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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電台DJ　李穎珍
程安瑜 報導  

與我訪談前，李穎珍剛主持完天⺟的公益活動，晚點還要接著主持電台節⽬，⽣
活⼗分忙碌。我曾聽過李穎珍兩場有關電台的演講，便直覺地認為她⾝為電台專
職DJ，正當我以為公益活動也是電台舉辦的，她才連忙向我解釋，兩者是全然不
同的⼯作，因為她不只有電台DJ這個⾝份。

斜槓青年　⼀輩⼦如何只做⼀件事？
李穎珍從⼩唸舞蹈班，⾼中唸戲劇科，當時有太多夢想，理所當然地認為⾃⼰未
來要朝「表演」這個⽬標前進。但不服輸的個性讓她對⾃⼰從不設限，她曾參與
很多舞蹈表演，也嘗試到舞台劇現場當志⼯，做過劇場的⾏政、前台、整理道具
間，甚⾄幫老闆寫企劃案。豐富的⼯作經驗讓她提早⾛出學⽣環境，開拓視野，
卻也給予她很⼤的衝擊。

當時她認識到崇拜已久的劇場設計師們，各個作品都是能進國家戲劇院等級的⼤
師。然⽽問到薪資狀況時，那些設計師們甚⾄連保險費都是⽗⺟幫忙出的，可以
看出經濟並不充裕。這也讓她看待事情變得更考慮現實⾯，藝術並沒有那麼浪
漫。求學階段有家⼈能夠⽀持⾃⼰的⽣活花費，但出社會後，⾯對現實考量，還
能夠接受藝術的不美麗嗎？為找尋⼀個⽣存之道，她決定成為⼀個斜槓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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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穎珍參與廣告片的拍攝，片中包含了舞蹈表演的元素。（圖片來源／截
圖⾃Facebook）

「屏風表演班的創辦⼈李國修曾說過：『⼈⼀輩⼦能做好⼀件事就功德圓滿了。
』但我很想知道在這個世代裡老師要怎麼解釋這句話。」李穎珍開玩笑地說。

李穎珍沒有將電台視為主業，她將⾃⼰定位成表演藝術⼯作者，包含主持、劇
場、電台，甚⾄會出演影像作品。許多的表演者因為接案⼦收入不固定，在初期
都會需要⼀個較為穩定的收入來源，以便負擔⽣活花費，例如在咖啡廳打⼯等。
對李穎珍⽽⾔，電台便是重要的經濟來源，且時間上較為彈性，畢竟斜槓青年最
⼤的成本就是時間，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做最多的事是最重要的考量。我頓時也
能夠理解她為何每天東奔⻄跑，過著⾏程滿檔的⽣活。

凡⾛過必留痕跡　造就如今⾃⼰
李穎珍相信每個機會跟機會之間都有所聯結，在學⽣時代嘗試很多事情，藉此也
能發現某些事情未必適合⾃⼰。例如⼤學時學習特技舞蹈，但她發現這並非是她
的強項，未來也不⼀定要⾛這⼀⾏。儘管如此，她將每個時期所得到的機會、每
個過程都當成是⼀次經驗的累積。

經過體院的訓練，比起以前學習的藝術是相對理性的，進⽽影響她的思維模式，
不會過於感性，能夠從不同⾓度謹慎思考，⼜或者因為曾擔任過劇場的導演或編
劇，在電台報導時能夠迅速找到適當的切入點。電台節⽬中需要播報新聞，李穎
珍必須強迫⾃⼰不斷接收新資訊，也讓她在主持活動時能夠闡述更多議題與觀
點，從事不同⼯作的刺激也讓⾃⼰在主持電台時有更多的創意，這些都是機會與
經驗相互影響⽽累積出來的。

或許在學習的過程中會遇到挫折，甚⾄從事著⾃⼰不喜歡的事。李穎珍總期許著
⾃⼰，不要討厭任何⼀個時期，哪怕它不完美，都是⾃⼰成⻑的養分。即使處在
⼀個不好的狀態，也有能⼒去扭轉它，並造就下⼀個不⼀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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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穎珍總是⾯帶笑容。（圖片來源／程安瑜攝）

逃避　不如學習「接受」
李穎珍進電台後播報新聞、主持節⽬，同時在劇場⼯作，⼜⾯臨⺟親罹癌過世，
在蠟燭多重燒的情況下，她經歷⼀段沉重的時期，但因為那段寶貴的⼼路歷程，
讓⾃⼰學習如何「接受」這些⽣命的挑戰。

當時電台台⻑請她主持⻑照節⽬，她便邀約來賓談⼤體解剖與預立遺囑，藉由談
⼈⽣、談道別，讓不同的經驗分享療癒聽眾、更療癒⾃⼰，⽽「接受」這個詞也
是從來賓的分享中獲得的。⾯對⾄親的離世總難以放下，逃避無法解決問題，因
此要學會接受。這段經驗深深感動了她，並給她前進的⼒量。

因為⺟親的病況，讓她重新看待死亡這件事，教導她最重要的是接受。對於這件
事與其逃避，不如選擇擁抱，因為這是⼈⽣的⼀部分。她視死亡為⼀個很⼤的寶
藏，在⼆⼗幾歲就⾯臨到這樣的事情，使得她變得更加堅強，也試圖將這些體悟
帶給聽眾族群，讓⼤家學會⾯對這項⼈⽣課題。

創新　從根本做起
廣播電台被認為是夕陽產業，李穎珍也如此認同，然⽽電台仍有⼀定市場，不會
從此消失，⼈們依然需要聲⾳的傳達，只是電台迎來更多的挑戰。因為接受這產
業所⾯臨的挑戰，所以她選擇留下來，「沒有⼀個產業是完美的，任何⼯作都⼀
樣。」李穎珍說道。

單靠聲⾳難以滿⾜現在的聽眾，DJ必須思考如何讓聲⾳做出變化，使⽤各種⾳效
去豐富節⽬內容，也有些DJ會架設影像直播吸引觀眾，然⽽當⼤家選擇不斷創新
的同時，卻常忘記根本：聽眾是誰？群眾是誰？

電台DJ們現在以為透過臉書便能跟聽眾互動，但李穎珍分享：「有⼀次，有老⼀
輩的聽眾打電話進來說⾃⼰不懂臉書不會留⾔，能不能寄明信片？」這件事讓她
反思跟聽眾之間的關係，在主流電台，受眾都是年輕⼈，視使⽤網路為理所當
然，但在客家電台，擁有許多老⼀輩的聽眾，她看到不同年齡層的需求，試著在
舊的環境當中找到創新點。許多祖⽗⺟輩的⼈不知道怎麼跟⼦孫們互動，她便會
講⼀些年輕的話題讓他們了解時代的改變、現在流⾏的趨勢，⼜或者是藉由分享
⾃⼰與外婆的故事，讓⻑輩聽眾⽤第三⼈稱的⾓度去看⼦孫們是如何看待他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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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李穎珍與外婆富美⼦感情深厚，時常在電台提及，外婆的粉絲甚⾄比⾃⼰
的還多。（圖片來源／截圖⾃Facebook）

對從⼩在客庄⻑⼤的李穎珍⽽⾔，除了不斷地推廣客家文化之外，照顧與守護這
些客家耆老更加重要，讓他們保有文化的記憶並能夠傳承，才是客家文化的珍
寶。她總期許⾃⼰不是為了文化⽽⼯作，⽽是把這個文化回歸到⽣活，藉由⽣活
中老⼀輩的⼈與年輕⼈的互動溝通，將文化傳承。

肩負「發聲」的責任
表演者總嚮往著有⼀個平台去發揮，⽽廣播電台給予李穎珍藉此發聲，但要「說
些什麼」便值得去思考。她或許可以只說聽眾喜歡的內容，輕鬆錄完節⽬，然⽽
李穎珍在做節⽬跟責任之間找到⼀個平衡點。不單只有在思考客家文化的傳承，
或是在⽣死與⻑照上的議題，她未來甚⾄計畫做街友的報導。李穎珍會去思考社
會的每⼀件事情，並真誠地跟⼤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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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每⼀件事情，並真誠地跟⼤家分享。

「我不知道有誰會聽到，但是我盡⼒了，我覺得這是⾝為⼀個⼈，要去做的事
情。」李穎珍堅定地說道，明亮的眼珠，彷彿散發著熠熠星光。

      

 記者 程安瑜

編輯 洪蜜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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