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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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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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百成私底下就像個親切的長輩，娓娓道出他豐富的歷
練，毫無明星架子。 （陳祥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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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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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進田，暱稱「阿田」。當時老家在桃園的鄧家因
為工作的關係舉家遷移到新竹來，而不久後便產下
一子。鄧百成誕生在上有八個姊姊和一個哥哥的大
家庭，家裡面的音樂氣息濃厚，兄弟姊妹都對音樂
有興趣，而鄧百成更是從小開始就對唱歌癡迷，國
小開始就喜歡在眾人面前表演，這時他的星芒就已
經嶄露了。
雖然住的是新竹，但是居家周圍都是外省人跟河

洛人，所以從小就是講得一口流利閩南語和國語，
所以也對國語歌和台語歌熟稔的很，平常也只有在
家裡才聽得到客家話。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初其實沒
有打算唱客家歌的打算。
鄧百成的家裡素來喜歡平靜低調，所以喜歡表演

的鄧百成也沒有機會大顯身手，直到高中聯考那年
遇到了林家的兄弟，同樣也是愛好音樂的夥伴，這
才開啟了鄧百成的明星之路。

巧遇貴人 意外唱起客家歌

鄧百成回憶說，重考那年是人生最大的轉捩點，
因為遇到生命中的貴人——林子淵。
當時鄧百成結識了一位功課不錯而且對音樂愛好

的同學林春筠(後來改名林正期)，假日時常常會去
他們家玩樂器，而一群人就在林家彈彈唱唱，而
林春筠的哥哥林子淵當時已是知名的作曲家。有一
天，林子淵突然問鄧百成說要不要出唱片，鄧百成
欣然接受，沒想到這個舉動後來會為客家流行音樂
界掀起前所未有的波瀾。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要做客家歌，我的夢想是開

一個演唱會，但當時怎麼想像都是國語或河洛語，
怎麼都想不到我會是因為客語。」鄧百成強調，當
時因為林子淵要出版客家歌曲，於是就在歌星魏海
珊的專輯裡面放了三首鄧百成的歌，唱片公司就把
帶子寄給金曲獎參賽，後來他就以《我自遠方來》
入圍第二屆（一九九○年）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
獎。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演唱客家歌曲入圍金曲
獎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上與他競逐的有洪
榮宏、張雨生、張信哲、童安格等知名歌手，因此
引起了各大媒體轟動地報導。
「我記得那時候去參加頒獎典禮的時候，身邊

都是大牌歌星，有蔡琴啊、張清芳啊、王識賢等
人。」回憶起當年的盛況，鄧百成還是很興奮。他
說，雖然大家都很好奇他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所以不太有互動，但能跟那麼多的當紅歌星見面，
真的很震撼。雖然後來該年的大獎是由洪榮宏抱
走，不過也給了鄧百成跟林子淵這樣的組合莫大信
心，隔年捲土重來，以《皇天不負苦心人》一曲在
第三屆（一九九一年）金曲獎再度入圍最佳方言男
歌手獎項。

時運不濟 連失作曲好夥伴

但是金曲獎的肯定並未為改變客家歌曲在流行音
樂的邊緣處境，其中最殘酷的是，主辦單位按照慣
例，在金曲獎頒獎典禮邀請入圍的歌手上台高歌一
曲，卻獨漏了唱客家歌曲的鄧百成。講到當年的情
況，鄧百成還是露出不平的神情。當時苗栗縣還有
一連串的抗議活動，就因為鄧百成不能唱入圍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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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進諺語與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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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初學客語的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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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觀察身旁世界而得到的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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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戲主持與教唱 三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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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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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鄧百成的過程比預料中順遂許多，在客
委會網站上找到了他的手機號碼，原本不抱希
望地寄了封約訪的簡訊，沒想到他很樂意接受
採訪，反而覺得願意來採訪他的年輕小伙子很
稀奇。
對我而言，沒有想到採訪一個曾經入圍金曲

獎的大歌星是這樣容易的事，總想像要經過經
紀公司安排等等，但也許就像鄧百成所說，他
是個「不像藝人的藝人」。然而我也驚訝於像
這樣特殊的人物，走在路上沒有人認出來，更
遑論被注目和討論了。當他談到客委會關切的
那一段也讓我嘖嘖稱奇，一個曾經在金曲獎榜
上有名的客家先鋒歌手居然如此不受重視。
在訪問的當下聽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和心

酸的血淚。不過最令我欽佩的是，當鄧百成說
到自己未來的打算時，他願意傾聽我們年輕人
的建議。與其說他是大牌歌手，實際上比較像
是和藹的長輩。
總體而言這是一次難忘而愉快的採訪經驗，

我學習到很多很珍貴的東西，以後也會盡一己
力，為鄧百成提高一些知名度，例如在維基百
科中建檔或是成立粉絲團之類的。因為這麼一
位天才歌星就這樣被埋沒，實在沒有道理啊。
 （陳祥豪）                                                     

不像藝人的藝人

■採訪側記■

在前往苗栗採訪林展逸的路上時，心中是恐
懼萬分。在電話裡，林展逸便和我講客家話，
讓我不知所措，被突如其來的客語嚇著了。幸
好，在採訪的過程中，林展逸以輕鬆自在的談
吐和豪邁的口氣緩和了我的恐懼，取而代之的
是雀躍的心情。身為一個客家文化傳承者，林
展逸是個老前輩，能夠訪問到他，是非常幸運
的事。
林展逸的工作室感覺非常溫馨。他是個非常

健談的人，一開始就非常詳細地自我介紹，從
頭開始述說著他的經歷。訪談中，其實都是林
展逸在講，我邊聽邊寫，看著企畫書上預定要
問的問題，把他說話的內容套進問題的答案。
很快的，問題的答案都被填滿了。林展逸很逗
趣的說：「我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啦！」
林展逸是個很喜歡分享的人，在講到他寫過

的什麼歌時，他都會去找出來放給我聽，邊聽
邊講述寫那首歌的起源和經過，我也邊聽邊學
著念客語，跟著旋律哼哼唱唱，似乎就像來到
了他的歌謠班，沒有壓力，完全放鬆，開開心
心的唱著朗朗上口的客家歌，對客語，我似乎
起了興趣。
在這樣短短一個下午的相處，就能夠讓我對

客家、客語有了好感、有了興趣，果然，歌曲
是語言傳承很重要的一環。	 （李若甄）

聽他的歌 跟他開心哼唱

■採訪側記■

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People 5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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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謠班傳唱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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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歌曲，抹殺了客家文化宣傳的可能性。
雖然遭到不友善的對待，鄧百成和林子淵這樣的

搭檔卻未被擊敗，反而不斷地錄製新作品來證明客
家流行歌曲的價值，在這個時候，大家一提到客家
歌曲便會想到的名曲《細妹安靚》就在這時期被創
作出來，受到很大的歡迎。後來歌手羅時豐翻唱，
更把這首歌推到膾炙人口的高峰。
不過一九九三年林子淵過世，鄧百成在歌壇頓失

依靠，順遂的歌唱之路就在這裡喊卡了。直到後
來，多產的客家詞曲創作家涂敏恆才又找他合作，
推出以《紅梅》為首的一系列歌曲，為鄧百成的生
涯裡掀起第二波小高潮，然而涂敏恆在二○○○年
駕車失事不治，鄧百成再度失去一位優秀作曲夥
伴。雖然自己也彈琴，但是創作這一塊從來不是自
己的專長，所以如果沒有人替他寫歌的話就好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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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錄音室完成的。  （李若甄／攝）

林展逸
唱紅《客家本色》

《英雄淚》歌頌鄉土情

鄧百成 
兩次入圍金曲獎

■陳祥豪／報導

初代客家歌王

深藍色舞台隨燈光逐漸明朗，輪廓漸漸清
晰，這時候流瀉進耳朵的是熟悉的民歌

旋律，彷彿將觀眾拉回民國七○年代，演唱者啟
齒瞬間便將台下聽眾的耳朵收服，甘拜在復古的
風潮底下。他不是劉家昌，也不是費玉清，歌曲
使用的語言也不是耳熟能詳的國語或台語。他是
客家歌手鄧百成，在他優雅細膩、如高山流水般
的詮釋之下，扭轉了一般人對客家歌謠的傳統印
象，感受到客家流行歌的全新面貌。
鄧百成，誕生於民國五十一年的新竹市，本名

鄧百成陶醉地詮釋歌曲。�
� （鄧百成／提供）

■李若甄／報導

許久未上節目的鄧百城打趣地說常常在節目上緊張
到胃痛。 （鄧百成／提供）

鄧百成依舊非常珍惜每次上節目的時光，希望能藉由
客家電視台向大眾傳播客家文化。 （鄧百成／提供）

去了一半的自己。
「那段時間就很難過啊，常常想自己時運怎麼

那麼差，很靠近（成功）了不過又摸不到的感
覺。」談到這段往事，鄧百成眼眶還是有點濕
潤。
在告別歌唱事業的高峰之後，鄧百成一直擔任

歌廳的琴師，以鍵盤伴奏維生。因此他感嘆地
說，「所以才說我是不像藝人的藝人阿，雖然出
過兩張專輯，也入圍過了金曲獎，但是跟大家一
般的藝人光鮮亮麗的外表，和接不完的通告不一
樣的。」

客家電台 重新回到螢光幕

鄧百成直到這幾年才又回到了螢光幕前，而且
還是拜客家電視台歌唱節目《客家新樂園》之
賜，讓他重新找到演唱的舞台。鄧百成說，以前
的客家文化不受重視，現在可是大大的不同了，
近年來客委會推廣客家文化不遺餘力，他也深深
地感受到了。
不過他認為一般人對客家音樂還是很陌生，有

次有位年輕的客委會業務承辦人員打電話來關
心，還問「鄧先生請問你有甚麼才藝？」鄧百成
尷尬地笑，「我快暈過去了，我就說無非唱唱歌
啊、彈彈琴啊，難不成會偷、會搶啊？」他說，
這件事暴露了外界對客家音樂人物的了解度不足
的事實。
重新在歌壇上站起來，鄧百成對客家音樂有很

深的期許。他強調，近年來客家文化作品獲獎連
連，不只歌曲常常在金曲獎上表演、被傳誦，連
續劇也頻獲金鐘獎，這是一個肯定，更代表現在
非客家族群也越來越能夠欣賞不同文化的內容，
因此不論是哪一輩的客家人，都應該多從事客家
文化的創作，讓更多人了解。
對於自己波折的演藝人生，鄧百成釋然地說不

會感到可惜，因為就算沒沒無聞也是這樣過啊。
「我覺得人要知足常樂、珍惜自己所曾經擁有
的。畢竟，我們雖然不能大紅大紫，不過我們至
少曾經接觸過、轟動過。雖然沒有辦法繼續，不
過也夠了，人生就是這樣子。」鄧百成的這席
話，為他人生下了最好的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