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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同的花朵讓不同的花朵 在地球村綻放在地球村綻放

2014-05-13   李宜融 報導

    蓄著大大的霸子，有著粗獷的外表，這大概是每個人對他的第一印象。但與他外型差距甚大的

是，由他唱出來的客語歌，竟是柔和且情感豐沛的音律，這就是謝宇威。拿過第十五屆金曲獎最

佳客語演唱人獎的謝宇威，是個在台北生長的客家人，他從小說住在台北，老家則在苗栗新屋。

謝宇威很慶幸小時候是跟阿公阿婆住，所以即使是住在台北這樣的大都市，但在家中、上幼雅圖

前都是講客家話，才能一直接觸到客家文化。謝宇威從小說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也沒特別想過跟

其他族群有什麼樣的關係，小時候他的心裡認為族群間是不用畫分那麼清楚的，也因為他小時往

家前面是閩南宗族的四合院，旁邊則是縣令司令部的眷村，那時他看到的族群是很和諧相處的，

同時也不認為客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謝宇威把自己定位為熱愛客家文化的音樂工作者，畫畫也寫歌。(攝影/李宜融)

為什麼不敢認同自己為什麼不敢認同自己

    謝宇威說，他小的時候很喜歡玩一種遊戲，就是在家旁邊的市場尋找講話有客家腔的人，有時

跟媽媽去市場買菜，聽到講話有客家口音的人，就會上前去間對方是不是客家人，而他問到的答

案通常都是肯定的。但同時他也感到疑惑，因為被他問到的人常常會以驚恐的眼光回說：「你怎

麼知道？」讓他感覺好像是做錯什麼事被抓到一樣，這樣的反應令他不解，為什麼客家人會產生

自我認同的問題，他一直認為客家人是優秀的，但為什麼在台北這個大都市的客家人會這樣不敢

承認呢？因此他從小便發現，在都市的客家人對自我族群的認同是有偏差的。「客家人是優秀的

，但為何不敢認同自己？」這是謝宇威的疑問。

    促使謝宇威開始在音樂上創作是他在就讀文化大學美術系時，當時美術系館旁就是詞曲創作社

，他常常聽到有人敲敲打打的，便會跑去玩玩，後來他被邀去當主唱，音樂上的創作從此開始了

。

    當時創作音樂的風氣大多是模仿西洋的樂團，直到1990年代有了本土新民謠運動，林強等人

以母語唱出心聲，也獲得台灣民間的共鳴。在聽到了許多關懷本土的好音樂之後，那樣的感動令

謝宇威開始思索，自己其實也可以以母語發聲，加上爸爸平常在家就很喜歡聽客語歌，這讓他對

客語歌有了基本的認識，也發現他可以將客語歌流行化，甚至與時事等結合在一起。謝宇威說，

當時自己有種叛逆心態，即使是客家話講得並沒有很好，還是希望做出很現代的客家歌。於是謝

宇威在大三時，寫了第一首客語歌參加比賽，得了全國第一名，這給了他很大的鼓舞，他也不斷

勉勵自己應該用音樂去關心社會，以及關心自己的母語。

期待做文化交流橋梁期待做文化交流橋梁

    在被問到是否具有以客語音樂傳承客家文化的使命感時，謝宇威想了一下，然後給予肯定的答

案。但他認為，輕鬆地做就好。他解釋，因為他個人並非傳統客語音樂的研究者或文史工作者，

所做的客語歌曲還是偏向流行音樂，他希望是以比較輕鬆的方式讓客家歌曲傳出去，不管被接受

的情形如何，至少能延遲客家文化消失的可能性及時間。又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怎麼會講客

家話了，於是他更希望藉由好聽好唱的客語歌，讓客家年輕人或非客家族群來親近客家文化，謝

宇威期待自己能做為文化交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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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樂上，謝宇威期許自已能做出感動人的好音樂。他一直覺得藝術不是一件商品，而是提升

人類靈魂的最高指標，雖然藝衛不能當飯吃，但是從古至今，藝術一直都是人類精神重要的指標

跟食糧，所以他很希望自已寫的歌曲或畫的畫，能夠反映生命、提升靈魂，並將自己生命的感動

與他人分享，甚至是能釀成一種撫慰或正向光明的力量，而不是批判或是嘲弄。

    在族群關係上，謝宇威不喜歡很多人以客家為弱勢或用比較悲情的態度看待。創作客語歌曲對

他來說，就像是回到童年與自己的祖母講話，是種回到童年的溫暖，所以不用唱高調也不必喊悲

情，創作時他很自然便感受到童年的溫暖。尤其在他所創作的曲中，有些歌曲是以客家童謠所改

編的，他認為雖然童謠很簡單，但其中包含的意義卻很深遠，這讓非客家族群的人很容易學，而

客語童謠也可以變得很優美。

謝宇威表示，只要有心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不必擔心自己會部會說客家話，只要多學習便是。(攝影/李宜融)

以弱勢自居以弱勢自居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謝宇威提到，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如何讓其他國家的人看到台灣不一樣的文化是很重要的，

而客家文化又是很特別的一部分。在談到是否會擔憂客家文化沒落時，謝宇威認為，這個世界的

變化就像化學作用一樣，沒有辦法絕對預測未來的發展﹔他僅是藉由音樂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欣賞

母語的機會，所以對於以此來傳承客家文化的壓力也沒那麼大，只是覺得這個母語是有趣的、好

玩的，於是便推薦給大家。「整個大時代的變化我們是無法掌控的，我常說，每一個不同的文化

就是一個美麗的花朵，不同的花朵在這個地球村的花園中爭奇鬥艷，客家文化也是如此，這朵花

要融區在地球村中綻放，讓世界上其他的族群都能夠欣賞到它的美。」謝宇威認為，客家文化的

特別是該讓世界看到，而不是一直以弱勢自居。       

    除了本身創作客語歌曲，謝宇威同時也幫一些歌手寫歌及製作唱片，他把自己定位為熱愛客家

文化的音樂工作者，自己既畫畫也寫歌，客語音樂雖然是在音樂上很重要的一個工作，但他並沒

有因此把自己侷限在做客家音樂，還是常常跟其他團體合作，參與劇場、畫畫等創作，有時也會

唱西洋歌及寫國語歌。他也提到在創作客語歌曲時最大的困難，是語彙上的使用，畢竟從小是在

台北生長，在語言的使用上跟老一輩的客家人已經非常不同了，不如客家八音大師之一徐木珍老

師，隨口就可以說出押韻且非常道地的客語，他覺得創作上最大的困難還是在客語的使用上，但

這和生長的環境有較大的關連。

    對於現代年輕人的期許，謝宇威認為，不要因為不會講客語而不敢認同自己，也不要羞於承認

自己是客家人，最主要的是要認同自己的文化，有機會的話就多學習，不須以慚愧的心去想自己

不會客家話，畢竟自然成長的過程不是自己能造成的，而是整個大環境。所以謝宇威認為，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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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認同自己是客家人，有機會就多多學習客家的文化，把自己當成是傳承客家文化的一份子，

「輕鬆地努力就好了，不用有太大的壓力。」他說。他認為，現在的客家文化已從過去無人問津

、低俗或是傳統的角色轉變成一個顯學，客家人應該要珍惜這樣的一個機會﹔然而現在許多政治

人物常會把客家當做一個議題炒作，甚至有些客家基本教義派或客家法西斯，會在族群的情感上

表現得很偏激，這種完全以自己為本位，不考慮到其他族群的做法，實在大可不必。尤其客家研

究如今已受到各界關注，實不該以弱勢自居，這樣只會造成其他族群對客家的反感。謝宇威最後

表示，文化可以互相欣賞觀摩，客家人應認同自己的文化，但也不要太以自身文化為本位，只要

在傳承客家文化上，以輕鬆的心態努力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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