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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展逸林展逸 唱紅《客家本色》唱紅《客家本色》

2014-03-29   李若甄 

    詞曲創作者林展逸是在苗栗縣頭份鎮土生土長的客家人，從小居住在客家庄，生長在客語的環

境，對於客語的式微不免難過失落。然而早在客家音樂不受重視的年代，他就唱紅了《客家本色

》等歌曲，更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客家流行歌，以實際行動替客家發聲。

恩師涂敏恆的歌恩師涂敏恆的歌  唱近百首唱近百首

    原先林展逸以演唱國語和閩南語歌曲為主，後來竹北漢興傳播公司老闆邱從容想要發展客家歌

曲市場，找上了林展逸演唱林子淵作詞譜曲的《細妹按靚》，錄製合輯，在客語歌壇初試啼聲，

與「客家」結下不解之緣，也結識了恩師涂敏恆。涂敏恆對林展逸的客語咬字非常欣賞，寫了非

常多的歌讓林展逸唱，其中最為人知的就是《客家本色》，成了客家國歌般的傳奇歌曲，至今傳

唱率仍居冠位。

    在涂敏恆的影響下，林展逸才逐漸體會到推廣客家文化、傳承客語的重要性。但真正促使他完

全踏入客語音樂，最主要的原因是身為客家人的他驚覺自己的小孩已經小學一、二年級了，竟然

沒有任何客語基礎，也對客語沒有興趣。於是，涂敏恆拿了一首歌《伯公伯婆》給他的小孩唱，

一唱就會，對於客語的發音也算標準，在這般急需成就感的年紀，林展逸的小孩們對客語的態度

就徹底改變了，而這張以《伯公伯婆》為主打歌的專輯也紅遍了台灣。

    在唱了近百首涂敏恆的歌後，林展逸開始著手寫客家歌，主要受兩個人的鼓勵，那就是上發傳

播公司的董事長黃義桂以及資深台灣電視公司客家節目製作人、也是鄉土文化的工作者張致遠。

林展逸寫的第一首歌是《英雄淚》，先試試水溫，但沒想到就紅遍全世界，紅到海外客家庄都傳

唱這首歌，比客家本色還要更為人知。

林展逸近年來常參加中國地區的客家傳承活動，上圖為「梅州國際客家山歌文化節」。(林展逸/提供)

加進諺語與俚語加進諺語與俚語  自己寫歌自己寫歌

        在寫歌上面，林展逸非常講究，以口語化的語言來作詞，讓歌曲更加平易近人，初學客語

的人能更快上手，讓客語能夠更快被大家接受。林展逸特別強調，他寫歌曲是注重在鄉土，會將

一些諺語或俚語放進歌詞裏面，就像《英雄淚》這首歌就用短短幾個字，寫出了人生故事來激勵

人們。

     林展逸的歌路很寬，寬到讓人喜歡、讓人驚豔。他寫的歌詞其實都從日常生活中取材，一點

一滴的小事都可以寫成一首又一首經典傳唱的歌曲，有的是個人經歷，有的是他觀察身旁的世界

而得到的感觸。

    不過創新的客語唱法，不見得每個人都能贊同。林展逸當時在台灣各地唱的時候，也是會有許

多批評的聲浪，許多鄉下老人家是非常看不起這樣的新唱法的，總認為客家歌曲就是要傳統正統

的唱腔，為什麼要唱成流行風格？在傳統和現代中，林展逸掙扎了一段時間，但在走遍全台各地

，受到大家的鬥罵、取笑、支持、認同，最後仍希望將傳統融合現代，他要證明客家歌也可以用

流行歌曲的方式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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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客家歌唱比賽得獎的得主，有的不是客家人，有的甚至連客語都聽不懂、不會講，讓

許多客家人跌破眼鏡。對這樣的現象，林展逸認為客家人自己本身不愛惜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傳統

，反而是這麼多其他族群的人來學客家歌，現在的歌謠班有很多學生都不是客家人，實在令人心

寒。即便如此，能夠散播「客家」到各族群也是一大成就。

林展逸會親自示範唱歌，他從作詞編曲到試錄都是在這自己的錄音室完成的。 (李若甄/攝)

演戲主持與教唱演戲主持與教唱  三管齊下三管齊下

        除了做和歌唱有關的工作，後來林展逸還往演戲、主持發展，參與《客家英雄傳：西螺七

崁》製作，在大部分電視台不製作古裝戲的同時，客家電視台製作了這部客語古裝大戲，大家眼

睛為之一亮。客家的戲劇幾乎都脫離不了三合院、婆媳、大家庭的衝突等，悲情悲情還是悲情，

但客台跳脫以往客家戲劇的形式與格局，有一個全新的視界。林展逸飾演戲裡知府的角色，將其

情緒轉變、語言表達都詮釋的相當傳神，也為此客台偶像劇寫主題曲《客家英雄》，描寫出客家

人的文化性與民族性，面對挑戰勇往直前。

    林展逸在媒體圈內也帶出了不少主持人和歌手。民國九十一年，澎澎將餐廳秀收起來後，和林

展逸學歌，加上澎澎是道地的客家人，客家話常講就熟練了。他曾和澎澎一同在苗栗廣播電台以

及大漢之音廣播電台主持客語節目，林展逸和澎澎一主持就是兩年，對於客家文化的推廣與傳承

又盡了一份心力。

    此外，林展逸也教歌謠班，而且會因材施教，還利用他工作室那「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錄

音室錄製一套教唱帶，有人聲版及伴唱帶兩種。他說現場教學的感覺和台下互動的模式是需要經

驗的，他教唱班也有助理跟在旁邊，就是在學習這種臨場感，例如老人家就像三歲小孩一樣，來

唱歌就是高高興興，但總會有人唱不好，所以就必須學會如何擺樓梯給他們下，給他們留點面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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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展逸說客家腔區分「山歌腔」及「現代腔」，山歌腔尾音拖得比較長，現代腔比較屬於普羅大眾流行歌的唱法。 (李若甄/攝)

歌謠班傳唱客語歌謠班傳唱客語  基層開始基層開始

　　這幾年來，林展逸愈來愈少在客家電視台出現，因為他認為以歌謠班的方式，從底層開始教

起客語，比起上節目實在。林展逸認為客家電視台很用心地在傳承客家文化，但發展方向不對，

在節目中能傳達的東西有限，因此他不如身體力行，下鄉教唱客家歌，他深信歌曲是拉近客語和

人們的距離， 更是語言傳承中最重要的一塊。

　　林展逸也打破傳統，不再用合唱來表達客語歌，反倒冒出鬼點子「舞台劇」，結合了一些歌

舞劇的元素來呈現客家歌謠的美。因為在一個團體當中，有些人會唱歌，有些人會跳舞，有些人

會演情境劇，彼此配合下，舞台劇應運而生。在教學的過程中，試著去了解年輕人的需要，思考

要怎樣才能讓年輕人認為客家話有趣、簡單、有傳承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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