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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著吉他，阿淘哥唱出自己的人生感觸，和自己的看到的世界。（攝影／陳明鈺）

陳永淘，不說話的時候，是一個平凡的大叔。斑白的灰髮讓他看起來像個智慧的長者，當他說起
話來的時候，每字每句的道理，都會讓人情不自禁地掉進他營造出來的氛圍，接著開始靜聽他的
故事、他的見解、跟他的夢。

 

辦公室裡的黑板寫著密密麻麻的行程，為了自己堅持的路，

陳永淘用自己的方式為客家文化努力付出。（攝影／陳明鈺

）

踏入音樂不歸路踏入音樂不歸路

想要照顧老一輩，主張客家語言和文化的發展，是文化工作者陳永淘最大的夢想。一心想為客家

文化做點什麼，他說，「客家文化內容空洞的像是植物人，需要一點活力來滋養這些被謀殺的文

化。」用自己的方式在廢棄的倉庫中尋求新意，陳永淘收集一些古老的文物，從鄧南光攝影，到

古老教堂的椅子，他一卡車兩卡車這樣地搜集。會這麼做是因為，他想讓客家文化重新在他的工

作室裡發芽，這裡的每一件東西都有它的故事，而他表示將對這個過程抱著感謝的心情，繼續走

下去。

陳永淘在37歲那一年，選擇離開了台北。他說，從當時流行文化中，醒覺到台灣的文化氛圍，非

常缺乏「自己」的感覺。「聲光效果當中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方向，那時候我只想要放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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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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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選擇放下，接連從事一些像保育工作和漂流木的再造製作等回歸大自然的工作，因為大

自然對他而言，比什麼都重要。

他也玩過陶藝，透過這些速度緩慢的工作，原先在心靈紛擾著的念頭，逐漸地沉澱。直到朋友給

他一把吉他後，開啟了他對音樂的興趣；然而，談到音樂創作，背後真正的推手，是他生病的祖

父。陳永淘說，「我想寫一首歌給他…不要求什麼，只要我祖父聽得懂就好了！」。另外，他也

提到選擇客語並非刻意，而是自己的祖父就只聽得懂這個語言。正因為這樣，陳永淘踏上了音樂

創作的不歸路。並且，樂此不疲。

從創作找認同從創作找認同

病重的祖父認不得其他人，但孫子寫給他的歌卻聽得很開心，陳永淘了解到他的歌因此有了意義

。他更加清楚地明白，創作是為了自己，作者無不是利用作品詮釋自己的想法。他說，創作的過

程中，為了清楚表達自己的理念跟想法，必須不斷地追問自己是誰，「你得先認同自己，才能完

整地表現自己。」陳永淘並非是商業掛帥的創作者，創作對他而言，是一種表現想法的方式。

而這其中，還必須加入表達想法的勇氣。陳永淘舉出最近<新瓦屋進行曲>的例子，這是一首和

政府接觸前就創作完畢的作品。他看著花鼓隊敲出的節奏，感覺並沒有那樣的熱情與方向，「真

的是可惜了，那樣好的一個節奏…」陳永淘說，並不是因為花鼓隊不好，而是表演的人始終都是

那些老班底、阿公阿嬤們面無表情地敲敲打打。他感嘆到，曾幾何時這樣美好的節奏也會變了調

。

陳永淘一點也不介意表演的形式。「不覺得讓檳榔西施去玩花鼓也很不錯嘛？」他眼裡帶著笑意

，並不是一種嘲笑，而是他認為這些是台灣文化的一環，本不該有偏頗。文化的表現應該是真正

用心栽培自己的本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把外國的東西引進來而已。而既然好東西就在周遭平凡

的生活裡，我們又何必捨近求遠地請外國佛來這裡獻寶表演呢。

對文化的反思對文化的反思

做為一個文化的工作者，他觀察並關心每場有關台灣本土文化的活動。對於近期在竹北新瓦屋舉

辦的國際花鼓節，他有一些看法；站在一個觀察者的立場看這些活動，陳永淘省思這些掛著以「

國際」為名的活動本身，卻有著空洞的內容。

「我們有掛上『國際』為名的活動，都會讓活動的本意走樣。」他進一步分析到，政治人物總是

成為這些活動的焦點，而媒體畫面也總是被政治人物綁架。陳永淘說，媒體應該要有做傳媒的自

覺，而不是幫助政治人物呈現活動的成效歸屬於誰，這些文化慶典絕非表揚大會，其中主角應該

是文化本身而不是政治人物。透過輕鬆的口吻，他傳達了深刻的涵意。

他也提到了台灣文化活動投入資金的現況；多數的「國際活動」砸下驚人的預算，搞得像天王天

后的演唱會，但他表示，「對文化的期待應該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展示的金錢競賽。」「文化

不該只是講求效益的笑話，應該要用立體而巨觀的眼光去看文化這件事情。」他也不諱言地說，

這樣的做法是在謀殺文化，這些講究國際的文化活動講的都不是活動本身的意義，甚至淪為一種

引進外來文化的模仿大賽，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

還會一直下去還會一直下去

陳永淘承認，自己是個難搞的人，他並且舉出「與官對抗、與狗結黨」的例子。因為監察委員的

到來，自己的狗也遭受波及，這些不好親近的狗兒們，讓委員會官員要陳永淘放棄這些狗，以免

監察委員遭到攻擊。這一連串的對抗，引發了陳永淘的「道德勇氣」。他以狗的觀點寫了一封信

投書給中國時報，終於在登報後引起了官員們的注意，並開始願意嘗試跟他「溝通」。從一開始

單方面的要求、到對等性的談判，陳永淘明白，並不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相對地，他把這樣的

過程視為一種勇氣的實踐，有時候完全是看自己願不願意身體力行而已。

對自己理念的堅持，總是會受到一些阻力。陳永淘身上背負著不同的身分，但他卻都盡量以客觀

而省思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創作、和周遭的人事物。他全力完成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而面對不義

，他認為自己仍然會選擇勇敢地站出來對抗，因為「肯定自己的思想，才能肯定自己的生命」，

陳永淘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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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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