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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美濃 找回八音找回八音 也唱出新客曲也唱出新客曲

2014-06-28   黃馨儀 

    隨著時代的潮流脈動，你是否還記得以往在山林間勞動時傳來的陣陣歌聲？是否還知曉婚喪喜

慶時演奏的樂曲？抑或你聽說過「撮把戲」上演出的笑料？「從前，我曾和他們一起歌唱過、脈

搏過和感覺過」，出身於美濃的作家鍾理和曾在書中這樣敘述過他對客家音樂的懷念。而今非昔

比，傳統的客家音樂逐漸沒落，欲重新振興卻又少了古早的氣息，在傳統與流行中夾雜，客家音

樂該何去何從？

八音成果展。(廣德社區/提供)

廣德不乏樂師廣德不乏樂師  成立八音研習班成立八音研習班

    「客家八音」是以鼓吹樂為基本形式的一種樂器合奏，也就是以鑼鼓為基礎加嗩吶為主。而客

家八音在音樂風格、演出形式、內容與樂器的使用方面，都深受中國傳統民間音樂的影響，以往

多用於婚喪喜慶的場合。

    然而隨著流行樂取代傳統八音在婚喪喜慶的重要性，就連客家人都不會邀請八音團到場演出，

逐漸失去舞台的情況下，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的廣德社區於二〇一二年開始推動「客家八音研習計

畫」，讓逐漸沒落的八音能夠保存下來。

    由於美濃地區早已有在社會上小有名氣的八音樂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黃沛文也認為倘若是

傳承八音，要找到教學的老師也不必外聘，便試圖著手這項計畫。社區也為此喊出口號：「八音

一曲，讓我們找回過去的傳統文化；山歌一唱，讓我們凝聚庄頭的力量。」

    此項研習計畫的目的，除了請當地的八音藝師進行傳承教學，培養居民了解八音文化，更希望

發掘居民對傳統文化的熱情，激發學習傳統藝術的原動力。而二〇一二年七月份，學員們舉辦了

成果展演，吸引不少社區居民的觀看與讚賞，增添信心之餘，這項活動將會持續進行下去。

《大團圓》入耳《大團圓》入耳  無一個毛孔不暢快無一個毛孔不暢快

    一張四方形的八仙桌，由嗩吶、胡弦、二弦以及打擊樂進行四人合奏。弦琴悠揚，恍若少女舞

著衣袖搖擺，鑼鼓齊聲更添了畫面的逗趣性，雄壯激昂的嗩吶聲竄入耳裡，高亢卻不失優雅。雖

說是樂器演奏，卻又像是娓娓道著一曲曲故事。一首《大團圓》聽在黃沛文耳裡特別有印象，不

斷氣地吹奏展現吹嗩吶的純熟技巧，這才宛如王小玉說書，入耳後無一個毛孔不暢快！他笑著說

社區內已有年輕居民學會這首高難度曲子，自己也有意願進一步學習。

    「我們注重的是原汁原味！」黃沛文表示，雖然現代的主流文化是流行音樂，但對於傳承八音

這項文化，仍舊希望不要摻雜過多的外來文化，否則傳統的味道就會不見，他笑著表示：「傳統

的東西接受的人可能比較少，但傳統涵蓋的意義就是傳承，跟流行就是不同。」社區居民也達成

共識，決定將八音文化帶入校園，讓孩子自小就可以接觸傳統音樂。未來更希望能成立「山歌合

唱團」與「民俗舞蹈班」，並結合客家八音團進行表演。

    二〇一三年的元宵節，廣德社區的客家八音班將重出江湖，配合即將舉辦的元宵慶典進行一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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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八音演出。避免因為年輕人外流而產生斷層，也想藉由年輕人的創意設計一些商標，將小小

社區的努力與傳統推廣給更多人知曉。另外也有一群學生要在美濃地區拍攝影片參賽，客家八音

屆時也會成為影片的內容之一，將傳統藝術的新生命發揚出去。

林生祥林生祥  傳統為基調傳統為基調  創新不媚俗創新不媚俗

    黃沛文認為，比起藍染、菸葉或其他客家文化產業，音樂是最能深植內心的文化，無論聽眾懂

不懂歌詞或內涵，聽到音樂的瞬間，感動自在人心。近年來，客家的流行音樂確實逐漸發揚，金

曲歌手林生祥就是美濃的代表，他用「種樹」一曲，述說了農村青年返鄉後，找回生命價值的感

動，曲風琅琅上口，吸引不少年輕人的注意。

    「唱著野味的搖滾山歌，椰樹香蕉隨風搖曳，薰菸的氣味四溢」，這是歌手林生祥對於自己創

作的寫照。當初林生祥自美濃反水庫運動起始，以結合社會運動的「運動音樂」出發，成功創造

出用音樂說故事的經典。對於客家音樂來說，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以傳統的樂器為基調，試

圖改變曲風或是加入新時代的詞彙作為歌詞，以創意宣揚卻不流於媚俗，讓簡單卻雋永的傳統音

樂不隨著時代的潮流而褪去。

許仁杰覺得客語只要加入現代感，也能成為流行歌。(林家宇/攝)

許仁杰許仁杰  傳統與流行傳統與流行   相輔相成相輔相成

    同樣出身於美濃的歌手還有許仁杰，除了演出客家電視劇之外也演唱了劇中的主題曲，《花樹

下的約定》便是一首國、客語融合的創作。提及第一次創作的歌曲，許仁杰表示，由於南北部客

語發音相異，當初還斟酌著要如何用字，後來想想更重要的是希望眾人能夠用心欣賞客語的創作

，想著要如何闡述才能引起眾人的興趣，「整首是客語的話，似乎不適合做為提起大家興趣的起

步。」因此他將客語作為點綴放入歌詞，意外地引發歌迷的好奇，紛紛上網搜尋歌詞或留言，他

才發現從簡單的歌詞唱起，可以使大眾的接受度提高，藉此也讓客家音樂逐漸融入現代人的生活

中。

    許仁杰認為傳統與現代兩者要達到平衡的確有點困難，「就像林生祥大哥創作的調性，對長輩

來說傳統的元素會比較多；對我來說，年輕人會想將客家歌變得比較現代，想打破眾人對客家歌

曲的既定印象。」畢竟老一輩的不容易接受新曲風，年輕一代卻又不會主動回顧舊有的文化。

   但他認為傳統和流行對於傳承客家文化仍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像林生祥大哥的音樂結合了兩

者，能讓長輩產生家鄉感，但對於年輕人來說，兩者不同的元素，反而可以激盪出不可限量的新

創意。」他說：「音樂可以常常聽，戲劇可不能常常看」，如果有機會，許仁杰也盼能繼續創作

客語歌曲，讓更多人看見客家音樂的非凡。

    在主流文化中要闖出一片天，客家音樂正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努力著，也許是藉由耆老的技藝

傳承，又或者是年輕人的創意創新，不論是何種方式，都是為了維護他們心中不變的，客家本色

。

 

廣德社區：高雄市美濃區廣德社區：高雄市美濃區

    位於美濃區的東北角，舊名為竹頭背，日治時稱竹頭角。近年來為了提升社區意識與傳承客家

文化，成立「竹頭角志工隊」，致力於進行社區服務，並舉辦「竹頭庄老照片蒐集計畫」、「聚

落影音紀錄」以及「客家八音研習班」等一連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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