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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

再現客家戲曲之風華：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鄭榮興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教授

身為五 O 年代的客家採茶戲名伶鄭美妹之孫，我於 1986 年重組她

當年的「慶美園採茶戲班」，並在 1988 年登記立案定名為「榮興客家

採茶劇團」，致力於傳承推廣客家戲曲藝術，曾榮獲教育部「民族藝術

薪傳獎」、「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獎」與「社教公益團體獎」，近年

也多次榮獲「傳藝金曲獎」最佳年度演出獎、最佳傳統表演藝術影音出

版獎，在 2017 年已十度進駐「國家戲劇院」製作演出客家大戲。

1998 年起由鄭月景接任團長，持續培訓客家戲曲人才，成員含括了

老、中、青、少四代，常由資深藝師帶領年輕新秀同臺演出。本團除了

保存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的劇目外，每年均會公演數齣新編客家大戲，

秉持客家戲曲山歌、採茶與「九腔十八調」原則，並汲取「亂彈、四平、

外江」等音樂元素，因應時代潮流所需，創作老少咸宜之新劇目，希望

展現傳統客家採茶戲的藝術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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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傳藝金曲獎獎座

說明：2014 年客家大戲《背叛》囊獲第二十六屆傳藝金曲獎影音出版與最佳年度演出雙料 
大獎。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一、重組劇團與再現客家戲

1987 年，臺北市政府委託「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主辦，預定在臺

北新公園（二二八公園）辦理為期五天的「客家藝術節」，相關人員根

據已故許常惠教授蒐集的客家表演藝術資料，欲規劃「陳家班八音團」

的「客家八音」、「賴碧霞」的客家歌謠，及楊秀衡的「撮把戲」作為

表演節目。但這些節目份量最多只有三天，當時許常惠教授與承辦人員

徵詢我的意見，要如何解決剩下兩天的節目安排？於是提出了可以安排

兩天的「客家戲」演出，也順勢扛下了演出的責任。這也是沉寂數十年

的客家戲重現在臺北都會舞臺的重要機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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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演出時間後，我即刻返回苗栗重整家族的客家戲班。「客家藝

術節」為了宣傳活動印製了相關文宣品，看到海報時才發現上頭是寫

「鄭榮興劇團」。不知所措的同時，馬上與苗栗的班員長輩溝通，本來

家族的戲班原名為「慶美園」劇團 ─ 以祖父母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得，

這個戲班也因為祖母的逝世而解散。經過大家的討論後一致認為，我的

名字「鄭榮興」本是由祖父陳慶松所取，重組「慶美園」將之改名成「榮

興」，其中也有傳承的意義在。個人也希望能為臺灣客家採茶戲正名，

於是劇團最終命名為「榮興客家採茶劇團」，並在演出前將寫有劇團名

稱的橫綵掛在演出會場。

「客家藝術節」的演出相當成功，深受臺北地區客家族群的好評，

也宣告了「客家戲」重回了臺灣的表演舞臺上。除了臺北地區外，全臺

的客家縣市也紛紛向「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發出邀請，希望我們也可以

到當地公演。客家戲在臺灣社會存在已久，因為各種因素而沒落一段時

間，一朝奇蹟式地重現於臺北這個大都會，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再擴

散至其它客家地區。其中際遇有如一齣戲劇般。「榮興」轉型為專業劇

團後，演出活動一年比一年還活躍，地點已不僅限於國內，八 O 年代開

始就遠赴美國、中國大陸、加拿大、中南美洲、東南亞、歐洲及澳洲等

地巡演。每年也固定在國家戲劇院、城市舞臺、臺中國家歌劇院、臺灣

戲曲中心等大型室內劇場演出新編大戲，期許往後的發展能一年比一年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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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的首次公演。

        說明：1987 年 9 月，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參加在臺北新公園 ( 二二八公園 ) 舉行的「臺 
                   北市夏季露天藝術季」，演出《王淮義買阿爸》。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二、劇團組織介紹

本劇團是目前國內少數有計畫培訓年輕表演人才、具備老中青三代

優秀演員，並聘僱專職演員與行政人員的傳統客家劇團，三項利器產生

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黃金團隊。本團隊不論在「戲齣創作」、「節目演

出」、「演員培育」、「技藝傳承」、「文化推廣」與「劇團營運」等

各方面，都具備相當優秀的能力及執行力。每年兢兢業業的致力推廣傳

承客家戲曲藝術。

劇團的工作重點，除了持續創作年度精緻客家大戲之外，也積極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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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才，包含編劇、導演、演員、樂師與技術人員，提升表演內容與水

準，以及推動以下項目：

（1）持續創作展演、人才培訓及推廣客家戲曲文化

（2）持續融合「亂彈北管」唱腔於客家大戲表演

（3）持續傳習「三腳採茶小戲」演出

（4）持續提升年輕團員演出扮仙戲及外臺活戲之能力

（5）持續提升文武場伴奏能力

（6）培訓團員學習編劇、導演之能力

（7）培育團員具備基礎藝術管理行政之能力

整個劇團由團長與行政總監、藝術總監等，統籌管控整體營運進

程，與各組別相互配合，兼顧演出、教學及行政等各方面，使劇團成為

藝術表演、培訓教學與企畫執行的專業傳統客家戲曲團隊。



     再現客家戲曲之風華

       
     290

圖 3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的劇團組織與介紹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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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的「技術組」工作人員

                    說明：2017 年客家大戲《膨風美人》首次巡演前的排練照。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三、客家戲演員青黃不接

1995 年，「榮興客家採茶劇團」首度進入國家戲劇院演出「客家戲」

《婆媳風雲》。以當時的時空背景而言，一個劇團能進入國家戲劇院演

出，是在藝術方面的極大肯定。受限於營運經驗的不足，我們第一天的

票房只有八成多，但在知名人士公開發表支持「客家戲」，並呼籲客家

鄉親共同關心這場「客家戲」之後，第二天票房達九成多，第三天上午

十一點便接到「戲票已全部售罄」的好消息。

由於演出非常成功，引起很熱烈的迴響，外界也開始注意到「客家

戲」演員有青黃不接的問題。劇團在數年的演出之下，對自我提升的意

念也愈來愈強烈，但是客家戲演員「後繼無人」的瓶頸卻難以解決，因

為我們沒有能力訓練「客家戲」的新血輪，而老演員卻一天天的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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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觀眾跑來向個人反應：「榮興」的戲很好看，可是演員實在太老

了！明明是十六、七歲的女主角，卻由五、六十歲的演員去演！聽到這

樣的怨言，實在無計可施。因為這不是只有「榮興」面臨的問題，而是

臺灣所有客家戲班的共同現象。

四、客家戲曲人才培訓與傳習

《婆媳風雲》在國家戲劇院的公演結束後，個人開始著手進行申請

「演藝團隊發展扶植計畫」，但是沒有錄取，後來經由各方人士的建言，

文建會（現「文化部」提出補救措施以專案方式來協助榮興客家採茶劇

團的發展，於是個人制定了「客家戲曲表演人才培育計畫」，希望能栽

培有志於客家戲曲的年輕子弟兵。

圖 5 2015 客家大戲《婆媳風雲》廣告

                           說明：《婆媳風雲》在二十年後重新在國家戲劇院公演，重要腳色 
                                    皆由新秀演員擔任，展現了榮興多年培育人才的成果。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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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施行「客家戲曲表演人才培育計畫」

此計畫的教學重點主要有：全劇種的大戲教習。課程以「三年」為

一梯次規劃，傳授兩到三部新編改良大戲，培訓藝生表演大戲的能力。

並定期在期中、期末於大型室內劇場或文藝中心發表演出。我們也相當

注重「隨團見習」，不論是大型公演、全臺巡演，甚至是廟會的平安戲，

均會帶領藝生一同參與劇團的活動。目的是讓藝生能夠隨著劇團深入民

間，體認傳統戲曲的人文環境。培訓課程內容則採行表演人才與文武場

人才訓練並重的方向，培訓有能力及興趣學習編劇、導演的年輕團員學

習編導能力。藉以維持提升演員與音樂的水準，防止發展失衡的情況，

使培訓計畫能達到永續傳演的目標。

圖 6 演出廟會平安戲

                           說明：訓練年輕演員累積「外臺活戲」的經驗與能力。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客家戲曲人才培訓計畫」雖然是以大戲的教習為目標，但為使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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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演練充實有據，在基本教練之後，我們再接以小戲，終而大戲的進

階訓練方式，讓藝生有較完整的學習歷程。總體來說，是採行以「基本

功、小戲、大戲」三階段的教習方法。除了固定排演之外，我們還安排

學生隨團見習，以實際的演練讓學生直接深入客家戲曲的人文環境。這

項安排主要是參酌早期的客家戲班在訓練藝生時，都是隨團學習客家戲

的情況，這些隨團學習的藝生一方面可以學習客家戲，一方面又能充分

了解客家戲從業人員實際的工作情況與文化。

圖 7 2017 客家大戲《駝背漢與花姑娘》的排練情形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如果只學客家戲，而不去了解客家戲的工作情形是不夠的，藝生必

需對客家戲相關的各項文化也能了解，才算是完整的學習歷程。而結訓

的藝生往後也陸續成為了下期培訓計畫的藝師，能將傳習的經驗有效的

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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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辦「客家戲曲學苑」

自從「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成為專業的表演團體後，每年至少會製

作一至兩齣大戲，服裝與道具的採購量越來越大，不得不租房子來放置

這些物品。當房東要出售房屋，眾人為倉庫場租問題苦惱之際，向我學

習八音的陳忠雄先生表示，家中農地正處於休耕狀態，願意讓劇團搭建

鐵皮屋放置演出物品。此時，「客家戲曲人才培育計畫」已經通過，為

了配合該項計畫，劇團必需具備排練場地及學員宿舍。經過協商後，決

定擴建倉庫的土地與建築物，成立了「客家戲曲學苑」，有「財團法人

慶美園文教基金會」、「榮興客家採茶劇團」與「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

團」等單位進駐於此，對於發揚客家戲曲音樂藝術、傳承、教學、推廣、

研究著力甚深。

「客家戲曲學苑」在寒暑假期間會開放給年輕朋友，作為練習客家

戲的場所。正式開辦三個月後，就有部分藝生隨「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於國家戲劇院登臺演出。「榮興」長久以來對於客家戲曲人才的栽培與

訓練，向來是不遺餘力。近年推出的年度大戲中常看到新人的面孔，不

僅讓新人登臺，甚至讓他們領銜主演，反觀很多劇團只會安排資深演員

擔任主角，新人出線的機率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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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客家戲曲學苑的排練照

                              說明：2017 年七月三十日赴美巡演前的排練。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我們多半擔心新人的演出能力是否能達到一定的藝術水平，反而不

煩惱新人搶盡所有老演員的風采。如果新秀們能有傑出的表現，不也是

劇團培育他們的目的嗎？

五、「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的演出與推廣經驗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成立多年來已累積了不少演出與推廣經驗，

以下將近幾年重要展演分類介紹。

（一）演出活動

本團擁有優良的工作團隊與精緻的演出品質，深受國內和海外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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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的歡迎，每年的演出機會應接不暇。根據演出性質來分類，除了最

為人所知的國家戲劇院公演外，也有大小不等的演出活動。

表 1 演出活動性質分類表

活動類別 活動內容 範例

大型公演
每年年中、年末會在大型室內
劇場或文藝中心，發表兩、三
齣新編客家大戲。

如 2016 年於城市舞臺公演《六國
封相 ─ 蘇秦》，2017 年於國家戲
劇院公演《駝背漢與花姑娘》。

出國巡演

應海外客家僑胞或活動單位邀
請，前往當地巡迴演出。有時
也會跟客家八音、客家山歌一
同搭檔。

受邀於「2017 年度全球臺灣客家
懇親大會」中公演，在 8 月初至
美國洛杉磯 Pacific Palms Resort 的
懇親大會表演。並順道於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演出客家大戲《真
假美猴王》。

精緻客家大戲展演

客委會每年均有「精緻客家大
戲展演」勞務採購案，得標的
團體須在客委會的指導下，於
全臺各縣市巡演數場客家大
戲。

如 2016 年巡演《日落大隘》，
2017 年巡演《膨風美人》。

客家相關節日邀演

各縣市主辦的客家文化藝術
節，或是客家縣市的重要節
慶，如收冬戲、新丁粄節、六
堆運動會等。常會邀請榮興前
往演出。

如 2017 年「臺南客家文化藝術
節」、「桃園客家文化節」，2018
年的「六堆運動會 ─ 客家大戲之
夜」。

文化藝術季邀演
重要文化藝術機構，或全臺各
縣市文藝中心舉辦之「藝術
季」、「文藝季」等活動。

如臺灣戲曲中心舉辦之「承功 ─
新秀舞臺」、2018 年首屆「臺灣
戲曲藝術節」。

外臺民戲

應全臺各地廟宇的邀請，於神
明誕辰或重大節慶時演出酬神
戲。此類活動在演出正戲前多
會先演一場扮仙戲。

如 2010 年於苗栗縣銅鑼鄉廣德宮
演出《善才收狐狸》，2013 年於
苗栗縣三灣鄉五穀宮演出《巧媳
婦》。

客家電視「客家戲
曲」節目

為客家電視「客家戲曲」節目
錄製一齣新編大戲，分別於星
期一至星期五每晚六點半至七
點播出。與電視歌仔戲不同的
地方是，「客家戲曲」是將一
齣完整的戲剪裁成五天演出
的份量，而不是錄製完整的一
集。

2018 年已製作播出《浪子》、《美
郎君》、《家有囍事》、《春江》、
《巧計勸夫郎》、《雌雄鞭》等數
齣劇目。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這些演出不但是營運「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經費的來源之一，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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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培訓的新秀演員來說，不同的表演場域能夠誘發他們，增加他們的演

出經驗與應變能力，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教育。

圖 9 2017 客家大戲《駝背漢與花姑娘》演出照

                          說明：2017 年十一月四日至五日至國家戲劇院公演。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圖 10 2017 洛杉磯客家大戲公演活動 

            說明：美洲臺灣客家聯合會於 2017 年八月六日晚上七點在洛杉磯帕薩迪納市政禮 
            堂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表演廳舉行 2017 年「臺美慈善音樂會 - 遺愛抗癌」慈 
            善活動，特邀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公演《真假美猴王》。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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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7 精緻客家大戲《膨風美人》演員與民眾互動合影

          說明：客委會辦理「精緻客家大戲展演」活動，推廣傳統客家戲曲藝術文化，讓 
             客家鄉親能在優質的展演空間觀賞客家大戲，以呈現更精緻且完美的演出。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圖 12 2017 桃園客家文化節平安大戲巡演《鹽甕記》

                     說明：2017 年十月二十日晚上六點於桃園市桃園區大樹林天后宮（陽明公園） 
                     演出傳統精緻客家大戲《鹽甕記》。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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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臺灣戲曲中心 106 年《新秀舞臺 ─ 戲曲青年菁英匯演》

         說明：於 2017 年十一月十日與十二日參與「承．功 ― 戲曲新秀舞臺」活動，演出 
        客家小戲《牡丹對藥》，由劉姿吟、陳怡如、方朋瑜領銜主演，他們皆為本                        
           團重要表演新秀。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圖 14 外臺民戲演出

                          說明：2010 年於苗栗縣銅鑼鄉廣德宮演出《善才收狐狸》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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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戲曲推廣教育

   「客家戲曲人才培訓計畫」是針對培訓客家戲專業演員而產生的，

至於要如何向一般民眾推廣客家戲曲藝術呢？「榮興」也規劃了許多適

合一般民眾參與的推廣教育課程。

表 2 推廣教育課程類別表

活動類別 活動內容 說明

客戲一夏研習營
與財團法人慶美園文教基金會
合作，於苗栗十二所中小學舉
辦客家戲曲研習營。

由本團選派戲曲藝師至研習學校內授
課，以培訓學生學習傳統客家戲的表
演技藝，通過研習課程實際參與接觸
客家戲，藉以加強學生認識傳統客家
戲曲文化，能夠更進一步讓藝術扎根
於校園中。

客家傳統戲曲藝
術深耕推廣活動

與中華兩岸傳統客家表演藝術
交流協會合作辦理推廣「推廣
新創客家大戲《駝背漢與花姑
娘》觀後講座」活動三場次，
參加活動人員以已欣賞過《駝
背漢與花姑娘》，並對客家傳
統戲曲文化有興趣的觀眾為
主。

本活動之三場講座將包含客家傳統戲
曲概說、身段唱腔示範及服裝道具扮
相介紹等客家傳統戲曲相關內容，更
特邀《駝背漢與花姑娘》的原作與編
劇王瓊玲教授親臨現場為本戲作觀後
的導聆，向課程學員介紹她的創作構
思及製作歷程。

學者導聆講座
本團公演前會邀請學者講解演
出劇目的相關內容。

如 2015 年重演之《婆媳風雲》便特邀
徐亞湘教授向觀眾導聆故事脈絡與演
出重點，2016 年巡演《日落大隘》時
也邀請了原著編劇范揚青、彭賜招兩
位老師講解「北埔事件」的歷史故事。

校園推廣講座
在巡演客家大戲期間會在全臺
大專院校舉辦推廣講座。

以學校內之客家、戲曲、音樂、表演
等各類社團為主要宣傳對象，吸引及
鼓勵年輕族群進入劇場欣賞客家大
戲。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上述內容包括了介紹客家戲曲藝術、新編大戲的創作歷程之外，我

們更嘗試規劃了初階、進階的戲曲課程，目的是讓民眾有實作的經驗，

進而引發他們對客家戲曲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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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2017 客戲一夏戲曲研習營

                              說明：針對學生進行傳統客家戲的技藝傳習，讓學生親自體驗客家戲曲 
                               表演，以培養學生對客家戲曲的興趣。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圖 16 2017 客家傳統戲曲藝術深耕推廣活動

                      說明：講座包含客家傳統戲曲概說、身段唱腔示範及服裝道具扮相介紹 
                             等客家傳統戲曲相關內容。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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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2016 精緻客家大戲《日落大隘》演出前的導聆

                說明：2016 年九月三日的苗栗巡演場特別安排學者在演出前講述本戲背景： 
                      「北埔事件」的歷史。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圖 18 「戲說膨風美人」校園推廣活動

                              說明：2017 年五月十日於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舉辦「戲說膨風美 
                              人」推廣講座。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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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的發展方向

劇團早期的作品大多具備了臺灣傳統客家三腳採茶戲的表演特色，

演出中也經常流露出客家先民詼諧、樂天的態度。不過近年開始往移

植、改編其它劇種、其它國家劇本，或文學作品的方向發展。這些劇目

多半是以宮廷、歷史事件為背景。不論是演員的服裝、音樂的編排、舞

臺的空間、道具的製作、動作的設計上，都有更細緻的表現。

以下四點則是根據「榮興」的實踐經驗所研擬出的發展方向，正好

能作為客家戲曲的借鏡：

（一）建立客家語言體系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與工具，有很多地方是客家話無法掌握住的。新

編大戲文本的開發與編寫，幾乎都是從國語的思考出發，實際演出時反

而無法得到一些客家觀眾認同。要如何將「國語」與「客語」兩種語言

的思維及內涵可以完美結合，是需要客家語言專家與戲曲編劇共同研

究，達成共識。

（二）開發新的表演程式

現今客家大戲的文戲身段與武戲動作幾乎都來自京劇體系。這是因

為現今大部分的年輕演員其背景多為劇校出身，其學藝途中均依循傳統

戲曲中的「四功五法」，客家大戲在編排時也多借鑑京劇的表演程式。

但在《日落大隘》中，卻出現了許多現代武器，如長槍、手榴彈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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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動作也有現代舞蹈感；2017 年公演的《駝背漢與花姑娘》則嘗試

將傳統戲曲之特殊身段與「弄鐃」民俗信仰結合為一。之所以會如此編

排，不僅是為了製造戲劇的獨特性，也是為了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

（三）建立客家戲曲音樂體系

本團在實踐過程中也多次將〈平板〉、〈山歌子〉等曲腔加以改良

進行「板腔化」，以符合情節變化之需求。到目前為止，這個音樂體系

的建構，在本人多年的努力下，已有相當程度的進步，每場演出都可以

聽到有不同的音樂與唱腔，使在場觀眾能有耳目一新的感受。不過，從

一個戲曲音樂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此體系仍有進步的空間，因為要建立

一個新的客家戲曲音樂體系是一項大工程，絕非一蹴可幾，創新的戲曲

唱腔，要讓觀眾能馬上接受，也是一大考驗。

（四）培養專業編劇人才

臺灣的編劇人才相當稀少，發掘新的編劇人才也是非常重要。因此

「榮興」從初創時期就設置了「編劇組」，著手於創作適合客家戲曲演

出的劇本，只是老者凋零、年輕一輩難以銜接，希望往後能培訓新一代

的客家戲曲編劇。

本團演出的劇目有來自老藝人的創作、劇團全新編創、或是移植

自大陸劇目、或與文學作家合作改編客家先賢的題材，近年則是與學者

教授合作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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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演出劇目的來源表

創作來源 劇目列舉 說明

客家戲老藝人

如謝新霖、曾先枝、張有
財、王慶芳、黃天敏等編
纂的《乞米養狀元》、
《孝子不記恨》、《雪梅
訓子》、《太平天國》、
《李阿三嫁阿姆》、《相
親節》、《錯冇錯》、《婆
媳風雲》、《楊家心臼》
等。

這些老藝人同時也是「榮興客家採茶劇
團」草創時期的編劇小組成員。

劇團全新編創
如《雙花緣》、《緣定三
生》、《狐仙報恩》等。

由榮興編劇組原汁原味編創而成。

移植自大陸劇目
或劇種

如《大宰門》、《金孫緣》、
《喜脈風雲》、《花燈姻
緣》

《大宰門》的原著來自越劇經典《宰相
嫁妾》，《金孫緣》則是改編自漳州市
薌劇團的《保嬰記》。《喜脈風雲》的
原著是湖南作家吳傲君所著的《喜脈
案》。《花燈姻緣》改編廣東漢劇院《花
燈案》。

與文學作家合作
改編客家文化的

題材

如張小果原著的《羅芳伯
傳奇》、范揚青與彭賜招
共同創作的《日落大隘》、
《膨風美人》、吳秀鶯的
《潛園風月》、郝瑀《三
山國王傳奇》等。

這類劇目的題材包含了客家先賢、客家
地區的歷史事件、客家傳統民俗文化等。

與學者合作
如《霸王虞姬》、《背叛》、
《駝背漢與花姑娘》、《戲
夢情緣》。

如曾師永義將《霸王虞姬》三易其稿，
以「三下鍋」的形式與「榮興」合作，《背
叛》是與專研莎士比亞的彭鏡禧教授、
陳芳教授合作，將艱澀難解的莎翁作品
改編成客家版的「莎戲曲」演出。《駝
背漢與花姑娘》則是改編自王瓊玲教授
的原著小說，並由其擔任編劇。2018 年
新作《戲夢情緣》，是與林曉英教授合
作，嘗試將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改
編為客家大戲演出。

資料來源：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臺灣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因為客家戲被忽視的關係，也沒有人

願意學習，最後形成了人才斷層。經過本人與劇團的努力爭取，好不容

易培訓了一批又一批的客家戲曲新秀，這些新人都是臺灣客家戲未來的

希望。或許在十幾二十年後，老一輩演員紛紛從舞臺上退休，客家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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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要由新人們挑起重擔。

榮興劇團在客家戲曲界中嘗試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除了優秀的藝術

成就外，更在推廣客家戲曲的教育中深耕多年。期許自己有拋磚引玉的

功能，希望能使客家戲的發展更為興盛。營運劇團的經驗相信也能給有

志往這一領域發展的後輩們作為重要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