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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懿倫施懿倫 打造客語音樂的新樂園打造客語音樂的新樂園

2014-04-05   許仲廷 

　　施懿倫，這個名字或許大家感到陌生，但說到她所製作的電視節目《客家新樂園 Hot Music

》，卻是聲名遠播。這個節目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客家音樂人有一個發表的空間，已成為客家電

視台的招牌之一。

      雖然施懿倫從小生長在台北，但她是由外婆帶大的，在家裡講的是客語，自然也說得一口流

利的客家話。然而，由於家人不曾強調客家人的身分，她竟然從來不知道家裡講的是客語，一直

到上大學後聽到班上同學的「客家話演講」，她才知道原來自己從小就會講的那個語言，就是客

家話。「她們覺得那是她們平常日常生活的語言，不需要特別講說那個是客語」施懿倫語帶幽默

地說，講的是客家話，吃的是客家菜，參加的是客家祭典，雖然家人從不刻意強調，但施懿倫對

於客家文化的認同卻從未削減。

施懿倫自豪的說，將傳統元素創新包裝，讓客家文化可以更廣為人接受。(許仲廷／攝) 

會講客語　會講客語　得到首份工作得到首份工作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科系畢業後，施懿倫曾經打算拍廣告，卻遲遲沒有找到機會。有一次和同

學講電話時，她用客語和妹妹說話，她同學聽到了，便說：「我們製作人在找一個會客語又是傳

播科系畢業的人，妳怎麼不早講妳會客語？」原來這個同學正在參與一個客家節目的製作，卻苦

於不懂客家話。於是，這一次陰錯陽差的通話，讓施懿倫得到了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也從此踏

上了客家電視節目製作的這條路。

      二〇〇三年，客家電視台成立，施懿倫就遞了自己的履歷，順利進入客台工作。之所以會對

客台有興趣，除了畢業後一開始製作的就是客家節目之外，施懿倫有個願望，就是希望從小與她

感情深厚的外婆，不再費力地去看國語、閩南語發音的電視節目，而能夠輕鬆地收看用客語發音

的節目。她說「那時候只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就是做她老人家聽得懂的節目，我覺得還蠻高興

的」。

　　到了客台工作之後，她更在工作中學習，了解客語的不同腔調，吸收客家文化的資訊和知識

。她強調，「做我們這一行，對客家文化一定要有熱情，如果沒有熱情，一定會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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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新樂園Hot Music》是施懿倫近期最得意的作品。(客家新樂園部落格/提供)

找歌手難　找歌手難　找主持人更難找主持人更難

      客家歌曲在流行音樂界一直不是主流，早期更是乏人問津，加上各種版權的關係混亂，所有

權清楚、可以使用的歌曲不足，施懿倫的製作團隊起初一直無法做出長度足夠的客家音樂節目。

後來經過努力，她們漸漸釐清了客家歌曲的版權問題，再加上新聞局提倡母語音樂比賽，開始有

很多年輕人投入了客家音樂的創作，為客家音樂注入新血，客台終於在二〇〇九年開播了第一個

長版的客家音樂節目《客家新樂園 Hot Music》，由施懿倫擔任製作人。

      然而，唱客家歌曲的歌手多數知名度都不高，新樂園起初在宣傳上相當困難。她們只好請一

些當時較有名的主流歌手來打響名氣，如陳國華、彭佳慧、羅時豐、殷正洋等人，有客籍的、非

客籍的，只要他們肯練客語歌曲，就能來表演。

      除了表演者以外，找到合適的主持人更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客家音樂節目的主持人，除了要

會講客家話、要會音樂，最好還要懂一些樂器。找金曲歌王謝宇威來主持的想法很快就定案，而

要物色他的搭擋可就難倒他們了。起初製作團隊想找當時很紅的彭佳慧來主持，她因沒空而回絕

，後來有一個節目在訪問彭佳慧的時候，順便訪問了她妹妹彭佳霓。

      施懿倫發現彭佳霓的客語講得很流利，更在南部駐唱已久，歌唱實力也夠，再加上謝宇威講

海陸腔，彭佳霓的是四縣腔，一個北海陸搭上了一個南四縣，也讓南部的客家人有一個發聲的空

間，於是才敲定由彭佳霓和謝宇威搭檔主持。

　　《客家新樂園Hot Music》是一個創新形式的客家音樂節目，身為製作人的施懿倫不斷嘗試

新的內容，例如將世界名曲，或者一些流傳已久、大家琅琅上口的流行歌曲改編成客家歌。當初

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找那些主流的、非客家的歌手來表演，若用這些他們比較熟悉的歌曲旋律，

只要專注練習客家話的發音就好。客語的獨特韻味，意外地讓「舊曲新編」成了一個新的單元。

近期新樂園還嘗試了傳統戲曲的改編，將一些現代的社會議題，例如全球暖化，放到客語傳統戲

曲中呈現。

用全新的形式來詮釋客家歌曲，聽起來別有一番風味。(客家新樂園部落格/提供)

嘗試創新　嘗試創新　不忘保存傳統不忘保存傳統

      為了配合民國一百年活動，很多電視台做了百年歷史回顧，啟發了施懿倫的靈感，製作了一

個客家音樂發展史的單元。大部分的觀眾平時不常聽客家歌曲，有些是剛開始投入客家歌曲創作

的年輕人，對於客家音樂的歷史其實並不熟悉，於是施懿倫製作的這個單元裡面介紹了客家音樂

的發展歷程，並且介紹呂金守、林子淵、涂敏恆等人的生平和歌曲。

      為了製作這個單元，製作團隊第一次走出攝影棚，到戶外採訪當年的這些音樂創作人，請他

們講當年參與客家音樂的過程，讓團隊的成員大開眼界，更賦予新樂園一個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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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新樂園播出兩年以來，為了顧及老中青三代的觀眾，節目內容必須同時包括傳統以及流

行的歌曲，然而要同時留住不同年齡層的觀眾並不容易。「整個節目的調性沒有主軸，定位不是

十分明確，一直是我們的困擾。」施懿倫說，製作團隊也開始思考節目轉型的問題。為了開起客

家音樂的新視野，創新、流行的歌曲是必須要經營的，但施懿倫認為傳統的部份絕對不能被放棄

，傳統的歌曲雖然變化不大，卻是值得被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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