可以帶領對岸龐大客家文

化發展的資產和商機。

　　提到政府近年來對客家文化的振興措施，郎祖筠對於客家委員會近年來的鬆綁表示肯定，她

認為現在客家電視台的原創戲劇已懂得盡量使用自然語言（普通國語），讓一般民眾可以觀賞，

甚至進步到接近偶像劇質感，「不能一昧地用客語強迫觀眾接受，現在的客家年輕人也看不下去

吧！」郎祖筠思及日前為客家電視台做的評析後說道。

　　當然，政府還有許多尚待改進的地方，郎祖筠不由得深沉呼籲，不要讓客家的十二節慶流於

擺攤，政府單位應該要深化內在的客家精神，有鑒於客家戲劇的逐年轉變，她積極且正面地給予

了振興客家意識的建議：「文化產業需要添入新的技術和元素、適應當代社會、闡述內在的精神

，讓大家真正了解其中的精髓！」並非表面上的吃喝玩樂和過節，郎祖筠甚至覺得有必要讓客家

年輕人懷有榮譽威和使命感，他們願意保存文化，客家精神才有可能被永續流傳下去！

郎祖筠和梅芳（中）上節目宣傳客家戲劇，左為主持人余思嫻。（提供/《月滿水沙漣》官方網站）

「熱情，必須自己長出來！」「熱情，必須自己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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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運範廖運範  肝病權威　走沒人走的路肝病權威　走沒人走的路

　　在舞台上累積的表演經驗，讓郎祖筠在故事中可以看到更全面的東西，進而搖身一變成為導

演，雖然不及吳宇森指導浩大動作片的功力，但是小品舞台劇和女性觀點的作品，已然是她的代

表風格；除了導演，編劇也是郎祖筠曾經挑戰過的職務，「實在是因為太忙了，沒時間好好坐下

來寫劇本。」她把心力放在最擅長的對話與台詞的寫作、語言的處理、統一故事的氛圍，當然更

注重故事角色的質感，「雖然我老是依著直覺選擇，但每次都覺得演員和角色真符合！」郎祖筠

的臉上，有著藏不住的驕傲。

　　郎祖筠每天都過著忙碌但豐富充實的生活，不僅止於鎂光燈前亮麗的表現，在鏡頭底下，她

還從事了教學、巡迴演講、老人福利聯盟的代言活動，雖然這些都不是改變全世界的創舉，但最

起碼都不是有害的行為，而是在社會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郎祖筠最後帶著微笑、鼓勵道：「我

們都該在這地球上留下些什麼，至少在生命結束時回頭看自己，會認為這一生是精彩的，雖然在

歷史的洪流裡沒有名字，但我們都是歷史的一部分！」

附件下載：
郭乃午.朱筱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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