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
母親都是客家人，從小在苗栗客家家庭長大的賴永騰，說著一口流利且道地的客家話。從

小在客家家庭長大，賴永騰的父母親經營客家肉粽批發的生意，談到客家的傳統美食時，

勾起了他的回憶。他興奮地說著許多客家的食物──客家小炒、客家肉粽、客家碗粿和湯圓等

等，談到奶奶親手做的客家麻糬時他更露出喜悅的表情。他表示現在很多食物的製作過程都機

器化了，雖然製作出來的還是客家的食物，但缺少了一份感情，也少了傳統的客家味。

　目前24歲的賴永騰，談到客家文化時，對於客家語言的傳承也有一定的堅持，也有一種責任

感。賴永騰覺得客家語言這項傳統很重要，應該將講客家話這項傳統延續下去，他表示，雖然

現在的他還年輕，但如果未來當他有了家庭和小孩，他一定會要求他的孩子説客家話。他用肯

定的語氣說：「因為我是客家人，客語是客家人的語言，我應該要把母語傳承下去。」

　現階段，賴永騰已經達成他初階段的夢想，他已經成為一名正式的飛行員。未來，在飛行常

備軍官班的訓練結束後，他將加入海軍飛行軍官的行列，希望自己能夠繼續地飛行。他笑著假

設說，如果將來他搭乘民航飛機時，發生了緊急事故，民航機的正副機長都不能駕駛飛機時，

他可以運用自己的專長幫助大家，讓飛機平安的降落。賴永騰許下他的下一個夢想，將來在他

的經濟狀況許可下，他希望能夠讓父母親退休，讓他們能有時間好好休息享受人生。

　不再只是望著天空中的遙控模型飛機想像自己能飛，「飛」不再只是夢想而已，現在的賴永

騰已經達成了從小到大所堅持的夢。面對未來，面對天空，他將持續帶著對飛行的熱情在藍天

中飛行。� （林彥伶）

飛官說美食 最愛奶奶的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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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彥伶

　在苗栗傳統的客家家庭長大的賴永騰，爺爺奶

奶和父母親都是很道地的客家人，家中的長輩們

都說客家話，賴永騰的父母親也鼓勵孩子說客

語，在這樣的客家家庭背景下長大，使他能夠說

著一口流利且道地的客家話。賴永騰談到他的國

小、國中和高中的求學階段都在家鄉苗栗唸書，

因此接觸的人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也比較常說客家

話，所以他從小比較少接觸到閩南語，直到了上

了大學，離開家鄉到外地讀書，發現同學和老師

們大部分都說閩南語，他才開始跟著同學或是藉

著看電視劇學習說閩南語。

從小有個夢 想當飛行員 

�「從小我就有一個夢！」當賴永騰談起他從小

的夢想時，嘴角揚起了自信的微笑。

　他將時間往前推，回到了他的童年時光。他提

到在家的正對面有一個放模型遙控飛機的機場，

小時候的他常常看著人們在公園玩模型飛機，因

此他對飛機和飛行產生了興趣，看到飛機在空中

飛行，他就會感到很興奮。從那時開始，他就嚮

往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飛行員」。賴永騰說他

在國小的時候，他常在睡夢中夢見他正駕駛著真

正的飛機準備升空，但每次總是在飛機準備離開

地面升上空中時，他就從夢中醒來。因此在他的

夢中，飛機沒有一次能夠成功的起飛，這讓他更

嚮往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飛行員，駕駛真正的飛

機在天空中飛行。接著，他笑著談到小時候被問

到將來長大後的志願是什麼，他說出「飛行員」

時，他的同學們和父母總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認為不太可能實現，但他還是堅持他的夢，一個

想飛的夢。

　從國小、國中、一路到了高中，賴永騰都不曾

放棄成為飛行員的這個夢。「想飛」的希冀一直

陪伴著他長大，到了高中要準備升大學時，他一

邊準備大學的入學考試一邊準備國防部空軍官校

正期班的考試，希望能夠在高中畢業後就讀國防

部空軍官校，接受正式的飛行員訓練。但不巧的

是，空軍官校的入學考試考的是高中的學歷測

驗，但賴永騰在高中階段就讀的是高職部的資訊

科，高職部和高中部所學的科目和考試的科目有

所差異，所以他無法順利地上榜。

　雖然賴永騰錯過了這次的機會，但這並沒有打

擊他的信心，他還是繼續地秉持著他的夢想。在

大學時，一次園遊會巧遇空軍官校在校園設攤徵

才，賴永騰遇見幾個穿著正式飛行服的飛行員，

他就上前與他們談話，並詢問了一些關於飛行的

事，這幾名飛行員也鼓勵他參加飛行員的考試，

於是更堅定了他想成為一個飛行員的夢想。在大

學即將畢業的時候，他報考了國防部空軍官校飛

行常備軍官班，放榜後雖然是備取，但後來卻有

意想不到的好結果，他順利備上了名額。雖然經

過了一些波折，賴永騰還是進入空軍官校接受正

式的飛行專業訓練。將達成夢想前的難關一一克

服，更讓賴永騰珍惜進入飛行常備軍官班的機

會。

訓練壓力大 一度想放棄夢想

　民國九十七年的暑假，賴永騰開始接受正式的

賴永騰
發揮吃苦精神 讓夢起飛

■喜歡飛行，喜歡飛機的賴永騰正在空軍官校接

受飛行常備軍官的訓練。 (賴永騰提供)

■經過了許多的波折，面對每一次的挑戰都能堅

持想成為一個飛行員夢，現在的賴永騰終於完成

自己從小到大的夢，談到飛行時他露出喜悅的笑

容。 （林彥伶攝）

「飛行這條路和外面的路是兩條平行線。」兩條平行線是不會有交集的，

一旦離開了官校，放棄了飛行，就很難再回來。因此，自己能有這個難得

的機會，就應該珍惜，不該輕易地放棄自己從小的夢想…

飛行訓練。在訓練過程中必須面對許多來自各方

面的壓力，不管是軍官養成訓練、體能訓練或是

飛行訓練都非常的辛苦和嚴格。關於飛行方面的

專業訓練更是特別地要求，教官在訓練過程中也

會非常嚴厲地訓練每一個飛行員，因此必須培養

良好的抗壓性。在訓練中往往會有人無法承受過

程中的辛苦而退出。在這些充滿許多壓力的訓練

下，賴永騰也曾有挫折和不想飛的時候，亦想過

放棄。他帶著疑惑的表情並嚴肅地說，他曾經想

過「要成為一個飛行員為什麼要過著如此痛苦又

難受的生活呢？」一星期有五天都必須待在空軍

官校內，週末也不一定能有放假休息的時間，失

去了自由無法與外面的世界接觸，也不能和家人

有很多相處的時間，更必須承受其他的壓力，種

種的因素讓他一度幾乎撐不下去。

　賴永騰談到原本想在訓練中放棄夢想的他，後

來經過一番思考，他想到有多少人和他一樣想飛

想成為飛行員，但能夠成為一個飛行員多麼的不

容易，必須通過許多的測驗，他們可能受限於年

紀、體格或是其他的原因而無法進入空軍官校接

受飛行員訓練。飛行訓練的教官也告訴他；「飛

行這條路和外面的路是兩條平行線。」兩條平行

線是不會有交集的，一旦他離開了官校，放棄了

飛行，就很難再回來，就會失去了飛的機會。因

此，賴永騰突然覺得，自己能有這個難得的機

會，就應該珍惜，不該輕易地放棄自己從小的夢

想，他笑著說：「遇到困難時更應該發揮客家人

吃苦耐勞的精神阿！」賴永騰露出微笑，他將用

對夢想的熱情與堅持飛出自己的新航路。

文／陳琦

　踏著從容的步伐、踩著堅定的腳步，劉勝權掛

著靦腆的笑容迎面走來。年輕的劉勝權除了有屬

於他這年紀的幽默，從言談中也不難發現他內斂

且沉穩的獨特想法。「沒有客語，就沒有客家

人。」劉勝權是這麼相信著。身為台北教育大學

的研究生，他選擇客語當作他的研究主題，期待

用自己年輕的活力加上堅定的態度為客家傳承注

入新的希望。

幸福的事 用客語和長輩互動

　劉勝權自幼生長在傳統的客家家庭，父母皆為

客家人。劉勝權表示，三歲以前和奶奶同住的那

些日子，使客家話成為自己生活中很重要的語

言。提到奠定他客語基礎且用心照顧他的奶奶，

劉勝權的臉上浮現一抹輕輕卻溫暖的微笑。住在

桃園的劉勝權並不是在一個完全由客家人所組成

的環境下成長的，他的同學、朋友們大多不是客

家人；為了不要和自己的同儕產生溝通障礙，劉

勝權在大學前使用客語的頻率並不高，客語說得

也不是很好。他略帶驕傲地說，現在的自己不只

能流利地使用客家話和國語，連閩南語也說得不

錯。劉勝權回到家後，便會和自己的家人用客語

溝通。他說，能夠用客語和長輩互動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

　劉勝權在大學時期就已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並決定往學術研究發展。他提到現在的一些方言

是語言的活化石，身為一個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

且又是中文系的學生，劉勝權在念研究所時決

定，他要「把客家話找回來」，以客語為主體來

研究語言學、聲韻學。

　提到客語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時，劉勝權認為，

在捷運、火車上多增加一種語言，是對客家族群

的一種尊重。台灣的民族並不複雜，而客家人雖

不是多數，卻也在台灣人口中占有不容忽視的比

例，所以在公共空間增加客語播音是一種平等的

表現。他也認為，民主是藉由公共空間來給各民

族一個公平的環境，而台灣絕對有能力做到，也

理應要做到。

　「語言標誌了族群。」劉勝權帶著堅定的眼神

說。他認為語言一代一代地流失是一件很可惜的

事，而家庭是決定客語可否流傳的重要關鍵。現

在有太多家庭儘管祖父母是以客語為主要語言，

父母也不會教導或是要求自己的孩子用客語來跟

祖父母溝通，因為某些父母認為會說客語對孩子

的未來沒什麼幫助。有些長輩甚至反過來學會了

如何說國語，連閩南語都變得流利。劉勝權語帶

無奈、惋惜地說，連客家家庭都不教自己的孩子

說客語，也就不難想像為何客語會像現在這般無

助。他覺得小時候能和長輩們說客家話是一件

劉勝權
要「把客家話找回來」

身為一個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且又是中文系的學生，劉勝權在

念研究所時決定，他要「把客家話找回來」，以客語為主體來

研究語言學、聲韻學。

■因研究需要，劉勝權到馬來西亞去採集當地的

客語。劉勝權（右）與他的「發音人」相處融

洽，一起裝可愛留下紀念。「發音人」即能說流

利的客家話的受訪者，他的發音提供劉勝權當地

客家話的詞彙和語音材料。 （劉勝權提供）

■劉勝權是交通大學初級和中級客語的授課老

師。為了要讓同學的學習能更紮實，他一對一的

進行口試，以了解並糾正每個學生的發音。　

 （陳琦攝）

很親切的事，那是一段很美好的童年回憶。如果

失去這段精彩，將會是孩子童年的缺憾。從這段

談話中，不難看出劉勝權的孝順。家人給他的能

量，想必是非常溫暖、正向且厚實的。

客語認證 對推廣具正面意義 

　談到客家文化和客語推廣的未來，劉勝權並不

樂觀。他擔憂地說，客語不見得會消失，說不定

有一天客語會像紐西蘭的毛利語這樣，被蓄意培

養，但這樣的客語是沒有生命的。雖說近年來勇

敢站出來、並熱心推廣的人還不少，但整個社會

環境還是不夠友善，不論公共空間還是傳播媒體

都還是以國語和閩南語為主。

�然而劉勝權仍舊願意致力在此，一方面客語是

他的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他驕傲自己是一個客家

人，而且是一個會說客語的客家人。他為客家付

出的努力和堅持，重新提醒了人們：不要因為現

實的殘酷輕易地放棄夢想，要用執著來穩固自己

的理想。

　劉勝權是９８年度的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的工作

人員之一。他略帶痛心地說，站在客家人的立場

上，舉辦客語認證是一件很悲哀的事，這表示客

語已經奄奄一息，即將消失了。於是客委會站在

傳承和推廣的立場來舉辦這項考試，把認證當作

一種誘因，讓人們有動力去學習客語。為的就是

希望能把客語慢慢救回來，至少要讓客家人都會

講客語。　

��劉勝權說明，除了客家人會來響應這個活動，

有些公職人員和老師因上班時間固定，擁有能自

由運用的時間所以想多進修，也有人是為了升遷

需要而去參加認證；有些熱心的鄉土語言教師，

會自動自發地鼓勵學生去參與考試，所以某些地

方會出現成群且人數特別踴躍的報名情形；甚至

連閩南人都會來報名，因為他們認為多學一種語

身體力行 而非只是紙上談兵

　他相信學習語言對自己是加分的，他說自己的

很多朋友，因為工作性質，必須和很多不同的人

們做接觸。當聽到客戶用夾著客家口音的國語或

閩南語說話時，能用客語和客戶溝通的親和力，

可能就是生意成功與否的關鍵。所以劉勝權認

為，儘管客語並不是台灣社會的主流，學習客語

也絕對不會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而客語認證考

試可以替努力做見證。劉勝權肯定客語能力認證

考試對客語的推廣所產生的正面效益，他相信這

樣的方法是可以讓客語不消失，或者說不會流失

地太過快速的好方法。年輕的他總能提出讓人眼

睛為之一亮的新觀點，著實難能可貴。

　　從他的眼神中微微透露的憂心和言談裡呈現

強烈的認同感，不難感受到他對客家的情感，是

綿延且深厚的。內斂、含蓄的劉勝權對現在客語

在社會中的發展雖沒有嚴厲的批判或激動的情

緒，但他對客家的堅持卻令人動容。劉勝權擁有

對於夢想和理想的固執；他用身體力行的付出，

而不是紙上談兵來為他認為對的事努力，這樣的

態度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劉
勝權是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的客語授課老師。在初級客語這門課中，劉勝權選擇用較生

動的方式向學生介紹客語。除了教導基本的音標，讓同學可以自己將熟悉的詞彙或句子用

客家話說出外，也播放客家電視台製作的戲劇《魯冰花》。劉勝權表示此舉可以吸引學生，使

客語變得更有魅力，以客語發音為主的對白，也可以讓同學熟悉客語的發音和聲調。

　對於客家電視台的成立與功效，劉勝權有他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客家電視台的設立是值得鼓

勵的，然而他對客家電視台所造成的效果存疑。劉勝權覺得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可能會對客家節

目產生排擠。劉勝權說，他小的時候，有些電視台會在播映新聞過後，安排時間給客家節目，

內容從短短的客家諺語教學到客語發音的新聞報導都有。現在有了客家電視台，其他電視台便

會認為做客家節目是客家電視台的職責和專業，於是便停止製作或是播放較無經濟效益、收視

率的客家作品。而非客家人，或是對客家文化沒有興趣的觀眾，平常也不會刻意地轉到客家電

視台去欣賞。

　以往可能還有觀眾不小心轉到自己熟悉的電台，發現正在播映的客家節目是有趣的，而將目

光停留；如今客家電視的設立，卻可能產生降低客家節目曝光率的反效果。劉勝權認為，可以

多做一些關於客家的創意廣告，在各電視台播映以增加曝光率，或是透過將卡通用客語配音再

銷售，甚至是送給兒童電視台，讓他們去播放，以吸引對於學語言比較有優勢的孩童。「這雖

然困難，但不失是個值得嘗試的好方法。」劉勝權懷著期望說。這樣獨特的見解，將劉勝權豐

富的內在涵養，毫不矯作地真實呈現。　

��劉勝權同樣站在贊成與鼓勵的態度，支持客家電視台製作的一些客家節目、客語連續劇……

等，他說劇中人的發音雖然會讓客家人覺得不道地，但對聽不懂或是不了解客語的一般觀眾並

無影響。如果可以製作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戲劇、節目、電影……等，對客家推廣與保存

都有非常大的正面效益。� （陳琦）

客家電視台 造成排擠效果

言對自己是有益無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