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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恩／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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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德不乏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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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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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健銨為了讓大
家了解獅頭的製
作過程，特別以
精美的小獅頭
呈現分解步驟。
 （黃美恩／攝）

↓客家武獅文化協會理事長張健銨與全台
最大的電動客家獅頭。 （黃美恩／攝）

↓客家獅文化展示空間
內陳列著許多獎盃、獅

「咚咚隆咚鏘，咚咚隆咚鏘」，一片嘹亮
的鑼鼓聲響，打破了夜晚的寧靜。路

旁的溝渠清澈得有魚群游過。翻過牆角，一大
片的花海就在那兒守候著下一個忽然闖進的過
客。離新竹高鐵站不到十分鐘路程，卻有著仙
境般奇妙氛圍的聚落，悄悄孕育著一個不朽的
文化。在新竹縣芎林鄉下山村，客家方口獅正
用那又黑又亮的大眼睛，見證客家人如何將他
們的故事流傳下去。

方口獅 天圓地方 嘴大吃四方

位於飛鳳山系的最尾端，乾隆五十年間命
名為「芎林下山」的傳統聚落，居民百分之
九十五是客家人。隨著先民來台的客家方口

獅有著「天圓地方，嘴大吃四方」的特殊造
型，與閉口的雞籠獅、常見的醒獅不同，屬
於開口獅的一種。最大的特色是在演出時會
使用草蓆，除了「佔有一席之地」的涵義，
還代表著早期客家人因四處漂泊，只要有像
草蓆一樣大的地方休憩便能知足的刻苦精
神。
下山是新竹縣的穀倉之一，出產日本天皇御

用的「貢米」。過去因局勢混亂又面臨各方
的威脅，不僅要提防盜賊的搶劫、閩客械鬥
及原住民的岀草，連警察也需要留心戒備。
因此該地發展出各宗族習武強身，以保衛家
園的地方特色。武獅最初附屬於宗族防禦組
織，在生活日漸平穩後，為了讓年輕人從事
正當娛樂，獅團便應運而生。

禦外侮 趨吉避凶 凝聚向心力

除了能夠抵禦外侮，武獅在廟會慶典上更扮
演趨吉避凶的角色，平時亦可凝聚街庄宗族
的向心力。一九四五年，武獅風氣繁盛，芎
林鄉內有鄭、張、黃、田四家獅團。其中鄭
家的師傅鄭述喜，年輕時四處傳藝，四家獅
團中都有他的徒弟，因其待人和善，又被稱
做「阿善師」。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及工商業
繁榮，年輕人紛紛離開家鄉，出外討生活，
獅團的運作紛紛被迫中止。
原隸屬於下山社區發展協會的「客家武獅

團」，前身為清河堂武獅團，成員平均年齡
六、七十歲，老一點的師傅都八十多歲了。
可喜的是新成立的「幼幼獅」，從三、四歲
到十幾歲的孩子都有，這要歸功於每週的免

費教學，讓傳統技藝後繼有人。這幾年武獅團
出去比賽，一年拿三、四座冠軍獎盃回來，成
績斐然，引起新竹縣政府文化局重視，特別成
立「新竹縣客家武獅文化協會」。日前新竹縣
長邱鏡淳應邀至北京中央電視台錄製節目，也
介紹了下山的客家獅，可以說揚名國際。
以前武獅只傳家族，不傳外姓人。五十多年

前，在沒有電視和收音機的年代，下山張家大
家族有十幾戶，大家晚上吃飽沒事就「鬥嘴
鼓」。當時單身的五叔在三合院的空地，每晚
教十四歲的張健銨打拳，然後弟弟、堂弟也陸
續加入玩武獅的行列。二〇〇七年，因為客語
節目《鄉親鄉情》要來下山錄兩個小時客家山
歌，山歌班的班長怕撐不了麼久，才想到張家
有很多寶可以挖。於是就由張健銨號召堂兄弟
十幾個人重新練習武獅。

張家班 重振旗鼓 博得滿堂彩

經過二十多天密集訓練，張健銨信心滿滿地
詢問電視台何時要來錄影？結果山歌班班長卻

告知將有別的山歌班合作，害張家獅差點失
去上電視露臉的機會。還好後來三個班共同
演出，張家獅的節目播出六分多鐘，讓觀眾
大開眼界。幾天後，百年三段崎古道整修重
新開幕，村長邀請武獅團參加演出，再度博
得滿堂彩。
為了迎接二〇一三年在新竹縣舉辦的「台

灣颩燈會」，張健銨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手工
製作全台最大的電動客家獅頭。他在獅臉上
繪上「晴耕雨讀」的圖樣，代表了日文夜
武的文化意涵。獅頭上的八卦圖象徵「靈
獅」，這是可以開廟門避邪迎福的獅種。
為了完整呈現「靈山弄獅」的傳說故事，張
健銨將在燈會前完成大面「沙和尚」與小面
「吉祥猴」的花燈，藉由台灣燈會的宣傳，
讓更多人看見客家武獅之美。
「保存客家傳統文化，當然不能單靠一己

之力，希望政府單位能夠協助我們，把傳統
的客家聚落傳承下去」，下山村長何信橋語
重心長地說。兩百五十年前，他的祖先從廣
東鹿豐縣來台，「生於斯，長於斯」的他對
家鄉有非常深厚的情感，雖然都市化是時勢
所趨，但是他希望客家聚落、傳統建築和客
家武獅都可以被保存下來。

藝傳承 拍紀錄片 還出電子書

客家獅，一種結合音樂、舞蹈、武術與戲
劇的傳統藝術，搭上了文化保存的風潮，
正漸漸被世界看見。成大台文系副教授曾
吉賢，為了保留珍貴的下山武獅藝術，帶領
「社區影像紀錄培力團隊」，把張家武獅團

的故事拍成紀錄片《下山‧打獅》，還製作了電
子書《下山‧我們的客家獅》，於網路呈現記錄
成果，將客家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傳承下去。
接近傍晚時分，下山被暮色層層籠罩著，這裡

沒有廿四小時的便利商店，只有柑仔店的純樸鄉
村，幾盞微黃的街燈矗立在道路上。一大片的稻
田與花海，一戶看似普通的農家，卻蘊育著一株
不可被忽視的文化種苗。「咚咚隆咚鏘，咚咚
隆咚鏘」，一陣鑼鼓喧天，震醒了假寐的客家靈
魂。每一座牆後都有一個故事，正等著被挖掘。

如世外桃源的下山村，翻過牆角，一大片的花海

新竹縣芎
林鄉下山
村 村 長
何信橋。
 （黃美恩
／攝）便躍於眼前。  (黃美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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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為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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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鑼鼓聲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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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與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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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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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沛文認
為傳承客家
傳統音樂要
從興趣開始
培養。 
 (張凱翔／
攝）

八音成果展。 （廣德社區/提供）

芎林鄉下山村是新竹縣的穀倉之一。在日
治時代，下山所生產的良質米無汙染，是用
來獻給天皇的御用米，稱為「貢米」。當地
客家庄為了練武強身、保護村莊，成立了數
個武獅團。近年來下山村張家獅重振旗鼓，
在各種舞獅比賽中，勇奪佳績。

下山社區（新竹縣芎林鄉）

第一次來到新竹縣芎林鄉的下山村，對於
生長在都市的我實在是很新奇的體驗。因為
提早了一個小時到達採訪現場，讓我有更多
的時間接觸我要報導的社區。道路上不斷有
汽車與機車呼嘯而過，偶爾出現幾位居民，
用我聽不懂的客家話交談，為這個小世界增
添了幾分神秘。
在拜訪客家武獅團團長張健銨時，他端出
團員自家種的紅橙、黃橙招待，我因為不好
意思而推辭。他就說：「阮庄腳人不講客
套。」當下即被鄉村特有的人情味所感動。
聽完了張健銨的故事，才了解在許多媒體報
導風光的背後，政府其實並沒有為他們的付
出提供足夠的協助。
當初官員來訪，認為張健銨家沒有文史展
示空間。他為了配合新竹縣社區金巷獎計
畫，便自行改建自宅，將原本擺放農具的前
院，改造成教學兼展示的場所，但政府的補
助根本連他所花費的一半都不到。
與其將大把的鈔票撒在虛華的展演活動
上，政府不如提供實質的協助，成為有心從
事文化保存者的堅強後盾。希望未來，文化
傳承的工作不再只是落在市井小民的肩上，
而是能由官方民間齊心合作來達成。 
 （黃美恩）

文化保存 更重於虛華展演

採。訪。側。記

小檔案

追星 採訪傻笑 下鄉 豐富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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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德社區（高雄市美濃區）
許仁杰，是我人生第一次鼓足勇氣到現場
追星、排隊、簽唱片的偶像。不得不提我花
了一整個月跟經紀人聯絡，大概是我的鍥而
不捨感動了他們。採訪時為了維持我的專業
形象，我試圖不要露出小粉絲的表情，但似
乎有點失敗，我一見到他就開始傻笑，連身
旁的同學都看不下去，但他仍然很有耐心地
回答我的問題，甚至補充了許多他個人的想

法，重要的是最後還幫我簽名跟合照！訪問
結束後整個人緊繃到腳都麻了，我只是怕，
這會不會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採訪明星
啊！
隔週的星期六凌晨五點，搭著客運前往不
熟悉的高雄，將近五小時的車程，睡了又醒
醒了又睡，坐到屁股都疼了，才終於抵達美
濃這個小鎮。廣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人
就如電話裡的聲音一樣豪爽，開著車帶我到
文物館及古蹟東門樓參觀，而中午那頓客家
美食我永生難忘。豬腳、炒野蓮、以及道地
的湯！讓我差點忘了自己有採訪任務在身。
訪問完後的愜意旅程就是前進台南吃小吃
逛大街，雖然半夜才回到學校，但這趟採訪
行豐富得有些不思議，當初戰戰兢兢地打電

話約訪，而今是一場如夢似幻的充實旅程。
 （黃馨儀）

採。訪。側。記

小檔案

頭、兵器與面具。 
 （黃美恩／攝）

下山武獅

找回八音
也唱出新客曲

■黃馨儀／報導

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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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區中心外
的廣場表演，沒
有特別宣傳也能
吸引許多居民圍
觀。 
 （廣德社區／提
供）

探訪客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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