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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山歌淺談 

台灣客家山歌可分為五大曲牌： 

  一.老山歌調 二.平板調 三.山歌子調 四.客家小調類 五.勸世

文調。 

  老山歌調、平板調、山歌子調三種曲牌，是世界客族音樂中，唯

一在臺灣土生土長孕育出來的曲調。因為臺灣特有之地理環境、人文、

經濟等因素，孕育出與世不同的曲調。 

 

  老山歌調、平板調、山歌子調三種曲牌，都是四句七言對仗工整，

其最重要的是必須以“四縣發音”。有許多人常提起這個問題，為何

一定要用“四縣腔”？如何證明？前人有句話就是“四縣个山歌”

“海陸个和尚”其意為山歌須用“四縣腔”，而頌經則採取海陸腔，

以這句話做為佐證或許基礎上薄弱了些，但以山歌詞四句七言，皆以

四縣腔之平仄而組成，其曲風自然以四縣腔而形成。如不信隨手翻翻

歌詞，都是以四縣之平仄所組成。 

 

    很重要的有一點就是雖然腔用四縣，但字音有時因為押韻的關係，

或許會運用地域性的字音，如海陸字音、大埔字音等，往往很多人都

忽略了，而一昧堅持採用四縣字音，往往把一首好詞，因為無知的堅

持，把高超的意境、美妙的聲韻破壞殆盡。所以腔用四縣，音則可隨

押韻而變化。 

 

  畢竟不管是海陸、四縣、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人皆是才華橫

溢、詩書滿腹、才高八斗之士，每一個地區的人都會用自己習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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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作詩作詞，所以要把每一首歌詞完美的表達，各地區的字音用語

必須詳加了解。至於腔韻方面，老一輩也也傳下一句名言“山歌各人

唱出各人腔，好詏個愛捉來搒”，雖是笑談，也不得不深思。 

 

    客家族群在台灣依口音、腔調大致可分為四縣腔、海陸腔、東勢

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在字音方面除了四縣腔外其他較相近

如：深、身、升、神、成、針、真、手、收、抽、指、志、翹、蕉、

糕、泉。這些字音與四縣字音有很大的差別，而我們所要認知的就是

各地區的用語字音，例如同樣是海陸，新屋地區的“街、雞”與其他

海陸的“街、雞”就不相同，東勢的“纏、底、鞋”與其他地區又不

相同，這些字音都是傳唱客家歌謠者所必須了解的，方能將一首歌詞

完美的落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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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談台灣山歌發展及演變，及如何重塑價值 

    如何評斷演唱台灣客家山歌的基準，眾說紛紜各有論述，見人見

智，其因乃是從客家山歌在民間生根而發展普及，從這一連串演化中，

台灣客家山歌是成長茁壯了……但也形成了一個巨形多角怪獸。 

 

    為何會形成為「巨形多角怪獸」？話說:客家山歌採茶戲在民國4、

50年間興起後，造就捧紅了許多《戲劇名角》，平時這些《角們》也

應聘喜慶場合表演，在演唱中拉近了距離，風糜了現場賓客群眾，如

同現今的簽唱會。 

 

    另一推波助瀾的大推力為客庒中比櫛鱗次的「酒家」，它提供了達

官貴人中上階級人士接觸和研習客家山歌的場地及師資，但場租及師

資費特貴，火山孝子們錢花的心甘情願，學習效果斐然，帶動了中上

階層傳唱客家山歌的氛圍！ 

 

    在上述這些因素影響下《山歌採茶》在社會上形成了口耳相傳，

唱《客家山歌採茶》的流行熱潮，也帶進了農村社會，走進了中下階

層之間，成了台灣客家的全民所好，卻也把《山歌採茶》一分為二。 

 

    形成風潮後民國 52年苗栗在福星山公園(舊縣運動場)舉辦了台

灣第一次山歌比賽，(筆者當年九歲，整日守在收音機旁聆聽中廣苗栗

台的實況轉播)，也知悉平板组冠軍為竹東的黃連添先生，老山歌冠軍

為苗栗的豆腐伯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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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年，竹東鎮公所舉辦《天穿日全國客家山歌比賽》迄今……。

風起雲湧，各地也兢相舉辦山歌比賽，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為何如此說？因為有了客家山歌比賽，各地喜好者匯集成了《山歌場》，

爾後民國 60幾年後繼而成立了《客家歌謠研習班》而比賽和歌謠班推

動研習傳唱，讓客家山歌蓬勃發展發揚光大，但卻也澈底改變了客家

山歌，把《山歌》腔韻逐漸背離了《採茶》的腔韻……《山歌》興起，

《採茶》日趨式微，即謂之《蕭何》也。 

 

如詞: 

山歌遠颺離山林， 

樵杈滿岃等冇人； 

山頭依然雄傲立， 

弦外个音那位尋。 

 

    在《山歌場》中演唱的山歌尚存有老腔老韻，因為演唱者其習唱

方式還是《口耳相傳》源自於戲劇腔韻，但《客家歌謠班》成立後，

由於教育普及，大大提升學習者識字及識譜能力，而傳習者便宜行事，

在教、學上的方便，把詞譜列印成為教本，廣為用之。 

 

    從此客家山歌唱法由《口耳相傳》的百鳥爭鳴、百花齊放的《各

人唱出各人腔》轉變成《固定詞譜》統一了曲詞腔韻，把客家山歌腔

韻《僵化了》，也把所謂的民謠小調的《曲名和歌詞制式和固定化》了，

形成鐵律不得更不敢更改或添加新詞，因為學習客家山歌者，爾後至

傳、習者都以山歌教本為唯一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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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客家山歌班風起雲湧於各地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師資來源成

了一大問題……老輩藝人會聽、懂唱卻不太識詞譜，在《客家山歌班》

甚難立足擔當《傳唱者》一職，缺乏的師資只能在山歌比賽得過佳績

者擔任《傳唱者》一職。 

 

    當《客家山歌班》培訓出來的學員，去參加各地都熱衷舉辦的山

歌比賽，成績斐然，自然是《唱而優則教》，而這些《傳唱者》其客家

山歌的源起論述或詞腔認知皆極為淺薄，皆因前述所言:《傳、習者都

以山歌教本為唯一憑藉》。 

如詞: 

誰知山歌有這朝， 

客家文化做指標； 

先生雨後嫩筍樣， 

泥皮難掩愛出頭。 

 

地瘦水缺強出頭， 

那堪雨打風來搖； 

節想毋長又扭曲， 

作棟毋得刴來燒。 

 

    這些盤據於各地的《傳唱者》因各擁有粉絲班隊，即成為《巨形

多角怪獸》的角角，因各擁山頭，各有論述、各有說法、誰能服誰？

而硏習者對客家山歌本就是一張白紙，任《傳唱者》授予而全盤接受，

如此《惡性循環》形成目前台灣客家山歌的怪象和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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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造成《怪獸》的大問題即是比賽中操生殺大權，全憑自我

主觀及好惡的《評審》所造成。這些《評審》的資格，大都是社會賢

達或教育界或學校的音樂教師所擔任，主要是取其社會聲望，增加比

賽的《公正性》及增添大會光彩，但卻忽略了《客家山歌演唱方式的

專業》，而老一輩藝人則因社會地位不夠高貴，而被摒除於評審群門

外。 

 

    山歌比賽的評審因各人的論見認知不同，強迫並改變歌曲旋律進

行，如《客家民歌》早年稱之為《大山歌》現稱為《老山歌》的唱法

和旋律進行把它徹底改變，強勢且握有重權的評審，甚至要依照其所

創之唱法，方能在比賽中取得好的成績，當然參賽者會依其所好而迎

合。而其他評審因資淺或不太深入了解客家山歌其源起精神而附合而

沆瀣一氣，久而久之形成《格式》也就是《僵化》了原有自由揮灑的

唱腔和進行模式。 

 

如詞: 

山歌唱到街路心， 

好个腔頭有幾人； 

總係空口講白話， 

隨口山歌愛那尋。 

 

    前述所說:當傳、習者以山歌教本為唯一憑藉或為寶典時，其唱而

優則教，當然教得久則評啦！這種循環導致客家山歌唱法論述是每下

欲況，積疴越來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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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詞: 

有人歸日評山歌， 

說東論西講盡多； 

唱出毋當參賽者， 

筆子佢擎冇奈何。 

 

論述說詞佢盡多， 

實務經驗佢又冇； 

同佢撩落田肚去， 

看佢愛樣秧變禾。 

 

    前言述及台灣客家山歌發展及演變，當然演變中也會有甚多其他

的因素而改變，但總體來說提及的那些因素實為重要一環。譬如說:

在山歌場盛行之際，客家山歌蓬勃發展遍地開花的時代裡，造鑄了許

許多多到現在都還尊為客家山歌寶典，有如皇后的貞操而不容懷疑和

褻凟，如《老山歌》《三大調》《小調》《自創曲名》《四句八節》等等

說詞，其實這些名詞，與現代音樂的樂理是不太相容的。如《三大調》

中有大調式(平板)和小調式(老山歌、山歌子)。 

 

    所謂《小調》更是混為一說，通稱之，搞得現在的西洋樂師一頭

霧水，不知所然。而這些名詞為何衍生而出？原因就是當時客家山歌

界，普遍缺乏《樂理知識》，但有一些稍有《音樂常識者》或在客家山

歌界擁有一定名位的《樂師》或《傳唱者》這些權威人士所言後流通

於山歌市場，經歷數十年，後學者也就蕭規曹隨，連後面的《傳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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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加思考更奉為圭臬，何談憾動改變。 

 

    所以我們來談如何重塑其價值，首先要在"思維觀念"上要做"省思

革新"，改變舊有存在許久"約定俗成"的刻板認知，這些包括了:台灣

客家山歌的淵源了解、訊息來源、傳唱方式、為何而改變，其因素為

何……等。 

 

首先把台灣客家山歌歸化分成兩大類: 

1.自然行為產生之曲調—在客族繁衍存續中，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晴耕 雨讀的生活模式中，於山野林間中抒發其內心所感而唱，所以產

生了「生 活中有歌，歌中有生活」，歌聲詞意中傳達了民眾日常生活

中的點滴，以 及男女情感抒發表達，或社群中藉由歌唱應和，形成交

誼上溝通的常態， 所以【客家山歌是口語化的，是自然流暢敘述毫不

做作的】，換言之，是 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來接觸訊息，而彼此學

習傳唱，此即為《客家民歌》也謂之《山歌或大山歌》現稱為《老山

歌調》之特色。 

 

2.商業行為產生之曲調—在宋元期間產生了〈雜劇〉，而雜劇的形成是

有所謂的商機孕育而成，各族系的商業人士，也就溶合地方語言衍生

了甚多的劇種，客家的"三腳採茶戲"也就如此而形成。 

 

    客家戲曲當中其曲目包羅萬象，簡單的說就是其他劇種的旋律或

地區的民謠小調套上了客家語言詞句表達傳唱，即成為「臺灣傳統客

家歌謠」。而客家歌謠羅括豐富的曲調，故有《九腔十八調》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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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卻不可把《九腔十ハ調》狹隘化或固定化，應把它廣義解讀之。

今台灣的《客家歌謠》除了《老山歌調》外，應可謂之《九腔十八調》，

而觀賞者多數由這商業行為中接觸到訊息，自然也是《口耳相傳》的

彼此傳唱。 

 

    台灣客家傳統山歌的傳唱方式，歷經數十年來的不成文之規定，

已經衍生了另一種歌謠的型態，此情況若繼續下去，我們的山歌可能

會失去【文學性及音樂性】的既有價值。 

 

貳、談字正腔圓 

    對於本人所提倡台灣客家山歌之【字正腔圓】及【以、依字形腔】

如何實踐和落實的論述，目前仍有甚多業內人士（含傳、唱者等）持

不同看法，甚至抨擊，此說乃非本人所創，這是幾十年來比賽場合中，

高貴的評審諸公們，嘶聲力竭大聲疾呼的評語呀！ 

 

    而我只是如何依字形腔，而且字正腔圓作一個實踐和落實，而改

變了現有的狀況，當然要改變現有狀況，目前氛圍無異是辛苦的過程，

雖不致到螳臂當車的困境，卻也倍極艱辛……。 

 

    造成車之亂造之狀況，有好幾種原因，無非前述論及之源流演變，

所慢慢積累而成，故改變是要痛定思痛，大破大立的。記得民國 50

年間，本省的家庭中衛生及生活習慣不甚注重，例如全家共用一支牙

刷，共用一條毛巾等，爾後的「公筷母匙」運動，當時大衆也不甚習

慣，也往往忘卻而遭受非議，這些運動也是經歷了好長一段時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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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立了目前優質的衛生習慣。當個人本身建立了良好的習慣時，反

之，即會對不良習慣者產生不習慣。 

 

    記得兩三年前本人擔任客家電視臺之《鬧熱打擂台》評審時，對

參賽者的「襯字運用」濫用，本人不厭其煩的纠正及解釋其字義，如

《來》字的添加，當時參賽者及指導老師等，對我皆有不滿及怨言，

各類攻擊排山倒海而來，試觀去年開始，不得宜的「襯字運用」以逐

漸消逝，幾近絕跡。 

 

    所以一個經得起檢視的論述及改變，是會被有識者認同的，而不

思改變或無能改變者，實為，力有未逮或客家山歌之造詣不夠深入，

方束手無策也。當我們釐清了「客家歌謠」其淵流，再暸解了先民如

何接收訊息，再加以學習、傳唱後，就知要如何著手重塑及提升客家

山歌之價值。 

 

    重塑和提升最重要的，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在於目前教唱者對

客家山歌的「認知和思維」，是否要改變思維、接納新知，因為台灣客

家山歌成長及蓬勃發展的環境中，教唱者的影響力是絕對深遠，畢竟

學習者是張白紙任由為師者恣意渲染，全盤接受。 

 

    臺灣目前客家山歌師資養成，多數為拷貝式的養成，加上參與比

賽，取得佳績後即榮登教唱者大位，而這種師資缺乏了「提疑、辨正」

的能力，只一昧遵循所學而教，即為前章所述，對於不思改變或無能

改變，而力有未逮或束手無措者，實因上述所提之師資養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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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教唱者能清楚認知除食衣住行育樂，包括任何事物都與時俱進，

而精益求精，觀念思維上如能藉此認清時代氛圍而稍作調整，此乃台

灣客家山歌一大幸事！所以，本人強調客家山歌的重塑和提升價值，

最重要的即是不論傳或習者都要改變思維、接納新知，如不思及此，

一切枉談！ 

 

    如果思維已改也欣然接納新知那接續下來一道道來細探:如以前

的客家山歌為何是用《口耳相傳》的模式進行傳唱？其因乃客家先民

留駐在山間田野之村夫農婦大都為文盲白丁，而語言歌唱之傳習溝通，

不必借用文字書寫即能用口語表達流暢和適意，誠如客家狀元黃遵憲

所言，客家山歌乃為「天籟」即是如此也。 

 

民間所運用口耳相傳方式接觸之訊息，如欲流傳後世，即請識字者如

地區私塾教師或秀才舉人等，藝者以口述方式請學者加以書寫謄記，

但謄寫之教本不免產生「音同字異」的錯誤，所以「以訛傳訛」形成

「約定俗成」代代相傳，延用至今。 

 

    我相信，有固定曲本教唱的幾乎是《戲班戲團》即《戲劇坐科者》

其劇本相較嚴謹因戲曲劇本之撰寫，如古代宮庭設有樂官，現今如「榮

興劇團」等，其撰寫劇本乃是聘請專業人士撰寫，撰文者文學素養皆

為上選，絕不可能亂撰或筆誤。所以目前當務之急要: 

 

1.慎審詞句，找出不合邏輯及有疑惑或異植筆誤之處，加以修詞更改

得以完滿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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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念認知的改變:「九腔十八調」中，任何一首曲目之旋律，應可

任意套 詞而非現有之「定詞」，而「定詞」這個觀念是必須要改變扭

轉的，目前台灣山歌界把這一塊僵化了，不敢憾動，更不敢去改變或

另配新詞！ 

 

    以前除了「三大曲調」可以任意更換歌詞外，其他的「九腔十八

調」也就是現在說的「小調」其說法就是「固定旋律，固定歌詞」，如

時下的流行歌曲，這個論述個人察覺是不正確的，我們設立了框架，

把這些曲目框在一個窠臼中，限制了它的走向，裹了它小腳，便成呆

板無趣，也形成了它的膚淺。 

 

    所以本人才會一直强調「思維觀念」要有所改變，畢竟任何事物

都會與時俱進的，也會配合時代的氛圍而演化，音樂也是如此，尤其

是傳統客家山歌，先民的工作環境，生活動態，社會氛圍跟現今已有

天壤之別，如一昧堅持台灣客家山歌還是要「口語化、生活化」，個人

認為是不太可能，以拙作兩首做為看法: 

 

1、 

昔時客話日常言， 

拷洗一聽全了然； 

這下生活少用客， 

分人賣忒鄧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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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早交談用客言， 

現今學客愛繳錢； 

開口講話拗毋轉， 

山歌樣般唱會圓。 

 

    本人常強調這個說法:當客家話要用政府推行《母語認證》來做傳

承推廣時，台灣傳統客家山歌一定要澈底的改變其結構。要如何改變

既有僵化呆板的結構，分成兩方面來談: 

 

第一方面，客語在整個社會大環境氛圍中，已形成毀滅性的改變，客

語交談機會愈來愈少而客語運用能力日漸式微，如此何談流暢、自如。 

 

第二方面，國人教育普及和科技日新月異，文盲白丁幾近絕跡，識字

能力及文學涵養方面 

大幅提升幾近知識爆炸後，對於詩詞和比較深奧的字句詞彙也相對的

能夠意識和體會。 

 

    如此綜合上述兩個面向，深入思考後，當《能聽而乏識之能力》

即隨口頌唱的客家山歌，已經轉變為《能看而乏說之能力》，客家山歌

詞的字句组合，定會衍變成了文學性比較多的山歌詞出現。如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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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毋像詩來毋像歌， 

皆因書子讀較多； 

咬文嚼字表心跡， 

何苦亂棍打落河？ 

 

2、 

文言白話一般樣， 

差著會意愛恩量； 

來看狀元黃遵憲， 

詩做歌唱永傳揚。 

 

    改變山歌詞的結構或隨意填加新詞，其目的並非要消滅原有傳統

客家山歌，而是要把傳統客家山歌的【原創精神】和【固有文化精膸】

予以保留加以淬鍊，去蕪存菁更突顯在音樂、文學、客家特有的生活

習性等等特色，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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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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