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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2  記者 李宜融 文

沙沙啞聽起近乎嘶吼的嗓音，以較少人聽懂的客家方言唱出，有時是熱鬧的搖滾舞曲或嘻哈，有
時是悲愴，有的更常常是對於社會的諷刺，得過四座金曲獎項，也創下許多客家音樂市場上的記

錄，這個以客家音樂試圖達到勸世效果的音樂人，便是劉劭希。

 

劉劭希將舞曲、搖滾、嘻哈和爵士的風格融合在自己創作的客家音樂中，

個人風格相當明顯。（圖片來源／劉劭希Facebook）
 

 
 
就愛玩音樂就愛玩音樂 獲獎無數獲獎無數

劉劭希是台中東勢人，在客語流行音樂中是個極具知名度的歌手與製作人，其自行創作的個人專

輯中皆是以大埔腔的客語演唱，因此特殊性便令人印象深刻。劉劭希的創作之路並不順遂，父母

皆從事教育業，對他有著相當的期許，但他在求學路上的跌撞卻因為一場病而有了轉折，本來對

音樂並無興趣的他，腦中開始環繞許多類型的音樂，這樣的轉變使他雖然念了台大農機系，最後

卻因為玩音樂而遭退學，從此便開始他的音樂之路。

 

在樂壇裡浮浮沉沉了近十年，從他寫的第一首客家音樂〈三藩市的咖啡屋〉，到他終於發行了第

一張專輯《嘻哈客》，中間相隔九年的時間，不過第一張專輯在客家音樂市場上很快地便造成轟

動。《嘻哈客》發行於2001年，是首張以電子舞曲方式表現的客家音樂，也是第一張以大埔腔的

客語所演唱的專輯，這樣的獨特性讓他第一張專輯便獲得金曲獎最佳方言男演唱人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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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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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的咖啡屋〉是一首輕快帶爵士風格的客語歌。（影片來源／Youtube）

 

而其後2002年的《野放客》與2003年的《八方來客》也都承接著獲得許多佳績與評價，尤其劉

劭希的風格都參雜了許多不同的元素，不論是舞曲風格，嘻哈搖滾或是爵士，他都將其運用融合

在客家音樂裡面，不僅展現了他的個人風格，也讓更多人見識到客家音樂的可能性。而接下來20

05年所發行的《果果台客》與2008年的《唬客船長》接獲得了金曲獎的提名。

 

推廣母語推廣母語  還不夠主流還不夠主流

其實一貫地以「客」字來做為專輯名稱，不難發現劉劭希所要置入客家音樂在大家腦海裡的想法

，但是從一開始簡單的《嘻哈客》，表達一個另類的客家樂曲創作風格，到後來的《果果台客》

與《唬客船長》，似乎讓客這個字所想訴說的含意多了一個層面。像是《果果台客》看似一個惡

搞的專輯名稱，其實所要表達的是GOGO台客，台客則是指台灣的客家人，裡面說起許多種水果

的果農們的辛酸，也是希望鼓勵當時因天災而受創的農民們。劉劭希曾在一節目裡頭說到，雖然

台灣的客家人佔全世界的十二分之一而已，但卻做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客家音樂，可見台灣客家人

的衝勁，因此用這首歌來勉勵台灣的客家人能夠繼續向前走下去。

 

專輯《唬客船長》中的歌曲〈唬客船長〉，字面上看到的意思簡單的便解釋為欺騙船客的船長，

不過其實隱藏著對當時政局的暗貶之意。這首歌製作時正處於台灣選舉的期間，因此裡面所要表

達的含意或許較能被對時事敏感的人理解，尤其專輯中的一首〈兩粒爛芭樂〉，更讓人不禁莞爾

，表現出兩黨拼鬥下百姓的無奈。專輯中所表達與時事的結合度，劉劭希以他獨特的手法唱出，

或許多少期待客家歌曲能有更不一樣的發揮空間，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聽到了這樣的聲音，即使曾

經在金曲獎項裡贏過周杰倫的劉劭希，在提及歌的影響力時，恐怕還是沒有周杰倫一曲來的輕鬆

容易。

 

在《唬客船長》中的最後一曲〈末代客最後的一場戲〉，便著實地說出了無奈，「末代客」是劉

劭希所認定能流暢使用客語的最後一代，大約是現今中壯年的客家人，擔心客家話將會隨著末代

客的年長或消失而跟著消亡，〈末代客最後的一場戲〉一開始便唱明了「甚麼樣的理由來說明，

這種事是無奈的命運」，整首歌也感受得到劉劭希用一種低聲吶喊的方式在演唱，「一聲一句用

掉最後的勇氣，管他面前是風還是雨」，他壓抑並用力唱出最後一場戲，傳達他對客語逐漸消失

的擔憂。

 

〈末代客最後的一場戲〉傳達了劉劭希對於客家話即將消失的擔憂。

（影片來源／Youtube）

 

融入時事融入時事 更是曲高和寡更是曲高和寡

聽著劉劭希對於許多事物的批判或感想，藉由歌曲的抒發很容易令人紅了眼眶，不同的唱腔與客

語腔調賦予他這樣的特殊性，但若在人群中提到劉劭希時，在年輕族群中還是較少人知道的，客

家話的不普及較容易被理解，但是客語歌曲在推廣時也常常碰到因為聽不懂而不願接觸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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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

針對十二年國教實行的現況、明星高中備受爭
議的現勢以及大眾紛歧的觀點作探討，歸納出
可行的未來發展。

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

日本搖滾樂團RADWIMPS，以獨具的世界觀
和特殊省思角度，溫柔但尖銳的唱出此生的生
命態度。

劉劭希努力的方向是許多客家人所共同追求的，雖然不知道是否有藉此達到勸事的效果，但能夠

被世人所聽到或所許便已是一大欣慰。

 

不論是否欲對社會或時代有所針砭，所表達的方式或身分立場是如何，怎麼做會被聽到與瞭解，

也是個需要努力的方向，以音樂來說，雖然也有其他歌手試圖利用創作來表達這世界醜陋與待改

變的一面，但是也沒有被接受與知曉卻是共同的一個問題，而若講起客家音樂，所知道的人就更

少了，雖然近期越來越多客家人進行客語流行音樂的創作，以接近年輕人們所喜愛的抒情或搖滾

樂風，讓更多人聽到客家話，但是真正會因此想要去學習的人還是少之又少，可了解到音樂對於

人的影響力，似乎沒有想像中的那樣遠大，大多人所得到的仍只是一些感受罷了。

 

即使如此看似令人失望，那些被唱說出的聲音還是不被否定的，畢竟音樂的性質較難拿去與拼命

說話的政治人物們比較，但渴望藉由音樂來影響社會的那些人，想到了這些也盡力去做，總是比

沒想到要做來得積極一些，那些聽到的人們，也就消極性地去感受它，其他的，便是期待那一點

點可能傳遞下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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