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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快的音樂隨著咖啡的濃郁香氣緩緩流
瀉，冬日午後的咖啡廳氣氛被夕陽染了

一室的暈黃。此時，一位留著俏麗短髮的年輕女
子排闥而入，身穿一襲紅色上衣，配上一雙圖案
搞怪、新穎的褲襪。她，就是擁有「新生代外景
新秀 客家美少女」稱號的藝人范金金。
范金金的父親是客家人，母親則是湖南人，但

她是由客籍的外祖母帶大的，因此會說客語。在
母親及曾祖父的教誨之下，習得一口流利的客
語。從國小開始，她便代表全縣去參加各種母語
競賽，總是獲得佳績，奠定了良好的表演經驗與
客語的基礎。  

七歲小金金 唱錄客家童謠

范金金的演藝之路，始於七歲時候的歌唱比
賽。當時因為范金金的家中開婚紗店，漢星傳播
公司正主辦歌唱比賽，負責人邱從容路過便詢問
是否能張貼宣傳海報於店門口，在與范母聊天的
過程之中，意外得知范金金有歌唱方面的天賦，
因此熱情邀約她去參加比賽，而最後她也獲得第
三名的佳績。
之後，范金金便加入邱從容兩個女兒組成的兒

童歌唱團體，並出版「小金金」系列客家童謠專
輯，總共出了四輯。自幼踏入演藝圈的她，與其
他孩童有著相當不同的童年，回憶起這段往事，
范金金直呼「我們以前很可憐耶！」暑假的時候
「小金金」的成員每天接受密集訓練，上午上唱
歌課，接著上跳舞課，下午接續上跳舞課之後再
上游泳課。完成集訓之後，她們便開始錄製專

甜美的笑容，認真的神情和專業的神態，客
家電視台「暗夜客話新聞」主播吳奕蓉以

一口流利的客家話，陪伴了觀眾八年，也帶給了
許多人感動。僅管得過「客家新聞獎」、「新聞
採訪報導獎」、「新聞播報獎」等高度肯定，但
對吳奕蓉來說，隨著觀眾一起成長、學習，和帶
給觀眾們感動，是她最欣慰，也是她持續堅守客
家新聞崗位的最大動力。

在台北的六堆人 客語一流

「在台北的六堆人」，吳奕蓉總是這樣笑著說
自己。有著高挑身材、俏麗短髮和甜美笑容，吳
奕蓉總是在電視上說著一口流利客家話，不過令
人訝異的是，這位主播是出生於台北，六歲時才
搬回屏東六堆客家庄，左鄰右舍和身邊同學都講
客家話，在耳濡目染之下，她也學會說客家話。
她還提到國中時有一名英文老師堅持用客家話來
教英文，少數同學聽不懂客語，所以這位老師在

范金金總是給人親切與
活力的印象。 
 （邱薏真／攝）

范金金在各大綜藝節目擔任外景助理。 
 （范金金／提供）

活潑開朗的吳奕蓉，平時除了在新聞台上嚴肅的播報新
聞，私下也很認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讓自己的狀態永遠
保持在最好的時候。 （吳奕蓉／提供）

身為新聞主播同時也是記者的吳奕蓉，常常自己下山下海
實地採訪，此為新竹九芎湖錄百年特別節目《山歌不唱心
不開》。 （吳奕蓉／提供）

不只採訪和客家有關新聞，吳奕蓉隻身前往紐西蘭訪問
當地原住民毛利人，此為她與毛利語言巢國家信託執行
長及地陪合照。 （吳奕蓉／提供）

輯、拍攝音樂錄影帶等等，雖然很辛苦，她卻十分
享受表演的感覺。
除了出客語童謠專輯以外，年幼的范金金還曾受

新竹縣縣政府之邀去美國洛杉磯與舊金山宣慰僑
胞，表演經驗十分充足。曾走訪馬來西亞以及美國
華僑的她發現，在那裡的客家人非常團結，甚至對
客家的認同感遠比台灣的客家人還強烈。他們積極
教導下一代講客家話，並時常舉辦活動、比賽，讓
當地的客家人相聚以聯絡感情。她發現，美國華僑
對客家的認同感比馬來西亞華僑更深刻，原因在
於，馬來西亞的華僑早在幾代以前落地生根；而美
國華僑並非如此，是因為年輕時工作所需而遷移，
因此至今對於家鄉的客家人、事、物仍縈懷於方寸
中。

國中就主持 大學走訪海外

因為從小擁有豐富表演經驗奠基，范金金從國中
開始就主持客家衛星電視台的節目，在大學時期更
擔任客家電視台《作客他鄉》的紀錄主持人，走訪
馬來西亞等地。原本范金金只是到製作公司打工，
負責寫企劃，而後因為個性活潑、長相清秀而被該
製作公司的老闆黃朝亮延攬，從幕後轉到幕前。當
時她的生活十分忙碌，每天寫大字報至凌晨三、四
點，然後早上去上課，下午趕回去錄影。幾乎待在
公司工作的她，鮮少出席上課，幾乎只有必修課才
會出現，然而她卻能拿到書卷獎，她笑說，只要是
她選擇做的事情，她就會做到好！
這樣認真的態度也展現於工作上。對范金金來

說，面對鏡頭就像是與一群人聊天對話，總是能夠
應對自如，一點也不害怕。然而，心思細膩的她，
卻總是擔心觀眾是否看得懂她的主持風格，是否因
為她說的笑話而發笑。面對這樣的懷疑，她藉由不
斷練習來克服這種不安，每天背笑話、念報紙、對
著鏡子說話、練貼壁、練習穿高跟鞋走路等等，藉
由增強自己的實力來增加自信。

天天來一客 認真細膩準備

而對於節目的事前準備，她也總是全力以赴。例
如警察廣播電台的《天天來一客》是一個客語教學
節目，每集都有一個核心主題，並由此延伸約五

個客語詞彙。除了要考量字彙的難度深淺之外，還
要顧及趣味性，並標註羅馬拼音。由於客家諺語較
具深度，將其加入教材內可提高節目的深度，然而
《天天來一客》的聽眾群多屬「不會說客語」的
人，若是教諺語會使聽眾的接受度降低。經常思索

教材去留的她，當時為了寫《天天來一客》的教材
總是弄得焦頭爛額，同時她也是節目的主持人之
一，必須要拉主Key，因此若無事前充分準備，將
無法把內容完整呈現。范金金笑說，主持一年多的
節目，現在她的電腦裡還留著當時製作的字彙大
全，多達上千個呢！由此可見她對工作的負責。
范金金認為客家話雖然只是溝通的工具，但它是

整個文化裡面是最主要的支幹，沒有語言便無法表
達自己的情感。在主持客家外景節目的時候，她
必須用客家話訪問，她認為用客語採訪並不是被侷
限，唯有用客家話訪問客家人，才能夠發掘談話之
中的精隨，因為用「自己人」的立場及語言訪問
「自己人」，才能呈現最精彩的一面予觀眾。

政府辦活動 易流於形式

對於「客家」，她認為是一個讓人充滿想像的名
詞，因為一般人並沒有透徹了解客家文化深層的
意涵。近年來政府積極舉辦各種與客家相關的活
動，意圖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客家文化，例如油桐
花季、湯圓節、雲火龍節等等，雖然她非常肯定政
府在宣揚客家文化上的努力，但同時也對此存有質
疑，認為這些活動過於商業化、形式化，無法真正
使參與者了解客家文化的根本內涵，是美中不足之
處，令人遺憾。因此她期盼，社會大眾能夠透過活
動，真正的了解何謂「客家」。
未來，范金金對自己的期許是能夠成為像吳宗憲

一樣厲害的主持人，不僅臨場反應快、會搞笑，又
富含深度、學問淵博，因此期許自己能向他看齊，
全力邁進。

可愛的范金金展現外景主持時的活力。（邱薏真／攝）

吳奕蓉認為做出來的新聞，收視率並不是第一，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也是別人需求的，那才是最有好的新聞。
 （施皓中／攝）

「客家媒體人？」初聞此項採訪作業時，我
感到十分茫然，不禁托腮深思，究竟該選擇什
麼樣的人物做為專訪的對象呢？久經考慮之
後，我決定採訪客家藝人。因為他們除了本身
具有客家人的血統之外，也是傳揚「客家」的
主力之一，透過電視、電台等等大眾媒介，讓
觀眾了解客家，同時也可能是觀眾印象最深刻
的客家人。
然而聯絡客家藝人的過程可說是跌跌撞撞，

被婉拒了多次之後，我終於找到范金金的經紀
人，在聽完粗略說明後，他毫不猶豫地同意接
受採訪，這讓我簡直是情緒興奮得直抵雲霄。
范金金除了本身為客家人以外，尚主持多個客
家電視節目、客家電台，是打著客家旗幟的主
持新秀，因此是再適合不過的了。
經過這次的採訪之後，我才發現自己的不

足。原本看似輕鬆容易的採訪，事實上需要許
多技巧，例如擬訂採訪稿需要完整的組織與架
構，且問題的連貫性與前後順序都是要相互配
合，否則會讓採訪內容零零散散、雜亂無章，
無法清楚表達受訪者所說的話，這是我在採訪
之後最為深刻的體悟，因為在整理採訪稿時，
赫然發現當初似乎沒有把問題做連貫，因此文
章內容稍有斷斷續續的感覺。
還有採訪時的說話技巧也是很重要的！我在

採訪時過於緊張，所以在初次會面時，幾乎沒
有與范金金聊天便直接切入正題了，然而我
發現這樣似乎會造成彼此之間的尷尬與障礙，
因此，透過這次的客家採訪作業，體驗到了
「學，然後知不足。」 （邱薏真）

藝人 傳揚客家的主力

■採訪側記■

客家電視台除了播報客家，也會關心其他
少數民族，二O一一年吳奕蓉和攝影師兩人前
往紐西蘭採訪當地原住民毛利人，這次的採
訪讓吳奕蓉深深體會到語言的重要性。
從DJ轉變為電視台的主播，吳奕蓉開玩笑

地說，最大的不同就是播報新聞前要先花
四十分鐘化妝，然而她會願意成為主播，其
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當記者採訪他人。除
了當主播，吳奕蓉也常常親自採訪，從總統
大選候選人到唱山歌的客家民眾，有時候，
也會去國外採訪其他的少數民族，例如紐西
蘭的毛利人。
許多電視台的同事們，因為害怕語言能力

不足，而不敢前往異國採訪，只有吳奕蓉願
意，因此她與一位攝影師，兩人飛躍太平
洋，到達了紐西蘭。吳奕蓉笑說，自己的英
文能力只有高中程度，而這次採訪也讓她學
到了許多東西，他認為除了語言能力之外，
去異國採訪最重要的是「膽子」，還有護
照。
由於攝影師自認為語言能力不是很夠，所

以所有溝通方面都是由吳奕蓉來擔任，許多
年沒有使用的英文，在此刻讓她發現語言的
重要性，完成這次採訪的任務，讓她獲益良
多，出國不只可以去玩，還可以訓練獨立
性，也許一開始會有點擔心，不過放手一搏
得到的結果也是完美的。              
除了客家的文化之外，吳奕蓉認為其他少

數民族的文化也是應該被傳承下去。客家文
化對她而言就和其他漢人文化一樣，只是因
為處境的不同而被貼上了標籤，像是客家人
比較勤儉之類的觀念，也是因為在過去貧困
的環境下所必須做的事，而毛利人也是如
此。毛利語和客家語一樣，都是非主流的語
言，他們弱勢處境都是相同的，直到最近才
開始受到重視。這次的採訪經驗，在各方面
都讓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吳承樺）

毛利人 也是弱勢的非主流

■採訪側記■

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People 5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

客家美少女 主持界新星

范金金 
■邱薏真／報導

傳遞平凡的感動

選擇去做 就要做到最好

新聞主播 與觀眾一起成長

吳奕蓉 
■吳承樺／報導

尋找更土的客語 貼近觀眾

在中廣的經驗，讓她學會了播報新聞，也是在這
個時候她發現自己對新聞的興趣，後來到News98播
華語新聞，訓練新聞的能力，而獲得機會到客家電
視台當主播。為了讓自己的客語播報更貼近民眾，
吳奕蓉除了向電視台內的兩位客語老師學習，自
己有時候也會去尋找一些更「土」的客語用詞，她
說：「土並不是很俗的那一種土，而是一種親民，
因為各個地方的客家話都會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我
希望能在播報新聞時，將每一種說法都唸出來讓觀
眾更能瞭解」。
因為自己是身為南部的客家人，但周遭的同事幾

乎都是北部或中部的客家人，因此吳奕蓉發現許多
客語發音可能會因為南北、甚至是一個庄和另一個
庄的不同，像是一些用語在家鄉六堆很常用，可是
電視台同事們卻都沒聽過。有時聽到一些不一樣的
說法，可是她忘記了，她就會打電話向父親求助，
而她自己也會把不同的說法收集起來整理成文字
檔，經年累月的結果，這些檔案多到連她自己都很
難想像。
吳奕蓉認為到客家電視台工作是很好的「新兵訓

練」，一群剛錄取的新人們，在受訓四十五天後馬
上就要坐上主播台，直接上陣！第一次播報新聞
時吳奕蓉很緊張，可是她有一個很好的優點，那便
是緊張的時候不會讓別人看出來，因此安然度過
了。客家台的人手不足，因此很多面向的新聞都要
報導，這讓她學習了不少，除此之外，每一位主播

都身兼其他職務，像吳奕蓉本身就是製作人也是記
者。她認為一個好的主播不可能對新聞完全不瞭解
的，若不是一個好的記者，那也不會是一位好的主
播，因為會對新聞沒有判斷力。而當一個新聞主
播，吳奕蓉笑說自己也是從做中學，因為才受訓不
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被推上主播台，很多不了解的
事，也是在過程中才慢慢發現。

客家電視台開播 鄉親哭了

客家電視台的成立，是許多客家人期待已久的，
吳奕蓉感性地回憶到，「開播第一天我們去民眾家
拍看客家電視台，他們都是哭著在看，你會知道你
在做的是他們等了很久的東西」，吳奕蓉也說「客
家電視工作的同仁們他們父母通常都是很贊成的，
他們沒有特別鼓勵什麼，但兒女在客家電視台工
作，是感到很光榮的。」以前要讓客家出現在電視
上，是很難的事情，然而客家電視台的出現，讓他
們知道還有這麼一個電視台是用自己熟悉的語言，
播報著他們想知道的東西。說到此，吳奕蓉強調，
客家電視台在乎的不是收視率，而是做出來的內容
要是觀眾們喜歡的，且對得起自己的。
曾經有一位記者寫了一篇稿子，內容很普通，也

很乏味，之後就被吳奕蓉給拒絕播報，她說「若是
自己寫的新聞是自己看了也覺得沒意義的東西，
那觀眾怎麼會有興趣看下去呢？」吳奕蓉所播報的
新聞，經常不是當天的社會重點，而是農村裡的農
夫，他們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通常是發
生在小地方，因此會有人認為這麼小有什麼值得播
報的，但是她反而覺得，這些小問題可能到處都
有，只是沒有被關注而已，因此她希望把這些狀況
播報出來，讓觀眾知道。

從小地方挖新聞 嚴肅播報

私下很開朗的吳奕蓉，在主播臺上常常會一臉嚴
肅，使許多觀眾誤會她不開心，可是她認為新聞是
嚴肅的事情，主播並不是藝人，播報新聞就要認
真，才能讓觀眾信服你所說的話，這點是吳奕蓉非
常堅持的。
在客家電視台播報新聞長達八年的時間，有些人

開玩笑地和吳奕蓉說，她總有一天會拿到客家貢獻
獎。不過吳奕蓉認為，有資格拿客家貢獻獎的人，
是那些願意自掏腰包，自己花心血去完成，並且以
畢生精力去推廣客家文化的人。能夠在客家電視台
工作，她很感激，因為這份工作對她而言是對自己
有意義，也對別人有意義的。

課堂上講黃色笑話的時候，他們都不知道笑點在哪
裡，還必須要問隔壁的同學。
從屏東女中畢業後，吳奕蓉選擇了世新大學傳播

系就讀，而又再度回到了台北。大學畢業後，吳奕
蓉忙著找工作，可惜當初所投的二十多份履歷，卻
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就石沈大海，不過後來在朋友
的介紹下她到了中廣面試，馬上就被錄取了。提到
這段經驗，吳亦蓉強調「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當時能到中廣工作，除了緣份之外，就是那時她已
經做好了準備，因此朋友通知後才能馬上去面試，
並且被錄取。
剛到中廣時，吳奕蓉主要主持和客家有關的生活

資訊節目，內容是邀請一些有成就的客家人，例如
醫生，來節目上分享。此外，那時候電台主管給了
她一個機會播報新聞，通常是在新聞播報前十分鐘
才拿新聞稿給她，此時她就必須在十分鐘內順稿，
然後馬上用客家話播報出來。吳奕蓉說要用客家話
順稿對她來說是有一點點困難的，因為客語有些文
法會與一般北京話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