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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客家山歌是台湾客家人重要的音乐艺术文化，也几乎是全体族群共同参与
及关心的表演活动。在面临多元文化冲击，客家山歌的未来，理论上来说，绝
对需要现代化、精致化、艺术化，不过，在变化过程中，其历史背景和民俗内
涵乃其根本。

客家山歌之弥足珍贵，在於它显示了客家人勤奋、纯朴的精神，其歌词比
喻巧妙，又多即兴之作，显像客家人的灵活智慧“如果给予过多的「规范」，
是否适宜?这是我们掌握客家山歌发展方向，应该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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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客家山歌是深入浅出的民间口传文学，也是最能抒发感情的即兴表演艺术。人所尽知

的，几客家人住在的地方，文有客家山歌流传;有客家人到过的地方，即有客家山歌的留

在。世界各民族大多有代表该民族的民歌，但很少像山歌在客家族群中流传得这样普遍、深
入、悠久。

随著客家人移徙台湾，山歌也在客家人分布地区生根今芽，其间虽然经历政权更替、社

会型态改变、异质文化的冲击，而有荣有枯，有起有伏，不过，其在客家文化中的指标性地
位，仍然屹立不摇。

客家山歌的起源及形成，迄今仍人言人殊，一般的「共识」是，客家人逃避兵灾胡祸，

辗转迁徙，所经历之地，多为岗棱浪涌的山区，拓地垦荒，备极艰辛。在奋斗过程中，心有

所感，将自身喜怒哀乐的感受，藉歌声表达出来。起初，可能是一种单调的欢呼和哀叹，後
来为了配合开山、打林(砍树)、挑担、撑船等之劳动，或为呼朋引伴，或与隔山隔岸的人

招呼相识，而哼出曲调，再经多数的传唱，逐渐形成了风格被多数人认同与喜好的山歌与小
调。

山歌在台湾的演变与今展，一九六O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之前，多停留在田间

山谷、待田割禾，或掌牛割草工作时、或闲暇休闲娱乐时随兴之所致而唱山歌。六O年代以

後，今扬「客家民谣」之声鹤起，主要原因是大陆易帜後，一群来自大陆梅县地区的客家硕

彦，基於对故土家园之思，办杂志宣扬客家文化并举办台湾史上的第一次客家山歌比赛，开
启了台湾客家山歌研究与演唱之热潮，蔚为风气。

至七O年代，不少学者专家开始投入对山歌的搜集及整理。八O年代，台湾本土文化之

研究成为「显学」後，母语传承成为发扬本土文化重要的一环，国民中小学开始教学乡土语
言， 「客家山歌」也列入教学项目，山歌传承，颇有向下扎根之势。

台湾客家山歌之发展，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今後应该何去何从，近年，关心人士的讨

论颇为热烈，有谓应该精致化、艺术化，有谓应该还原其民俗性、历史性，如何取得共识，
突破困境，已成为客家山歌传承的重要课题。

贰、九腔十八调在台湾

客家山歌有九腔十八调之称。首先引用这一语词的是新竹师院(当时为师专)杨兆祯教
授，他在一九七四年所出版的《客家民谣一一九腔十八调之研究》一书中，以此语词形容客



家民知，唱腔是区分剧种风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分《台湾音乐史初稿》上称，「客家人在台湾

北部地区以桃园、新竹与苗栗县为主要分布地区，他们通常队『山歌』、『采茶歌』或『相

褒歌』等名称做为客家民歌的总称，也有人称客家民歌为『九腔十八调』 。」

所谓「九腔十八调」的名」由来，比较常见的有两种解说，

l 、 「九腔」指北部客家人住的九个不同地区所产生的腔调。「十八调」指十八个不同

曲调如下: 「平板j 、 「山歌仔j、r老山歌J、「病子歌J、r初一朝J、「怀胎曲J、

「十八摸」、「苦力娘J、「送金钗J、「思恋歌J、「洗手巾J、「剪剪花」、「陈士云」、

「上山采茶」 、 「爪子仁」 、 「耀酒」 、 「桃花开」 、 「十二月古人」

2 、 「九腔十八调」只是描述客家民谣繁多之意。许常惠的研究意见:认为台湾北部地

区的客家民歌，除了「老山歌」之外，其他的民歌都属於小调风格。由於北部地区与都市

( 包括外来)文化的长期接触，受近代、现代歌曲影响，无论原来属於山歌的民歌(例如山

歌子或平板)，现在唱起来都多少具有通俗的小调风格。同时认为:以屏东与高雄县为主要

地区的南部地区，由於离开台北甚远，客家人居住於靠中央山脉的丘陵地带，生活淳朴，民

风保守，所亩较能保守客家山歌的特色。他们没有「九腔十八调」的称呼，十八调中的某些

他们会唱，但不属於他们的。他们很弦调「美浓」地方特色如美浓老调、美浓山歌、美浓采

茶、究受惠极大。。

郑荣兴在《徘徊於族群和现实之间》一书中的〈客家戏曲音乐的概述〉说，

传统的三脚采茶戏，有固定戏码，每个戏码有固定唱腔(类似主题曲)，如上山

采茶，有一个旋律，采茶又是一个旋律，所以在传统的戏码中，共唱出多种不同

的腔，及各种不同的小调，因而称之为九腔十八调，意味著曲调的种类繁多。改

良的湾唱片事业的兴板(即采茶调)为主要唱腔，山歌子是次要唱腔，其馀九腔

十八调则变成点缀性的唱腔。而平板与山歌子的曲调，只有一个基本骨架，其音
符会随著歌词的变化而略做改变，使得一个固定的平板曲调，能唱出榆快、生

气、悲伤⋯⋯等剧情的表现。

赖碧霞在《台湾客家民谣薪传》中说，

客家民谣有九腔十八调之称，这是因为广东省有九种不同的口音，也就是因乡音

的不同而导致唱腔的不同。所谓的九腔包括有:海陆腔、四县腔、饶平腔、陆丰

腔、梅县腔、松口腔、广东腔、广南腔、广西腔等。

所谓十八调是指歌谣里有:平板调、山歌仔调、老山歌调(亦称南风调)、思恋

歌调、病仔歌调、十八摸调、剪剪花调(亦称十二月古人调)、初一朝调、桃花

开调、上山采茶调、瓜子仁调、五更调、送金钗调、打海棠调、苦力娘调、卖酒

调(亦称耀酒)、桃花过渡(亦称撑船歌调)、绣香包调等十八种调子。严格一



点说，客家民谣不止九种腔十八调，但由於其他腔调，较无特色以致湮没失传无

法者据罢了。

根据赖碧霞的调查，台湾现今尚留存的唱腔仅有七种:

1 、 广南腔一也就是一般所称的下南腔。2、广东腔一是大陆广东客家人所唱

的。3、卓兰腔一因为苗栗县卓兰乡的居民大部份是饶平人，所以可能也就是饶

平腔。4、美浓腔一也就是当地人所称的挑担歌，据说是从广西省流传来的广西

腔。5、流行於新竹、湖口、竹东、新埔等地方的海陆腔。6、松口腔一是台湾

光复後所流行起来的。7、时下最盛行的一四县腔，因为哈诗作对都用官话，也

就是四县发音，所以符合诗序的所谓『歌以咏言』，用四县腔才能唱出婉转抚媚

的音韵。

至於台湾现存的七种腔调是否就是所谓九腔十八调所传下来的唱腔，现在也因找

不出人或是文献来证明而无法肯定了。

综上所述，所谓九腔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九种不同客家方言的腔调，另一种则认为

是九种不同的唱腔。至於对唱腔的看法也有两种:郑荣兴认为不同的唱腔是由采茶戏中的固

定唱腔而来。赖碧霞则认为不同的唱腔是由广东省有九种不同的乡音而来。

至於十八调的调，许常惠认为是指小调，赖碧霞则认为是调子，所列的十八种也不完全

相同。陈运楝在〈从历史角度谈九腔十八调〉一文中，则从历史的角度采取较广泛的解释:

「九腔十八调只是表示客家族群在迁徙过程中，保存了中原民歌，涵化了少数民族民歌的多

元性，以及描述目前流行的客家民谣的多样性。」

持平之论，客家族群长期哄来，辗转迁徙，山歌固然涵化了不少其他民族的民歌，依常

理判断，应该也有些山歌已失传或埋没，因缺乏文字记载，早期客家山歌的演变，以及究竟

有多少种类，已经很难查考。台湾客家山歌就目前收集的歌曲来看，在九腔十八调中，已发

现有二十二种不同的音韵，及不同腔调的歌曲，充分呈现了客家山歌曲调的丰富与多元，是

否需太拘泥於腔调名目之争?值得深思。

参、台湾客家山歌的分类

客家山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依传统的分法，有下列四大类:

一、老山歌

又称「大山歌」，是客家民谣中最古老的一种曲调是一种曲牌名，无固定歌词而旋律之

进行则随歌词语调而作调整变化，故最难演唱，最能代表客家民谣特色与深度。



二、山歌子

又称「山歌指」，亦是一种曲牌名，歌词旋律亦不固定，它是由老山歌渐次发展而成。

三、平板

又称「改数板》，由山歌子演变而来，它是山歌由荒山原野，慢慢走进室内、戏院、家

庭的一种产物，与上述二者一样无一定的曲调和歌词，只是一曲牌名。其曲调较平稳，不用

太高的音，太长的音，所以是大家最常用、最大众化的一种曲调。

四、小调

小调最大特点就是它有歌名，每首歌就是一种唱腔，歌词多半是固定的 。如「病子

歌」、「挑担歌J、r桃花开J、「初一朝j、「十二月古人J、「撑船歌」、「十八摸J、

「苦力娘」 、「送金钗」、「思恋歌」、「卖酒」、「陈仕云」、「爪子仁」、「五更歌」、

「补红」 、 「春牛调」 、 「马灯调」 、 「落水天」 、 「唱歌人」 、 「香包调」等。

又若依歌词内容来分，杨兆祯分为十六大类‘

(D 爱情类:采茶、桃花开、送金钗、思恋歌、卖茶调、过新年等。

(2)劳动类:挑担歌、卖茶调、洗手巾、撑船歌等。

(3)消遣类，美浓山歌调、下南调等。

(4) 家庭类‘病子歌、初一朝、十八摸、陈仕云等“

(5)劝善类‘劝世文。

(6) 故事类:十二月古人。

(7)相骂类:撑渡船。

(8)嗟叹类:苦力娘、落水天、五更歌。

(9) 饮酒类:贡酒歌

(10) 爱国类:纵军歌、马灯调“

(11)祭把浩师傅多浩演丑行，嗓

(12) 催眠类，催眠曲。

(13)戏谨类:补缸。

(14)歌颂类:宝岛风光、宝岛台湾。

(15)生活类:送郎哥、过新年、思恋歌、爪子化、春牛调。

(16) 其他。

肆、台湾客家山歌歌词的演变

「自古山歌从口出，那有山歌船载来。」客家山歌最迷人，也最为人所称道之处，在於



它的辞句，或以同音异义字双关影射，或以巧妙的比喻，短短二十八字的七言绝句内，尽是

客家同胞俯拾之间，信手捏来的佳句，这不仅需要丰厚的诗词修养，更需要敏捷的应变能

力，才能一山唱过一山，而且出口成诗，不待山歌船载来“

台湾山歌依歌词内容来分，名目繁多，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如前段所述。台湾在历史

上，曾经历荷西、明郑、清领、日治及国民政府等时期。荷西、明郑时期，客家人鲜少定居

者，谈不上山歌的传唱。清领台湾後，客家人大举移入，在拓垦的年代，披荆斩棘，历尽艰

辛。从渡海开始，即遭遇重重的挑战，包括渡黑水、瘟疫、「番」害、盗匪、械斗及其他鲜

为人知的非人生活。

从文献中我们发现，清领时期的客家歌谣，颇多描述或喟叹移民生涯的困苦，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渡台悲歌」，作家单纯的用客家大众喜欢的山歌词体，留下渡台客族过去悲惨

辛酸的口碑故事。兹列举几段歌词，一窥其内容之大要“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

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
* * *

百般道路微末处，讲著赚银食屎难，

客头说话台湾好，赚银如水一般了，

口似花娘嘴一样，亲朋不可信其言，

到处编感人来去，心中想赚带客钱，

千个客头无好死，分尸碎骨绝代言。

* * *

疾病临身就知死，爱请先生又无钱，

睡在草中无人问，爱茶爱水鬼行前，

病到临头断点气，出心之人草席卷，

当日出门想千万，不知送命过台湾。

* * *

所见有妻乌龟般，大声不敢骂妻子，

随其意下任交欢，十个丈夫九个系，

只有一个不其然，野夫入屋丈夫接，

甜言好语侍茶烟，范丹夫人杀九夫，

台湾夫人九夫全，总要有钱就亲热。

「渡台悲歌」全文三百五十句，可能是「三脚采茶」的剧本，内容一字一泪，充分反映

渡台客族的辛酸史。另外，「台湾蕃薯歌」、「吴阿来歌」等，也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现象为

背景的长篇客家歌谣。这也显示，清领时期的台湾客家民谣，除了怡情休闲之外，颇多反应

社会真实风貌之作。



此外，随著政权的更替，客家人对不同政权的好恶，也充分反映在山歌歌词上。日人占

领台湾叹後，客家族群本来就具有弦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意识，所队在日治时期，一方面不

服异族欺压，二来又看不惯东洋鬼子的趾高气昂。客家人常利用演唱机会，以山歌、采茶原

喻有讽刺、双关语的特色，编出骂日本人的歌词、剧情来演出。将心中之愤恨藉歌词一吐为

快。兹举三首歌词为例:

人称台湾是宝岛，可惜野狗满山窝，

大家同心来去抓，抓来煮汤捧山歌。

* * *

野狗不必按大声，人多胆大捱不惊，

有时有日僵捉到，狗皮扒调来卤盐
* * *

疝痪绝代日本蕃，也敢野心占台澹，

有命好来无命转，骨头烧灰变黑烟。

由上例几首歌词可知:当时客家人对日本异族的痛恨，後来日本人知悉客家人常在采茶

戏和山歌中传播反日思想，日本人因而下令禁演三脚采茶，即使山歌也只能偶而在下田、上

山中小声的唱，以免遭受毋枉之灾。

台湾光复後，客家人享受一段尽情高唱山歌的岁月，互诉衷曲也好，斗嘴取乐也好，山

歌回归昔日纯真隽永，其乐融融的一面。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一方高喊「血洗台湾!」、「解救

台湾!」;一方立志「保卫大台湾!」、「反攻大陆!」，台湾客家山歌歌词开始出现了有

关反共复国、自立自弦一类的词句，以激励民心士气。这类歌词最常出现在山歌比赛的指定

词曲部分，兹选录几首「反共类」的歌词如下:

正月里来梅花开，来了共○实在衰

斗争清算无人道，地痞流氓发大财
* * *

二月里来桃花香，大陆同胞正凄凉

田园荒芜百业废，士农工商都遭殃

* * *

十一月来农事闲，反共基地在台湾

陆海空勤齐发奋，准备登陆复河山

* * *

十二月来夜正长，人人参加上战场

消灭共○除俄寇，中华民国永富强



* * *

送夫送到五里亭，劝君奋勇杀敌人

驱逐俄寇出国境，活捉○○处极刑

这类「敌我分明」的激烈歌词，大致出现在五0年代末期至六0年代，到了七O年代

「反攻大陆」遥遥无期，国民政府开始落实台湾的建设。一九七二年中日断交，老蒋总统及

行政院长蒋经国，分别以「庄敬自弦，处变不惊。」和「十大革新」、「十大建设」昭示台

湾人民，又出现下列这类歌词，

赖江质作词

建设台海廿七无，革新政冶一心坚，

蒋公手把中兴业，收复河山在眼前。

彭双琳作词

民谣唱出客家腔，正当娱乐爱提倡，

全国一齐来团结，解救同胞灭匪帮。

江任试作词

日本田中大鬼头，忘恩背义与匪谋，

道德两字他无顾，千万同胞气难消。

赖碧霞作词

经国先生真好心，，行十项大革新，

样样都是为百姓，实官污吏一扫清。
* * *

田中狗仔真不该�忘恩负义做得来，

全国军民都愤慨，食他狗肉骨烧灰。

赖永乾作词

庄敬自强靠革新，惊涛骇浪有指针，

处变不惊稳定力，维新改革得民心。

潘星郎作词

中华历史五千无，遗传道德念先贤，

文化传流全世界，反攻复国在眼前。



赖碧霞作词

中华儿女爱自强，莫怕风雨莫怕霜，

军民团结力量大，收回河山见重光。

* * *

十大建设好经商，经济繁荣国家强，

全国一致来团结，解救同胞灭匪帮。

郭春琳作词

梅花开来满山岗，越寒越冷花越香，

国花能耐寒霜雪，中华儿女当自强。

以当时的时空背景而言，这类山歌歌词，十足表现客家族群的爱国情操及对政府的赤诚

拥戴。八○年代队後，这类歌词日渐稀少，改以情侣怀思、打拼出头、地方发展之词为多，

时代背景毕竟不一样了。

伍、台湾客家山歌之发展

客家山歌在台湾的今展，明清时代有关文献并不多。不过，由民间口碑及传说，已知清

代己有「三脚采茶」的戏剧演出，可以推断当时民问的山歌传唱，应该已相当活络。

客家山歌产生於荒山原野、田园茶山，并无所谓伴奏乐器，只是顺手摘下一片叶子，跟

著歌声吹起来，那就是最原始的伴奏了。在茶馀饭後，酒宴聚会时，唱山歌自娱娱人，後来

有「二弦」伴奏，山歌就更加引人了，慢慢的又加上一把「胖胡」，一高一低，十分谐和悦

耳。

由山歌演变形成的三脚采戏，有固定的戏码及唱腔，後来蜕变发展出来的改良采茶战，

既山歌中的「平版」为主要唱腔，「山歌仔」是次要唱腔，其馀的「九腔十八调」则变成点

滴性的唱腔“

日治时期采茶戏为客家注落戏剧演出的主流，皇民化期间，曾禁演过一段时间。一九四

五年台湾光复後，再度兴起，五O年代以後，随著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多元娱乐冲击

激荡，有逐渐没落之势。

纯粹口唱的客家山歌，在台湾光复的十馀年内，虽然从日人的桂桔中挣脱，可队自由

欢唱，不过却无人将这些民间演唱艺术，做一有系统的提倡发扬，直至一九六二年六月谢树

新创办「苗友」月刊，并积极组织「客家歌谣研究会」，客家山歌的传承才露出了令人欣喜

的曙光。

谢树新为广东梅县人，来台後，进入「中华日报苗栗分社」工作，深感原乡的客家文化

流传在台湾的极为稀少，他认为:「梵需努力从家乡来台，学养有素的老前辈脑海里挖掘纪

录下来，才不致使客家文化失传。」经与同乡研商後，毅然决定创办刊物，他衡量自己的能



力，仅及苗栗县内，刊物取名「苗友」，主要含义是与苗栗人为友。今行後意外获得热烈�
响，外县市读者纷纷反映，「苗友」含意大狭窄，而於发行一年後易名「中原」，寓写客家
人来自中原， 「中原」即客家， 「客家」即中原“

中原杂志以报导有关客家之乡贤史事、风土掌故、民情风俗、语言、山歌民谣等为主要
内容。当时，为台湾地区唯一宣扬客家文化的杂志，即使大陆也无类似刊物，因此深获海内
外客家硕彦乡亲的肯定与支持，前後发行了二十五年。集结出版的「中原文化丛书」三百馀
万言，迄今仍为研究客家文化及客家山歌的重要文献。

谢树新颇有心於客家山歌的医扬提倡，认为山歌是客家文化的精华，所以在所办的刊物
中，每期均辟有专栏介绍客家民谣，内容从大陆山歌(松口、广东)，到台湾山歌，也有童
谣、小调，包罗万象，内容十分丰富。後来，为了进一步研究改进客家民谣，结合地方有志
之士，举办客家民谣比赛，并促成「苗栗客家民谣研究会」的成立。

第一届全省客家民谣(山歌)比赛，於一九六二年八月中秋节与中国广播公司苗广播电
台合办，假苗栗县体育场举行。就台湾地区而言，这是创举，全台前来参加比赛的歌手近两

百人，参观的观众多达三万人，盛况空前。苗栗诗坛泰斗赖江质当时即席撰了三首山歌，歌
词如下，

其一

全国民谣盛会开，客家歌手集全台，

软了对板郎心醉，如思嫦娥约再来。

其二

复兴文化正当时，唱好山歌作好词，

特选民谣留几首，早来启发後生知。

其三

唱好民谣念祖先，复兴文化热心研

关心记得刘三妹，松口传来数百无

由於这次比赛的成功，启发了一般人对客家山歌的爱好与重视，为客家山歌的研究发展
开创了坦途，而专为从事研究改进客家民谣的「苗栗县客家民谣研究会」，则顺利在一九六
二年底组成，积极推动客家山歌的整理、研究及推广工作。

客家民谣比赛及民谣研究会的成立，开启了台湾客家山歌研究的风潮，紧接著新竹、桃
园等地也成立了研究会，各地山歌比赛，有如雨後春笋，纷纷举办。

一九七0年代，政府力唱复兴中华复兴，桃、竹、苗等地县政府公开编列预算提倡客家

山歌，苗栗县政府教育局，拨专款指定头份镇兴华国中主办，将客家民谣去芜存菁，重新整
理成册，公开教唱，并指定各国中、国小、主任、音乐教师集训，返校後利用课馀时间教学
生习唱。省政府委员林佾廷、当时文英国中校长陈秋沐、兴华国中音乐教师胡泉雄除出版民
谣专书外，并往全省教唱。连年在台北市新公园推动的音乐季，客家山歌也被列为其中一



项，终被重视。客家山歌的发展呈现空前的荣景。

在六O、七0年代推广台湾山歌热潮中，出钱出力的人士不在少数，这里特别介绍比较

突出的两位:饶见祥与彭双琳。

饶见祥，为出身苗栗的殷实商人，热爱客家山歌，担任苗栗客家民谣研究会长及台湾省

客家民谣研进会长期间，投入大量财力，推动会务，并组织客家民谣赴日亲善访问团，赴日

宣慰旅日客家侨胞。

彭双琳，苗栗人，自幼喜欢音乐、擅长胡琴演奏，早期开设照相馆，一九五0年代为促

成苗栗客家民谣研究会成立的要角，并闲设国际唱片及美乐唱片厂，大量录制客家山歌、采

茶、八音、戏剧等，先後医行唱片百馀张，为当时全台规模最大的客家唱片厂，对客家民谣

的推广，功不可没。

第一届全省客家民谣比赛，盛况空前，其热烈过程经媒体披露後，引起音乐界人士的重

视。彭双琳的美乐唱片厂义不容辞的邀请优胜者录制唱片，行销全省。接著广播电台也开始

播放客语戏剧、山歌，广受欢迎。当然也引起正统学者、专家对客家山歌的重视，而闭始收

集、整理相关资料。史惟亮、许常惠、杨兆祯都是其中侠仗者。

杨兆祯时任新竹师院教授，为新竹客家人，因语言之便，所搜集之客加民谣最为齐全，

於一九七四年出版《客家民谣一九腔十八调之研究》。分析客家民谣之源流、种类、音阶、

调式等，精关深入，为台湾第一部有关客家民谣的学术著作，对尔後之客家山歌发展影响深

远。

听山歌、比赛山歌之风气兴起後，不少人关始学唱山歌，为了方便学习，七O年代开

始，五线谱、简谱型态的山歌闭始出现，投入编曲者，多为学校教师或从事山歌演唱教学

者，如以杨兆祯、刘汝怡、赖碧霞等人。同一时间，部分国民中小学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也

开始教唱客家民谣。

山歌的学习，八0年代进入高潮，台湾各地风起云涌，救国团、民众服务社、文化中

心、村里办公室及各类社团所开设的山歌班到处林立，而且不限於客家地区，知名的山歌教

唱教师奔波各地。加上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斓，以及乡土教育之推动，一时学习山歌成为风

向，不过，这股热潮进入九O年代後期已迅速收敛。

近年各大学院校音乐艺术等相关科系，颇多将客家山歌之研究，歹d入教学要项，出土的

硕、博士论文不在少数，能够获得学术及教学单位的重视，确是可喜的现象。

政府宣布解严及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使客家山歌在台湾的今展，有了更宽阔的空间。不

过，以目前客家山歌发展而言，如果玲静的加以省视，可亩发现，有不少的困境尚待突破，

诸如:老一辈大师级的演唱者、伴奏者日渐凋零，如何培训传承的人才;目前的山歌教唱方

式，是否扼杀了山歌的生命力及独特韵味:山歌比赛的方式、评分的标准，是否伤害了山歌

的创意与灵活的即兴表演风格;比赛及表演时的服装配饰是否得体适宜;作品录制流通，品

质如何提升;山歌的用语，是否纯正，是否偏离了客家人原有的通俗语言等等，都是值得关

心客家山歌发展的有志之士，加以重视，寻求突破之途。尤户新近成立的「行政院客家委员
会」，尤应义不容辞的肩负起「龙头」角色，为客家山歌的发展与传承，拟定妥善的政茉，



并持续的加以推动，庶几让被视为客家文化表徵的「山歌」 ，得以永续夸扬。

陆、结语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移居台湾唯一的、纯粹的属於客家人的音乐艺卫文化，而且几乎是全
体族群共同参与及关心的表演活动。在乡下，每逢山歌比赛，我们看到的场景是:参加比赛
的歌手，男女老幼齐聚一堂，比赛时，台下的听众，往往击掌附和，融合成一片温馨感人的

场面，使人深深感觉到这项独特的民间艺术，清纯隽永，历久弥新。

面临多元文化冲击，客家山歌的未来，何去何从?理论上来说，绝对需要现代化、精致
化、艺术化，不过，在变化过程中，也别忘了它的历史背景和民俗内涵。民歌如果抽离掉这

一族群的夸展历史与民俗风情，岂能称之为民歌?

客家山歌之弥足珍贵，在於它所显示了客家人勤奋、纯朴的精神，晓及歌词比喻巧妙，

又多即兴之作，所显像的客家人盐活智慧。如果给予过多的「规范」，是否适宜?这是我们
掌握客家山歌医展方向，应该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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