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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芳慈　詩情畫意客家心張芳慈　詩情畫意客家心

2014-03-28   傅如尉 

　　一個女人，坐在咖啡廳的一處角落，靜靜喝著手中那杯暖熱的柚子茶，頭上的燈光照下來，

一身紫衣的她，流露出一股藝術家獨有的氣質。她是張芳慈，是一個畫家，更是一個詩人，而她

自認其中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身為一個客家人。抱持著對客家文化滿腔的認同，並為了讓更多人

發現客家文化的美，她決定用自己的方式，揮灑手中的彩筆，真切地描繪出對客家文化的熱愛，

客家樸實的精神，就在她手裡完整呈現。

　　出生於台中東勢的張芳慈，說著一口大埔腔的客語，因為從小在山林間長大，她笑稱自己是

野蠻的小女孩。或許是因為成長環境的因素，養成了她獨特的性格──愛好自由、樂天開朗。但你

可能會想問，藝術家不都是獨來獨往、陰陽怪氣的嗎？但是，眼前的這個人，卻大大顛覆了人們

對藝術家的刻板印象。從她的言行舉止中，可以看見一個年輕的靈魂在體內發光發熱，拼命地伸

出雙手想要抓住更多的靈感，把握每一個創作的機會。

寫童詩保有赤子之心寫童詩保有赤子之心

　　與其說她是一個畫家，她更想讓大家知道的是詩人這個身分。從小，她便對文字具有一定的

敏感度，並在學校的寫作比賽中得了許多獎。她說自己雖然是美術系畢業，但有時會覺得，畫畫

並不能完全傳達出自己想表達的事物，也就是很難達到與觀賞者的溝通。然而，文字對她來說，

感動力量幾乎可以比擬影像，就像在看電影，觀賞者很容易進入影片中的情境，隨著劇情發展而

情緒高低起伏，當你仔細品味，畫面就會在腦中浮現，引領你進入另一個世界。

　　從十八歲就開始寫作的她，由童詩起步，人們常覺得這樣很幼稚，「那麼，成熟是什麼？」

她說，保有一顆赤子之心，不就是一個詩人最需要的寫作動機嗎？如果只是為了展現自己的文筆

，那麼詩人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吧！之後，她也陸續嘗試了散文、小說等各類文體，最後選擇了

現代詩這條路。她說，寫作最需要的，就是大量的閱讀，從閱讀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可以體會到

一段的生命經歷，增加感受。另外，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也相當重要，只要運用簡單的文字，就能

寫出你的每一天，這也是提升文筆的好方法。

張芳慈情感豐富才華洋溢，她很努力讓更多人看見客家文化豐富精采的一面。(傅如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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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笠詩社寫台灣經驗入笠詩社寫台灣經驗

　　張芳慈從閱讀中接觸到很多不同的經驗，但在她那個年代，許多故事寫的是從中國大陸來台

灣的種種經歷，而她只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女性，很難跟這些故事產生共鳴，所以，她決定寫

出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及對客家文化的堅持。於是，她開始從事詩的創作，期間也加入了「

笠詩社」，努力地寫出台灣經驗。從第一本詩集《越軌》出版後，第二本詩集《紅色漩渦》也在

幾年後上市。當時，正好遇到九二一地震，也就是因為這突然的悲劇，讓她體認到，世界上沒有

所謂的永恆，很多事情是我們無法掌握的，所以，想完成的事情不能等，要趕快行動。因此，在

這段期間，她不輟地創作各類詩文，其中也包含了客家詩。

　　身為客家人又是說著少數大埔腔的她，更能體會客家文化的逐漸流逝，為了不讓這份傳統消

失，她以自己最擅長的寫作，來喚醒國人對客家文化的重視。她說，剛開始寫的時候，曾遇到一

些困難，因為客家話許多用字跟語法和國語不同，所以如果用國語來思考創作的話，常常會讓詩

的感覺變了調，因此，她決定以母語來思考創作，加上剛好那時候在出版社編輯客語教材，釐清

了許多用字問題，果然，成品讓她很滿意：「這就對了！」她面帶自信地說。以母語思考，不但

藝術本質不變，寫出來的內容，也更能讓讀者體會到作者對自己族群的熱愛，這也正是這類作品

感動人心的地方。

不安的靈魂愛上旅行不安的靈魂愛上旅行

　　張芳慈愛好自由的個性，讓她散發出一股流浪感的基調，雖然從小到大搬過九次家，但她反

而將之視為養分，讓她可以在不安定中，思考得更深入，對生命的感受力也更強。這種流浪的性

格，讓她愛上旅行，常常覺得興致一來，就跑出去，享受只有一個人的旅程，甚至決定退休之後

，要去旅遊雜誌社工作，藉此四處旅行。這種隨性的態度，也表達在她的作品上面：「寫作，已

經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檢視生命的形式。」她說，每個人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寫文章，而

她，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想法，不為成名，因為她認為，只要寫作的當下是快樂的，那就夠了。

或許是因為這種不強求的態度，讓她的作品充斥著一股真實的感動力量，因為她只是把要說的話

、要表達的情感，完完全全不加多餘裝飾地呈現給大家而已。

　　目前，張芳慈與同樣也是客家人的先生育有四名子女，除了在學校任教外，兩人更共同致力

於保存與發揚客家文化，不讓它的光輝消失。張芳慈更擔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委員，及舉辦多

次有關客家議題的專題演講，建立許多管道，讓人們能更加認識客家內涵並參與討論，共同為客

家文化打拚。即使有了一個美滿的家庭和固定的工作，她依然按照自己的步調，從容地享受生活

，而她的生活依據，就是「靈感」。「我做任何事，都要有靈感，才會去做。」露出大大笑容的

她說道，無論是做家事、教課、畫畫還是寫詩，一定都要有「靈感」蹦出來，她才去做。她說，

因為自己太大喇喇了，很怕背負責任，也不太會照顧自己，有時家人都覺得她實在太迷糊了，甚

至覺得她不像個妻子、不像個母親，幸好有老公的包容及孩子們的獨立懂事，她才能真正的做自

己，而不被外務拘束。

多愁善感的藝術家多愁善感的藝術家

　　她說，自己很愛胡思亂想，也就是如此，讓她有種多愁善感的藝術家氣息。有一次，她看見

一面在風中搖曳的旗子，突然有種莫名的悲傷自心中湧出，覺得旗子很可憐，被大風吹著，並任

憑這股力量隨意飄蕩，沒有自由。還有一次，她去欣賞音樂會，看著台上的手風琴被左右拉扯，

心中感到相當痛苦，覺得自己好像就被困在那手風琴的狹小世界，身體彷彿就是那把手風琴，沒

有伸展的空間。張芳慈也常常一個人開車，感觸一來，就停在路邊。靠著方向盤大哭，哭完，再

繼續上路。她的坦率反而讓人形成一種反思，常常很多時候，人們心中有波濤洶湧的感覺，卻不

知該如何表達，這時候，可能就成為壓抑，這也是現代人越來越無法大方表達自己情感的原因。

就是如此的感情充沛，讓她在創作方面，有著自然質樸的風格，更能讓讀者進入詩中的情境，與

她一同分享這一段段的故事。

　　或許，在任何事物都進步的這個年代，許多人早已摒棄自己的根本，盲目地追求所謂的流行

，但是，張芳慈依然固守她的文化，努力地讓更多人看見客家文化豐富精采的一面，因為她明白

，既然身為客家族群的一份子，就應該做些什麼，而不是在一旁看著它如落日般西沉。所以，她

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寫出對客家文化的關懷，並邀請更多人加入她的行列，讓這份美麗永遠留在

人們心中，延續客家文化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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