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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楊欽堯等，2018，《不只是山歌：臺灣客家音樂的發展》。臺北：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 

洪馨蘭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本書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執行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研究專題計

畫」系列成果之一，由歷史學及音樂戲曲等專家學者多位共同執筆撰

稿，甫於 2018 年底正式出版，以「臺灣客家音樂的發展」為副標作為

全書結構方向，內容嘗試彙整臺灣客家音樂 —— 書中歸納山歌、八音、

戲曲及其音樂、流行音樂及童謠、藝術音樂與歌曲為客家音樂 —— 的

各類形式特徵、發展現況與困境，以及相關未來展望。各章作者以通俗

易懂的書寫口吻，將所搜集的文獻予以編寫收錄，尤其對於當代客家音

樂在近年的發展多所著墨，亦細心例舉人物並盡求周全避免遺漏。就資

料之質量來說，本書可謂企圖以文資盤點的角度，扼要針對當代臺灣客

家音樂的發展歷程，建立關於發展史之資料庫。就此目的來說，這份資

料對後來嘗試全貌性地掌握相關主題與人物貢獻的研究者或讀者來說，

本書所提供與羅列的資料軌跡，提供我們許多方向的索引，性質上頗具

有一般科普書籍之特性。

由於本書帶有上述的科普目的，所以較大篇幅使用了類似文資統整

結論的書寫方式，在結論處主要鎖定在點出臺灣客家音樂的困境以及建

議。尤其認為臺灣在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後，因為客家音樂被視為族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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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工程中的重要文化特徵，因此大量的資源挹注於此，期待透過公部門

的政策推動，讓客家音樂在傳統傳承與創新開展兩方面都同有進展，並

指出必須強化客家青年世代的自我認同與向心力，始為提升客家音樂能

見度與接受度的當務之急。

因此，本書在完成對臺灣客家音樂的盤點描述之後，提出了六點關

於展望的建議。首先是期許客委會必須要持續做為提升臺灣客家音樂整

體展演品質的主導力量，建立分級認證，並鼓勵演藝單位與藝師的專業

深化和跨領域能力。第二點期許也是關於政府的，建議應持續補助客家

音樂教材的編寫與培訓專業人才。第三點建議是主張客家音樂應要找回

客家傳統音樂的特殊性，並以此為底蘊發展新的樂風。第四點則是期待

強化客家流行音樂的客家元素及辨識度，找出當代客家的文化脈絡與獨

特性。延續著前幾點對於客家音樂「生產面」的建議，第五點則是針對

「市場面」，闡明應該積極培養跨領域人才，包括提出具有生命力的客

家表演和音樂出版品，以拓展更大的客家音樂市場。最後一點可說是本

書也參與了其中，但也回到對政府的期待，即希望能有一個全面性的、

整合性的客家音樂資料庫，不僅具有紀錄意義，同時也有行銷與推廣用

途，並主張建置資料庫對於讓臺灣客家音樂逐漸融入世界各類音樂的能

力。

在上述匯集於本書結論中的六點建議，可以感受到作者群對政府角

色是有十分殷切的期待，讀者也可從各項建議中看到本書的分析，看到

當代客家音樂的傳承不僅須經由政策或公部門的政治力量，而且也得擁

有一定的資金作為撐持 —— 不論是建置資料庫，或鼓勵展演票房與音

樂出版品製作等。若就這個角度來看，目前臺灣客家音樂在某種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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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上，已深深鑲嵌於政府推展族群多樣化的文化工程之中，似乎不得

不成為一項被扶植的文化產業。政府的態度與作法，是這個文化產業未

來發展的物質基礎。只是，在闔起全書之時，我們或許也會湧現另一種

關注的聲音：扶植性與依附性是否會是一個雙面刃，而市場性與另類創

生是否也會產生糾結拉扯。因此，以下我們或許可以來延伸討論一下，

關於這本書的主標「不只是山歌」。

就本書的內容脈絡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群以客家音樂的不同類

型作為「不只是山歌」的內容，但在思路上實際上比較像是「不只『有』

山歌」，也就是說臺灣的客家音樂不是只有山歌，還有其他包括八音、

戲曲、與新創等。但如果我們從「不只『是』山歌」的深層意義來說，

筆者會更希望強調「山歌」並非只是一種樂種，而還有其他面向的意義；

以此類推，八音或許也「不只是」作為一種音樂形式的八音，而可能是

一種生活型態、一類變遷中的職業類別、一批珍貴且有歷史感的樂器工

藝。

筆者認為，若我們用「不只是」作為切入點，那麼從「在臺灣的

客家音樂」（hakka music in Taiwan），慢慢加入「臺灣客家製作的音

樂」（music by Taiwan Hakka）與「屬於臺灣客家的音樂」（music of 

Taiwan Hakka），到「臺灣客家音樂」（Taiwan Hakka music），或許在

音樂環境變化與政策之外，演變過程中所揉入與摻和的質素還包括著許

多很細膩的發展，涉及著客家音樂以外的社會性面向。

從本書豐富的資料紀錄中可以看到，原本來自生活與日常的客家音

樂，由於時代的變遷，從音樂形式、技術、與聽眾的屬性上，已逐漸轉

向以公眾展演為其主流與目的。筆者藉此延伸其他不同的探索面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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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讀者們一起想像。就文化內涵的意義來說，臺灣客家音樂的發展，呈

現的就是當代臺灣客家文化內涵變化的一個縮影。倘若試著透過不同

角度來對比分析，或許可以看到臺灣客家音樂除了內在動力，在產業化

的過程中與外在環境也有多樣對話關係。舉例來說，在可見的文化範疇

裡，客家音樂的物質性面向（器樂編制等）看似變化不大，然而物質的

技術性層面卻與傳承問題出現辯證關係。像是本書曾約略提到一點的錄

音技術發展，這在實際的農村現場看到的情況，就是錄音技術對於原本

固定人數編制的八音手們來說，一方面解決了人手或體力不足的狀況，

但另一方面卻也在越來越少的做場機會中，因為錄音播放成本較低，遂

排擠了樂手們整隊受邀作場的機會。當原本屬於儀式音樂的八音，越來

越多喜慶場合改由錄音技術製作的八音伴奏或 DJ 控播時，甚至連作為

實踐場域的儀式本身，也越來越簡略甚至停辦。要如何思考：八音的存

續除了依靠文資認證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目前確實看到出現較有

想法的「非典型」八音樂手，努力爭取讓八音「活」在儀式之中，不斷

奔走於保存儀式，而不是單單保存這種樂種。

於是這就牽涉到在可見文化範疇中的社群性。本書搜羅了臺灣客家

音樂在生產面上的發展歷程，包括民謠班、八音班、劇團、樂團等的組

成，也談及一小部分傳統時期的師承關係。筆者想到的是坊間一冊冊關

於舞台下或舞台後的攝影集或紀錄片。一如本書第三章最開頭所提：八

音具有禮樂合一的精神，於是讀者可以這樣想，若以八音為例，禮在樂

在，那麼禮亡呢，是否樂也就成為單獨的樂？一但這種原本存在於儀式

與人群活動中的音樂或是充滿互動性的音樂形式，轉變成單純的展演與

欣賞，音樂原本的場域就會產生質變與量變，那麼，原本音樂文化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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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其實也在變化。只是，這類的變化會是甚麼呢？以客家山歌來看，

書中提及了臺灣山歌的傳唱特色、分布、內容、演唱與伴奏方式等分類，

也論及當代的山歌比賽、歌本、唱片與民謠班等的發展，只是在這之外，

筆者想到的是，我們可否再擴及其他的面向來思考山歌的社群性？像是

從其他的口述訪談中可以讀到過去在日治時期山歌曾是如何地被汙名化

的這段歷史、又或者在鄉間唱山歌究竟是有閒時自娛娛人，還是農忙時

唱來紓解勞動苦悶？許多客家子弟可能也沒有忘記，山歌曾在上世紀末

的臺北街頭，以鼓舞歌曲的樣貌成為立法運請願隊伍的高唱歌曲，作為

壯膽也作為一種群體的識別標記。不只山歌，我們也看到仍在客庄鄉間

的八音與戲曲，由於各類儀式的簡化取向加上辦理單位的經費考量，失

去原本應該活躍的儀式場域，在這種情形下，就曾出現民間小眾網路集

資的自主倡議，希望在多年的閩南布袋戲之後重新請主辦方邀請客家戲

班演出，成了一個讓人感動落淚的嘗試。這中間看到的不僅是客家音樂

本身音樂性方面的發展，延伸看到的是支撐這個原本禮樂合一的儀式音

樂場域的當代再造，從鄉間與文化母土中重生確實不易，但未必只能完

全依賴由政府來進行。

還有另一個可見文化範疇涉及的是精神性，也就是與客家音樂有關

的精神生活。如果放回歷史脈絡，客家音樂確實與許多民間信仰息息相

關，伴隨著祭儀而成為人們日常的生活記憶。本書亦有章節段落曾稍有

著墨。但筆者嘗試更進一步思索客家音樂的精神性時，仍希望能聽到與

看到某種與慣習或鄉愁有關的心情流轉；希望理解客家音樂裡像是山歌

歌詞與宗族崇拜的二元對話關係，如何隱喻著客家成形史；希望紀錄客

家音樂展演當下，人們如何對客家的再建構。換句話說，假如我們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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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當代客家人如何「使用」客家音樂，那麼就有機會看到音樂的生活

性是如此地充滿著屬於客家常民的自我詮釋與自我展演。就像是 101 歲

過世的美濃謝景來藍衫老師傅，生前在家中用餐時一定按下錄音機來撥

放八音，陪伴著他的用餐時分，而作為一種鄉愁氛圍的不斷重複播放，

八音另外成為一種不斷實踐中的客家日常，一種儀式外的存在與生活慣

習。而當即興戲謔的山歌歌詞和敬宗愛鄉的戲曲創作，同為這個族群的

音樂特色時，我們也從中獲得一種機會，管窺到客家在華南地區形成期

時合成南方與北方文化底蘊的潛歷史，每聽到一回，就又該段歷史詮釋

與重現一回。另一方面，當我們不論是收到贈票還是購票入場作為客家

戲曲或音樂展演的觀眾時，對於自己內心裡的客家想像實際上也持續被

創發與再建構，成為當代臺灣客家音樂的共構者，這些走入展演場域的

表演者與民眾，分別都對客家定義本身或實踐客家，做了立場不同的行

為重建。

音樂實際上也可以是一套看不見的價值觀念，可以是人群在出生之

時就開始被灌輸的聽覺感受。不論是喜歡吟唱用客語發聲的歌曲，或是

走入劇場欣賞採集自客家傳說的戲劇，透過後天的學習與接觸，都有機

會慢慢地成為客家音樂的欣賞者或使用者 —— 當然在這個時代，也可

能經由社群媒體或群眾效應，讓客家歌者或演員迅速地將民眾圈粉。不

過，筆者認為用客語說唱的兒歌，可能仍然是讓兒童有機會較早學習客

語詞彙的絕佳取徑之一，並鑲嵌著屬於客家人的生活智慧與價值態度。

只是，當許多客家子弟成為城市長大的小孩時，傳統的兒歌歌詞似乎就

成了一個經驗疏離的客家想像，即便在客庄長大的孩子，也很有可能因

為鄉村文化地景的快速變遷，無感於客家音樂中所傳遞的懷舊意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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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希望經典傳唱的客家童謠能夠被聽懂，那麼投入鄉村客家生活文

化再生的工作，就與傳承客家音樂是同等重要之事。

總體來說，《不只是山歌：臺灣客家音樂的發展》這本書提供了讀

者整體地看到了臺灣客家音樂發展的脈絡，未來也許研究者或音樂工作

者，可以在此書基礎之上，促發深化挖掘傳統音樂的獨特性，而且也能

對未來不論流行或小眾客家音樂，堆起新創靈感的萬頃波瀾。筆者也期

待「不只是」臺灣客家音樂，而且還包括臺灣客家文化的母體，都能從

各種民間傳承與創生的另類嘗試裡，展現了臺灣客家人追求突破的奮力

一搏，也從客家音樂中，細膩地聽到了臺灣客家人幾世紀以來的生命長

河與發展軌跡，進而成為族群心性的一種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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