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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見過我嗎？不然你怎麼知道是我？」在
中壢後火車站附近轉角的全家便利商店

外，透過落地窗，第一眼就認出徐明珠，讓她嚇
了一跳，而說出了見面的第一句話，開啟了愉悅
的訪談氣氛。聲音甜美帶有磁性的徐明珠，迅速
喝完從台北結束錄影之後買回來的糯米粥，走回
距離火車站不遠的家裡頭接受採訪。
徐明珠從小生長於新竹縣關西鎮，熱愛唱歌和

音樂，興趣在於說唱藝術。曾經擔任奧福音樂教
學老師，參加過大大小小的音樂比賽，也在不同
的比賽當中擔任評審，有過許多的主持經驗，目
前則是寶島客家電台節目主持人。進入廣播界至
今，徐明珠心裡最大的期望便是「讓年輕人進入
客家的領域」。

愛唱歌的客家妹 做起廣播

喜歡唱客家歌的徐明珠，在一次的偶然之下，
於十年前進入寶島客家電台當節目主持人。由於
寶島客家電台是財團法人公益電台，當時在節目
流程當中會有部分的時段會釋放給廠商做一些商
業的廣播，當時有家唱片公司希望徐明珠能為他
們做廣告，徐明珠想說自己從來沒做過廣播，既
然有興趣便去試試看，就此踏進了客家廣播界。
後來唱片公司決定停掉節目，徐明珠也因此暫

停了這份工作，但她也沒想過原來在她當廣播員
的短短三個月以來，引起聽眾極大的迴響，電台
台長因此重新找回徐明珠，希望她能主持一個她
自己想做的節目。但是由於公益電台沒有薪水，
這讓徐明珠陷入猶豫的思考當中，但後來她還是
接下了這個工作。

汐止陰冷的天氣，伴隨著雨水滴滴答答，走
在山坡地上連棟民宅間的路上，狗吠聲四

起，但就是沒有半個人影。轉個彎，熱鬧的辦桌
筵席映入眼簾，人聲鼎沸的人群中，一個染著橘

徐明珠和兒女們在歌唱事業上屢獲佳績。 （陳業良／攝）

徐明珠憶起求學時期的她是個容易怯場的人，而如今不管面對多少群眾，她也都能從容不迫，這是進入廣播界之後
的收穫。 （陳業良 /攝） 

徐明珠堅持透過音樂，讓客語綻放色彩。 
 （陳業良／攝）

徐明珠參加客家歌謠比賽時榮獲第六名佳績。  
 （江欣薇／攝）

開心的笑容是余惠蓮的招牌表情，她相信教學相長，而
最棒的學習是從生活開始。 （林庭宇／攝）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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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火車，與隨行的同伴前往中壢後火車
站，來到約定的採訪地點。在決定採訪徐明珠
的時候，就開始著手搜尋任何與她有關的各大
小消息，透過網上活動的那些照片，我不斷地
在猜想她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而要在一個真
正的廣播人面前進行採訪，真的讓我倍感緊
張，也幸好我並沒有因為自己過度的緊張而在
採訪期間犯了太多錯誤。
抵達中壢後，在火車站轉角的便利商店外，

透過落地窗，我第一眼就認出徐明珠了。那時
她正在吃著糯米粥，吃得很快，沒察覺到我走
到她的身邊。在表明我的身份之後，徐明珠老
師開口第一句就問說「你們怎麼知道是我？」
然後就一直笑，接著迅速將手中的粥喝完。
徐明珠帶我們她的家裡進行採訪，進到裡頭

就可以看到，佔據櫥窗或櫃子上的都是不同大
小、高度的獎座。細看之下，都是她家熱愛唱
歌表演的孩子們或是她自己比賽時候奪得的獎
座，可見徐明珠的兒女熱愛音樂表演的程度並
不亞於自己。
坐下之後便開始了這次的採訪，也許是因為

在家裡，徐明珠以非常輕鬆自在的姿態坐在沙
發上接受我的訪談。徐明珠的兒子們都已經不
住在家中，家裡只剩下她的先生和女兒。整個
訪談過程當中，徐明珠都有問必答，也將自己
知道的盡可能的告訴我。結束訪談之後，她還
帶我和同伴一塊到中壢夜市享用美食。
「你們來到台灣天氣那麼冷，有喝過燉品

嗎？喝了之後會覺得身體暖暖的，走，我帶你
們到一家好喝的補品店去喝燉品。」喝下那碗
燉品，我想說覺得暖暖的不只有身體，還有連
心靈也都暖暖的。� （江欣薇）

■採訪側記■

帶路嚐燉補 溫暖客人心

真想做客家廣播劇

沮喪．焦急．緊張…到圓滿

■採訪側記■

在客家人物特寫一系列的作業中，我覺得
還是起頭最難，因為在一開始要找採訪對象
時，找了很多人，但是都是得到負面的回
應，不然就是沒有回音，讓我覺得很沮喪。
同一時間，同學們也都幾乎完成採訪，準備
開始打稿了，此時的我真的是非常地焦急。
幸好經過同學（感謝陳彥文）的介紹，聯絡
到了余惠蓮，經過時間的安排，讓我能夠如
期採訪。雖然作業還是晚交了，但是完成作
業也會覺得比較心安。
而另外我覺得比較困難的是溝通方面，因

為我自認為不擅長溝通，要下定決心打給受
訪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當初講電
話、通信時我都是戰戰兢兢地，而在採訪當
下我的思緒也沒有那麼敏銳、多問一些問
題，不過還好能圓滿結束採訪，還是很高
興。而這些經驗就像是記者的工作，可能
以後出社會後我也有可能碰到類似情況，而
我現在有了這次實作的機會而且也終於完成
它，而我想這助益也非常大，也讓我知道拖
稿的嚴重性，我想這在業界也是要不得的。
� （林庭宇）

余惠蓮說推廣客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有持續不懈才能讓更多人體驗客家之美。（余惠蓮／提供）

紅色頭髮的婦人，微笑著朝這揮手致意。�
跟著走進一間民宅，屋內擺列著各種木製家具，

桌上擺著一壺泡好的茶，而婦人好客地招待茶點，
帶著和藹的笑容接受採訪。
這位態度親切的婦人是余惠蓮，曾是小學客語教

材編輯和客語教師的她，長年為增進小朋友的客語
能力不遺餘力，而退休後的余惠蓮，秉著對客語的
傳承與分享，在十多年前加入寶島客家電台擔任主
持人，現在並和她的孫女共同主持《客語之美》節
目，繼續散播著推廣客家語的種子。

活潑教學 學童樂學客語

身為民國三十幾年次的資深退休老師，余惠蓮在
客語教學實施之初，巡迴全台輔導客語老師，後來
則到校擔任客語支援教師。目前在台北市懷生國小
任教，不像其他專科老師，余惠蓮沒有辦公室，所
以都是當天教完課就離開學校，但是她對這份工作
卻很堅持，她說：「因為家長都較傾向於閩南語課
程教學，所以為了要讓小朋友多多接觸客家，前提
是要讓他們認為客語是有趣的，所以必須要花更多
心思。」
余惠蓮用了許多方式希望能吸引學生的興趣，包

含用帶動唱客家歌謠，然後做成大字報，把題目蓋
住來讓小朋友猜出答案，而小朋友們的反應也都覺
得很有趣，會舉手搶答、也會大聲說出客家話。由
於學校的客語教學是從三年級開始到六年級，所以
她就編輯了一份有系統的教材，由淺入深，讓各年
級學生在學習上有一貫性，並讓小朋友透過活潑的
教學方式學到很多客家語言。
除了校內教學外，余惠蓮也經常為學生爭取校外

表演的機會。有次有個客家社團得到補助，要辦一
個讀書會的成果發表，但是讀書會是靜態的，這個
社團不知道可以發表什麼東西出來，而余惠蓮心想
這也許是一個好機會讓學生能練習，因此她便帶著
小朋友們到成果發表會上表演。余惠蓮這樣做除了
能幫助學能多多練習客語外，也讓他們訓練上台的
機會。
對於這樣的經驗，余惠蓮打趣的說:「你發表會

不能通通都你老人家在唱山歌呀，你一定要有我們
新秀跑出來啊，所以學校和社團彼此互相結合，那
就可以把小朋友帶出去開開視野，多多練習。」之
後，余惠蓮也常帶著小朋友們出去參加各種發表會
或者是演講、唱歌比賽，而且也都得到了不錯的成

績。

編輯教材 忙到廢寢忘食

余惠蓮當初是從是新竹關西鄉下長大的，來到台
北後，她總覺得不太能夠適應，常常都會想著自己
就是客家人，就要做一些能推廣客家文化的事，所
以當台北縣政府開始舉辦有關客家的研習時，她都
一定會去參加，余惠蓮常參與客家學術研討會，之
後也發表了幾篇論文，而有次研習的機會是編輯學
校客語教材，她對這方面很有興趣，所以就一腳踏
進去了。��
余惠蓮說當時編這些教材真的非常辛苦，從早上

一路編到晚上十二點，除了吃飯時間之外都是在工
作，不只是平常日，也包含了寒暑假整個假期。
在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裡，一群人就這樣分成好幾
組，一組十幾人這樣編，天天如此。余惠蓮說他們
那些人都是打先鋒的，所以碰到很多困難，但開頭
打好基礎，之後路就好走了，對於之後的客語編輯
教材這條路也會變得比較平順。
余惠蓮說編輯客語教材的過程雖然辛苦，其實沒

碰到什麼大問題，但遇到的困難是當書《生趣介人
公仔書》出版後要如何去打開通路，因為客語的市
場本來就不大，而且又要受到各種競爭，又因為公
家的資本充足，而民間的成本有限，雖然他們一樣
盡心盡力去編，但是民間的成本問題使他們爭不到
市場的那塊餅。

創辦維難 義工做十多年

除了客語教學和教材編輯外，余惠蓮也身兼廣播
節目主持人的身份。十八年前，余惠蓮在開車去工
作時，打開收音機無意間聽到了有關客家的廣播節
目，覺得如果能在電台主持節目，讓人有所感動，
也是不錯的選擇，於是就循聲而去，和一些志同道
合的人共同創辦了寶島客家電台。
當時為了籌錢開辦電台，一群人連續在台灣北部

辦了十七場的的說明會，余惠蓮說，「那時候根本
沒有錢，都是鄉親們這樣出錢，後來我們成立這個
電台說明會，募集了四千多萬的經費就這樣開辦起
來了。
由於寶島客家電台是公益性質的電台，節目主持

余惠蓮編撰的教材對客語推廣有非常大的貢獻。 
 （林庭宇／攝）

人本身是不收半毛薪水的，電台的經費大部份都
是用來聘請工作人員和購買設備，但是抱持著對
客家文化發展的熱情，她還是在寶島電台以義工
性質主持了十多年，隨後有兩年得到廣播金鐘獎
的入圍，也有兩年得到政府評為優良節目的殊
榮。
余惠蓮目前所主持的電台節目為《客語之

美》，她說客家話有四縣、海陸、大埔、饒平和
永定這些腔調，所以才叫客語之美，主要為親子
收聽而設計，因為余惠蓮是老師，所以很重視節
目的事前規劃，每一集節目共分為四段，第一段
就是諺語、師傅話（又稱歇後語、俏皮話）等，
第二段是小朋友的童言童語講客話，第三段是故
事分享，最後一段則是介紹台灣的風俗民情。
余惠蓮說，在電台主持時常會有一些善心人士

提供她一些獎品，然後就可以轉送給聽眾們，也
有人會送她自己編寫的客家文化書籍，這也算是
「無形的收入」，讓她能充實節目內容，並鞭策
自己繼續做出好節目。余惠蓮沒將電台主持人當
成她的職業，她說：「這是一份責任而已，而我
必須努力盡我本份。」
余惠蓮覺得要保存客家語言，最重要的莫過於

學校的客語教學要落實，不要只是淪為一些口號
而已，舉辦客家活動也不要太商業化或有政治傾
向。她鼓勵年輕人，雖然單憑客家語吃飯是難上
加難，但是靠客家話加分就是很有機會的，多去
了解客家團體或是政府相關部門，盡量參與活
動，或許也能得到些不同的啟發，如此客家文化
的推廣才能一代傳一代，永久地傳承。

散播客語的種子

寶島客家電台的先鋒

■林庭宇／報導

余惠蓮

有聽眾的支持 有使命感的堅持 

當時徐明珠在國小開辦了一個客家兒童歌謠班，
透過友人建議，她決定在電台裡做客家兒童節目現
場教學，教導小朋友們說、唱客語和透過客語來玩
遊戲，節目名稱是《大人小孩一起來》。當時徐明
珠不辭勞苦，每次在準備做節目前，開車由中壢載
了一些小朋友們到台北做節目，結束之後再將他們
送回家，就這樣維持了將近一年。
後來電台換了新台長，不斷爭取很多政府單位的

補助案，就在有一年，台長爭取到了行政院客委會
的一個補助案，就找了徐明珠來主持這個節目《新
客家妹》，一直到現在，每周固定會播出三天。
徐明珠透露其實做廣播主持人的鐘點費就只有幾

百塊，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高，若單單只靠這份收
入，很有可能會餓肚子。由於她本身很喜歡唱歌，
因此除了當廣播主持人外，徐明珠也開辦了歌唱
班。主要是希望透過歌曲的方式，讓小朋友們對客
家話產生興趣。她強調，「透過歌曲來學習語言是
最容易的一種方式。」

兒女也唱客家歌 獲獎無數

徐明珠現在的客語說得非常流利順暢，是因為從
小在家中父母都是用客語交談，但是後來在唸書的
階段由於政府禁止在校園內使用方言，漸漸地她周
遭原先會用客語交談的朋友們都愈來愈少說客語。
「在我們那個年代，為什麼今天客家會流失？是因
為當時我們政府限制講方言，而後出社會之後，大
家就太習慣講國語了，一直到現在我們下一代的孩
子，我們教的孩子，大家都不會講客語，他們都只
會說國語而已。」徐明珠道出現今客語會流失的最
主要原因，現在才需要透過各種方式推廣。

在自己孩子們小的時候，徐明珠沒有意識到客語
流失的時機，並未強求他們要學習客語，後來她希
望孩子們能好好學習客語，但孩子們卻都已經長
大，也都已經在外工作或讀書，她只好透過電話教

徐明珠
■江欣薇／報導

學等方式，耐心地教他們。幸而孩子們都因為徐明
珠的關係，和客家文化結緣。兒子劉家林曾經在行
政院客委會舉辦的母語原創歌唱比賽中獲得第二名
以及最佳演唱人，現在在台中的各大小西餐廳內駐
唱，小女兒劉佳玟則是在客家電視台的《鬧熱打擂
台》歌唱比賽中通過了二十關，並常和徐明珠在
《客家新樂園》節目中合唱歌曲。
為了推廣客家文化和語言，徐明珠參加過「火焰

蟲客家說演團」的演出，也當過評審、參加過歌唱
比賽、教唱客家歌曲、當廣播及外場主持人，嘗
試過各種不同的角色。目前她最想挑戰的是從來都
沒人做過的客家廣播劇，「靠我一個人的能力是辦
不到，應該是要集思廣益，要找更多有經驗的主持
人好好研究、一起企劃看怎麼做這個，然後拿出來
會有可聽性。」徐明珠希望做出來的節目是非常細
膩，並且是可以角逐金鐘獎的。

培訓年輕廣播人 希望播種

「其實我會堅持做廣播，真的是基於一份對客家
的使命感。」徐明珠直到踏進了客家廣播之後，才
深深發現客家的很多活動欠缺的便�是宣傳，她希
望能透過廣播將客家活動散播出去，讓更多的人接
收到訊息，就算酬勞微薄，也是「傻傻地」。徐明
珠從事客家廣播將近十年，長期以來她都用心在培
訓年輕一代的人進入客家廣播界。
徐明珠認為學習客家文化，最重要的便是先將客

語學好，先將客語保存，才可以進一步了解文化。
她強調，客家文化需要傳承，總歸就應該先將客
語保存，一個文化就是在語言的架構下延展，若失
去了語言，文化再怎麼保存也都失去了最原始的風
貌。透過廣播，透過聲音，透過音樂，徐明珠將客
語綻放色彩。
這一路走來，徐明珠從一個上台會緊張，甚至有

過參加學校演講比賽只說了兩句話就下台的經歷，
如今蛻變成不管面對的是多少人的群眾，都一樣可
以游刃有餘地主持活動。她說：「真的很難得，奉
勸我們的年輕人，有時候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
再爬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