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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挑客家戲 榮興新⽣⼒ 
2018-12-30  記者 沈品妤 報導 

序:草根裡的劇團

苗栗後龍的12⽉刮著寒風，吹過每⼀⼾⼈家的屋頂；整片⽥野間沉沉
的、尚未收割的麥穗低垂，⾏⾛在⼩徑間氣氛靜謐，空氣裡散發著「稻
穗登場穀滿⾞，家家雞⽝更桑⿇」的安適。

比起周圍的平靜，⽥間綠⾊的鐵⽪屋正熱鬧滾滾，⼀輛卡⾞上載著鮮豔
亮眼的道具，⼈群在⾨⼝進進出出的忙碌著，笑鬧聲與吆喝不絕於⽿，
所有⼈都在為了隔天的八⾳班成果發表做準備。「鄭老師⾃⼰以前有⼀
個八⾳團，那現在開的是給⺠眾的，爺爺奶奶都可以來學，老師就是樂
團裡的老師」負責管理劇團粉絲專⾴的陳怡婷笑著介紹。

▲榮興開的八⾳研習主要⾯向⺠眾，由劇團樂師擔任老師，⽽每年的八⾳成果展提供了榮興劇團
粉絲們⼀個聯誼的機會，讓老戲迷能⿑聚⼀堂，暢談客家戲種種。(攝影/沈品妤)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由鄭榮興老師創辦，屢屢榮獲教育部的文化獎項，更
多次展開海外巡演。這個1986年重組，1988年正式登記成立的劇團，
如今，在新⽣代的努⼒下，正訴說著更多不⼀樣的故事…… 

緣起:千磨萬擊，⼗年⼀劍

團員胡毓昇現正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學傳統⾳樂學系碩⼠班，他接觸客家戲的開始算是⼀場誤打

誤撞:因為⺟親經營早餐店，客⼈某回向⺟親推薦了國立台灣戲曲學院，⺟親⼼想既是公費，⼜能
學習到不⼀樣的東⻄，「於是我就去考了」。⽽專攻旦⾓的團員劉姿吟的故事起點，則⼜不同

了。⽣⻑在客家村、⺟語是客家話，劉姿吟⼩學三年級時因為客語實⼒被老師推薦，第⼀次參加

客語演講比賽便拿下頭籌。過⼀兩年後，榮興劇團的老師來學校辦研習營，教了「上⼭採茶」這

齣客家戲，讓⼩⼩的她，第⼀次⾒識到了客家戲的魅⼒。在國⼩畢業後，因校⻑建議，抱持對舞

台的滿滿熱忱，她去報考了國立台灣戲曲學院，也順利錄取客，展開表演⽣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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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校後，學⽣⾯臨的，是⼤量艱苦的練習，「我們每天很早就要起來練功再上課，⼀開始是早上

七點半到晚上九點⼆⼗，之後改成早上五點半到晚上七點半」劉姿吟回憶道。超過⼗⼆⼩時的⾼

密度操練，總會有筋疲⼒竭的時候「⼩時候怕辛苦、怕痛，會偷偷躲在被窩裏⾯哭」胡毓昇略帶

靦腆地說。這句輕描淡寫的話背後，是無數個⽇夜的基本功訓練:包括傳統戲曲的毯⼦功、基本
功、把⼦功(基本三功)的程式化⾝段訓練，從⼩入⾨必要紮功，才進到其他戲曲學習。「撐得住
就留下來，沒有興趣就離開」劉姿吟精準的總結道。

 

演出:抹⼟搽灰相繼，戲台⼈⽣

新成員⼀開始進劇團，⾃然是從團體龍套開始，⾛群體戲「比起⾃⼰獨立演⼀齣戲，我覺得演團
體配⾓的成就感相對是⾼的」劉姿吟的雙眼炯炯有神。她說，⾃⼰主演⼀齣戲很容易，⾃⼰決定
要怎麼表現，最後成功的成就感也都來⾃於⾃⼰，但是團體戲必須培養團結精神跟默契，排練時
間也要相互協調，相對要下功夫；但當台上⾳樂⼀響起，眾⼈張⼝唱出來的剎那，「你會覺得
哇，好棒喔，⼀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胡毓昇略⼀思索，便熟練做出丑的⾝段，他形容為是「⾝體反射動作丑⾓化」。(攝影/沈品妤)
 

▲「我覺得學習⾏當會改變⼀個⼈的性格，很有趣」劉姿吟有模有樣地在鏡前擺出旦⾓的⾝段。
她⾃述從前性格較穩重，⼤都擔當青衣，但⾃從某次嘗試活潑的花旦⾓⾊後，漸漸變得開朗起
來。(攝影/沈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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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劇團後，訓練依舊不可少，「假⽇集訓，跟上班⼀樣，我們晚上就睡這邊」胡毓昇指向通向

⼆樓的樓梯。「不覺得我們劇團很樸實嗎，附近只有⼀家全家便利商店」他開玩笑地調侃著劇團

的環境。但這樣集中式的管理，成效反映在每年精采絕倫的演出上，甚⾄會被海外客家會邀請到

當地表演。

出國巡演，風光無限，但背後的勞碌，鮮少為⼈知。「有⼀次去維也納表演，睡⼀個晚上，時差

剛剛調好就⾶回台灣，很累」，胡毓昇回想起過去海外演出的經驗，必須跟隨演出地點不停的移

動、搬運道具，飯店入住退房不停輪迴，極其耗費精神和體⼒。⽽演出地點，對劇團來說也是⼀

⼤挑戰。演出場地可能老舊髒亂、可能在宴會場合，「有⼀次我們去開幕式表演，真的是台上在

表演，台下在吃飯」劉姿吟認真的說。

推廣、新⽣:海內存知⼰，破繭終成蝶

相較傳統戲劇裡較廣為⼈知的歌仔戲與京劇，客家戲在台灣是弱勢的戲種。「年輕⼀輩對客家戲

有⼀種刻板印象，覺得那是老⼈家才看的戲，都是在那種廟⼝旁邊啊，演員都很老的那種，所以

看的⼈也都很老，他們其實並不知道現在台灣客家戲已經可以到很精緻了」劉姿吟道，「之前去

國家戲劇院看戲，還被老⼈家問說『你們那麼年輕，是來寫報告的喔?』」，話語間露出無奈。

榮興劇團固定每年推出⼀檔⼤戲，藉教授引薦在全台校園做推廣，越來越多學⽣因為校園推廣才

知道台灣還有所謂客家戲；⽽校園推廣不只是推廣，他們會設計⼀些互動或是⼩活動，穿插⼀點

戲曲⾝段，學⼀點客家話，⽰範⼀點片段，提起學⽣興趣。劉姿吟表⽰，很多學⽣來看戲的時

候，看到那天來學校推廣的演員在戲台上全副武裝，會在結束後拍照的時刻跟演員打招呼，彼此

間建立了情感連結，消弭客家⼤戲給年輕⼈的距離感。

經營臉書粉絲團，亦是榮興劇團近年來主要的宣傳⽅式之⼀。「網路傳播速度快嘛，⽽且有些觀

眾也可以藉由粉絲團去認識演員和看幕後花絮」胡毓昇說，這幾年劇團事務交由年輕⼀輩打理，

他們便搭著社群網路經營的風潮，慢慢翻轉劇團傳統形象，就連宣傳海報也按照現在的⼤眾審

美，重新設計。「如果你只是貼⼀張傳統那種醜醜的海報出去根本沒⼈要看啊，⼤眾美學會⾃動

把他屏蔽掉」劉姿吟俏⽪的露齒⼀笑。

經過他們的堅持不懈，近⼀兩年，出席演出的觀眾年齡層正在慢慢下降，也讓越來越多⼈知道榮

興是演客家戲的劇團，「像我同學他們看到海報，會來主動問我說『欸，你有演出喔』，去看完

也會覺得這個客家戲很好玩很有趣」劉姿吟說道。

尾聲:尚未謝幕的⼤戲

客家戲曾經有過它的黃⾦歲⽉，但在科技娛樂發達的今⽇，似乎逐漸被時代洪流所掩蓋，客家戲

演員的⼯作，更是被⼤眾質疑其穩定與收入條件。在提及如果重來，是否還會⾛上表演路時，兩

⼈都堅決的表⽰:會，⽽且他們不會後悔。

「做這⾏不可能⼤富⼤貴，我不會去追求說要賺多少錢，但未來在這個歷史、這個圈⼦裏⾯會有

你的名字，這個很棒」胡毓昇直接了當的表明。⽽劉姿吟，則表現出她對傳承文化的使命感。因

為本⾝對傳統藝術便極度欣賞，加上本⾝是客家⼈，她不願看著客家戲在年輕世代⼿中沒落，

「我們這⼀輩的很多客家⼈都不說客家話了」話語間流露出的，不僅是對傳統美的欣賞，還有對

文化遺產保存的⼀份熱忱。

客家戲或許暫時的被埋沒，被忽視，但被遺忘?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的團員顯然不會同意。從兩位
年輕演員的娓娓道來中，顯現不只是對傳統藝術的傳承，還有那份⼀代接⼀代、從來不變的，對

於未來的展望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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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興劇團的古樸前廳是平時⼤家練習的地⽅，地毯⼀鋪，便可化作戲台；牆上⾼掛著劇團歷年
來的歷史照片，象徵著他們⼀路⾛來的篳路藍縷，與⽢甜回憶。(攝影/沈品妤)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about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ontact/8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