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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跨越族群與文化邊界：客家電視台工作者族群身份與專業生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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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鍾雄秀（財團法人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客家電視台新聞部文字記者1） 
計畫助理：陳采蘋、石耀宇、陳沿佐、張國揚、黃泰維、張瀚仁 
計畫執行期間：97 年 4 月 1 日起至 97 年 12 月 20 日止 
 

一、研究緣起 

本研究案透過訪談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對其工作選擇、專業工作生涯規劃，以

及對其自身族群身份的理解，為跨越文化界線的媒介工作者留下處於族群文化與

媒體專業之間的紀錄，並反思其中的深意。透過本研究案，我們可以瞭解在族群

電視台工作的成員，如何看待現代社會專業分工，以及族群身份所代表的傳統意

涵，並且從中得到專業與傳統之間的交融意義。 

對於客家電視台，不但客家族群寄予族群語言文化復興的厚望，期許客家電

視台能為族群多樣化、族群交流提供平台。然而，經營一個電視台，除了目標明

確之外，包括新聞、節目、行銷等工作，仍需要專業工作者的投入。本研究在此

發現了一個過去對族群傳播討論鮮少注意的問題：也就是工作人員在專業與族群

兩種身份間的平衡。 

在一般討論媒介組織的研究中，由於媒介的組成以專業考量、組織文化為核

心，再加上現代社會並不重視族群部族身份，根本不可能有所著墨。於此，客家

電視台工作人員的認同關切，以及專業工作執行過程中所考量的族群意涵，便成

                                                 
1 本文提案時，協同主持人為客家電視台新聞部編輯組組長、資深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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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卻又缺乏學術人力投入的領域。 

本研究由此出發，應用訪談方法，為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設置一個發言平

台，紀錄專業工作者在關切族群文化議題時，在專業工作、日常認同以及社會關

係中的平衡狀態。本研究考慮電視台工作的專業性乃是現代社會專業分工的必然

基礎，因此對族群文化的討論，將跨出過去談論族群時，以族群特徵、起源、民

俗風情等為主要範疇，走向現代社會實際場景中的工作，去討論族群媒體工作者

對其工作的解讀。 

客家電視台自 2003 年成立至今，經歷多次組織轉型；現在的客家電視台工

作人員「選擇」客家電視台作為工作場所，已與 2003 年倉促成軍的客家電視標

案有所不同。四年來，客家電視台不僅取得特有頻道，獲得定頻 17 台，同時也

從大量委製外製節目，漸漸朝向內製轉型；再加上金曲獎、金鐘獎等獎項的肯定，

使得彼時僅僅被定位為「族群電視台」的，現在已經有專業媒體的雛形。於是，

客家電視台現有工作人員的生涯選擇，便能夠回應客家電視台在所有專業媒體中

的地位問題。 

另一方面，從族群電視台轉向專業媒介的過程中，專業並非用來取代族群特

殊性，相反地，卻是希望以專業來凸顯族群特色，甚至走出文化邊界。如此一來，

對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的生涯選擇、工作內容的理解，便成為將客家電視台理解

為一個積極跨越文化界線的大眾媒體的關鍵。本研究便是在這個向度上，希望藉

由訪談與口述歷史的回顧，為公共廣電集團架構下的客家電視台，提出不同於傳

統族群情節、懷舊奉獻的定位。 

二、理論架構 

族群本是用作團體認同以及人群分類想像的指標。可是，當這種「劃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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邏輯從區別「我群／他人」，激化為對他族群的消滅、壓迫，就由積極建構內團

體，轉向對外團體的暴力力量展現。從這樣的角度來理解今日的客家電視台，不

但無法關照媒體作為一種溝通工具的積極目標，同時，對於因語言消失而日趨弱

勢的客家族群來說，也不見得是好事。因此，本研究案希望以不同的文化理解作

為理論架構，扭轉族群作為一種「界線」所帶來的限制，轉化出具有跨文化能量

的客家媒體理解架構。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塞謬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 1996 年出版的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常被拿來解釋 2001 年 9 月 11 日紐約雙子星大樓遭到攻擊的事

件。這是一種「文明衝突」的論點。然而，杭廷頓「文明衝突論」的說法，立刻

遭遇一個難解的習題：既然文明衝突無法免，是否就意味著接下來美國定然要以

雷同的毀滅手段，報復伊斯蘭，以展現其文明的「更為強大」？法國國立科學研

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馬可‧克黑朋(Marc Crépon)出版《製造敵人的文化》

(L’imposture du choc des civilizations)一書駁斥杭廷頓的說法。 

克黑朋所舉的例子是 2004 年 12 月發生在南亞（包括印尼、斯里蘭卡、泰國

和印度等國）的海嘯事件。這個事件在 2004 年年底，同樣佔據了全球所有媒體

的注意力。與 911 之後死亡數字牽動著全球閱聽人的心一樣，南亞海嘯同樣以「死

亡的形象」串連全人類。但不同的是，南亞海嘯過後，全世界不同文明、不同宗

教、各類不同歸屬劃分出來的團體，卻聚集在一起以捐款的方式共同救濟著遙遠

南亞實際上與我不相干、不認識的人們。克黑朋說，這不是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文

明，透過「區隔人我」的族群理解方式所能動員的同情共感。 

於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儘管曾有對立敵意，可是面對「大自然」這個不屬於

任何一個文明的「敵人」，卻明確引領出文明之間另一種相處的模式。而這種模

式，就算我們不清楚它是什麼，但絕不會是杭廷頓所說的衝突、殘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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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客家電視台經常因為客語播出，造成其他族群缺乏使用該媒介的可

能性。同時，客家電視成立初期，以強調客家語言文化為主軸，也雷同於將其他

族群視為敵人的文化認知模式。然而，在客家電視台個別媒體工作者的職業生涯

選擇中，正好在這個時間點上選擇了客家電視台。專業工作者帶入的現代專業文

化，不可能在「將他族群視為敵人」的文化認知中得到發揮，因為媒體工作本身

就是面向大眾的傳輸工作。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訪談「具有客家身份」且「媒體工作資歷超過五年」的客家電視台工

作人員，藉由討論族群身份、評估在客家電視台的工作、對客家電視台的期望，

以及跨族群服務的想像，指出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在族群與專業之間的身份融

合。 

本研究一共訪談六位客家電視台內的專業工作者。所有訪談均在 97 年 4 月

至 6 月間完成。 

四、研究結果 

結果發現，客家電視台工作者不論對於自身族群身份的想像、或者對於同儕

的族群意識想像，都採取了廣義、多樣而且相對具有寬容性的內涵。同時，族群

身份乃是作為媒體專業工作者，在面對大環境混亂時，個人職業生涯選擇的關鍵

拉力。進入客家電視台，一方面代表了對原鄉呼喚以及上一代族群想像的回應，

另一方面也代表了進入公共廣電機構所具有的獨立、專業的高度。 

此外，從時間的角度來看，2008 年可以理解為客家電視台經歷的草創五年

的混亂與失序，進入第二個五年專業主導，乃至於方向確立的階段。也可以理解

為族群內部服務，漸漸朝向跨族群融合的銜接點。從本研究的訪談結果來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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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視台的資深媒體工作者，不論在自我身份認定、他人身份認定（不論是客家

台內同仁或一般群眾）、頻道定位，或者是專業操作，在在都體現了族群與專業

兩方同時並重的考量。而其中，呼應台灣社會對於黨政軍退出三台（無線台）的

集體訴求，客家台從中也吸取了「公共媒體」的內涵。 

作用在客家電視台專業工作者身上，此一公共性也給出一種對於專業發揮的

想像。例如，以客家為核心的製作，不論是新聞、戲劇，或其他節目類型，應該

可以擺脫商業力、政治力的介入。然而，也由於組織架構的混亂與不清，使得客

家台縱然已經加入了公共廣電集團，卻仍受包括標案得標者（東森）、族群事務

指導單位（客委會），以及人員雇用單位（公視基金會）的「指導」，顯得自主不

足。這種自主不足的狀況可能不是政治的，不是一種依附於政黨的限制，反倒是

各個單位因為組織架構，因而必須各自符合的績效、公文，以及文書報告。對於

專業在媒體、在製作、在新聞判斷的客家電視台資深媒體工作者來說，就有可能

成為一種非常另類的，不具意識型態，但卻足以拖垮工作能量的限制。 

然而，客家電視台本身對此卻是無能為力的。 

然而，接受本研究訪談的資深工作者，顯然也沒有因此就放棄了專業操作，

以及任何一個努力的機會。在談及對客家台的想像、期待、以及客家電視台是否

實現了當初選擇族群媒體作為專業生涯之一環的目標時，幾乎每位受訪者都能以

個別的工作經驗，指出在客家電視台工作的美好經驗。不論這些經驗是回到對上

一代期許的實踐，或者是個別就工作環節來談理想實現的程度，還是媒體經驗在

客家台的發揮與傳授，本研究受訪者，似乎已經能夠為自我的生涯選擇，定位出

一個道理來。 

另一方面，在朝向下一個五年時，作為傳播媒體的客家電視台，在代表現代

社會民主價值的「公共近用」方面，似乎已經匯聚了一定的共識。也就是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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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內部專業製作的紀錄片，或者是對外徵求客家相關影像，客家電視台在蒐集

文化影像、族群資料方面，似乎已經做好了成為影音平台、族群事務資料庫的準

備。這個準備，先要有對「客家價值」的族群想像，使得包括新聞、戲劇、紀錄

片在內的各類資料，都能圍繞著核心價值漸次發展出各種文類、主題，與內容；

然後要有「工程很慢，沒關係，十年以後，你可以看到，那個能量都會出來」（受

訪者 A）的耐心、毅力，乃至於忍受績效不彰的堅持。 

這樣說來，在討論客家電視台作為一種媒體的工作上，除了傳統族群理論對

於畫出族群界線的固有思考典範外，還需要加入與時俱變的當代元素。這些元素

可能是公共媒體、可能是資料庫、可能是大編輯台，當然也有可能是再下一個五

年、下一個十年出現的其他媒體概念。這麼一來，客家電視台因此取得了一種應

該，也能夠在不同時間點上，透過理解社會脈動、族群內外部需求，來改造轉換

的空間。 

希望這樣的空間，可以引領客家電視台在許多的「下一個五年」，成為更具

吸引力，甚至領導族群傳播的關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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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本研究計畫題目為「跨越族群與文化的邊界：客家電視台工作者族群身份與

專業生涯的融合」。 

本研究案透過訪談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對其工作選擇、專業工作生涯規劃，以

及對其自身族群身份的理解，為跨越文化界線的媒介工作者留下處於族群文化與

媒體專業之間的紀錄，並反思其中的深意。透過本研究案，我們可以瞭解在族群

電視台工作的成員，如何看待現代社會專業分工，以及族群身份所代表的傳統意

涵，並且從中得到專業與傳統之間的交融意義。 

2003 年 7 月 1 日，客家電視台正式成立。歷經草創與經營團隊外包的 2003

到 2006 年，終於在 2007 年回歸公共廣電集團架構，正式成為不受商業或政治利

益主導的公共電視台。 

對於客家電視台，不但客家族群寄予族群語言文化復興的厚望，期許客家電

視台能為族群多樣化、族群交流提供平台（包喬晉，2005.04.30），對於當時的主

政者來說，客家電視台的成立確實也為中央層級的選舉提供了籠絡客家族群選票

的功能。（林新輝，2003.06.27；許俊傑、黃典瑞，2004.12.07）客家電視台所擔

負的「功能」顯然是受到最多討論的。（陳文和，2004；賴士安，2003；范佐雙，

2003；彭欽清，2003） 

作為一個族群電視台，客家電視台與原住民電視台常被相提並論。（李順德，

2004.10.22；李順德，2005.05.49；陳志平，2006.12.23）社會學者蕭新煌（2005）

認為族群傳播有五個目的： 

 



一、傳播宣揚、強化族群文化不同、提升族群榮譽感。 

二、傳遞每一個族群文化，把各個多樣文化內涵傳遞給其他族群，減少無知

與誤解。 

三、溝通各族群差異文化內涵；將「差異」建立為主流的價值。 

四、族群爭取權益的過程中，族群傳播應該具有「倡議」的功能，倡議少數

族群應享有的平等與公平待遇。 

五、在沒有壓迫、沒有扭曲、歧視之下，建立族群多元但國家認同一體的新

共識。（蕭新煌，2005:6） 

 

這樣看來，客家電視台自始便被設定為「族群服務」、「文化傳遞」。 

然而，經營一個電視台，除了目標明確之外，包括新聞、節目、行銷等工作，

仍需要專業工作者的投入。特別是，在公共廣播集團架構之下，客家電視台不能

如同商業電視台般營利，再加上族群電視台對工作人員認同想像的要求--即使不

是客家人身份，至少也應瞭解客家電視台服務客家族群的目標--這使得客家電視

台的工作人員，自始便同時兼具了專業以及族群兩個身份。本研究在此發現了一

個過去對族群傳播討論鮮少注意的問題：也就是工作人員在專業與族群兩種身份

間的平衡。 

在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96 年度獎助研究案1的執行過程中，本提案主持人發現

                                                 
1 本研究提案主持人曾於 96 年度獲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提案名稱：「客家

文學戲劇產製之研究：以『寒夜』以及『魯冰花』兩部連續劇為例」。執行期間：96 年 4 月 1 日

至 96 年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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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台自台長、副台長到新聞、節目、行銷等三部門的經理，再到下一層級

的組長，都是媒體經驗豐富的專業媒體工作者。核心管理階層在回應有關節目製

作的問題時，提出了專業且能實際解決困難的工作方案；於此同時，客家電視台

本身所強調的族群身份，又在這些方案中，以各種模式展現出專業工作者的族群

關切。在一般討論媒介組織的研究中，由於媒介的組成以專業考量、組織文化為

核心，再加上現代社會並不重視族群部族身份，根本不可能有所著墨。於此，客

家電視台工作人員的認同關切，以及專業工作執行過程中所考量的族群意涵，便

成為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卻又缺乏學術人力投入的領域。 

本研究由此出發，希望應用訪談方法，為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設置一個發言

平台，紀錄專業工作者在關切族群文化議題時，在專業工作、日常認同以及社會

關係中的平衡狀態。本研究考慮電視台工作的專業性乃是現代社會專業分工的必

然基礎，因此對族群文化的討論，將跨出過去談論族群時，以族群特徵、起源、

民俗風情等為主要範疇，走向現代社會實際場景中的工作，去討論族群媒體工作

者對其工作的解讀。因此，本研究將自我定位於跨越傳統上說明族群與文化時所

使用的界線，進入實際場景中的探索。 

這樣的探索將具有兩個重要的意義；一在文化邊界上，另一則在媒體工作專

業選擇上。 

 

第一節  文化邊界 

 

傳統上，社會學討論「族群」，必定由界定族群的起源、共同先祖、族群成

員表現出的風俗習僻講起，然後談到族群在現代社會中面臨的經濟、政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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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分配問題，以及後續的族群運動與政治動員。（王甫昌，2003：9-12；47-51）

這個談法固然為得以劃分出我族與他族的界線，強化了認同的可能性，但同時，

也等於將族群的文化內涵作了範疇上的限制。以客家族群的文化邊界來看，自

1990 年代的美濃反水庫運動、還我母語運動開始，便標定了以「客語」為核心

的文化邊界。語言上的阻礙，使得其他族群無法與客家人溝通，造成了族群成員

的內縮。 

2007 年，第三次獲得金曲獎的歌手林生祥，以「種樹」專輯包辦了金曲獎

最佳客語歌手和最佳客語專輯兩項獎，但他卻公開拒領這兩項獎。（梁岱琦 a，

2007.06.17）林生祥兩度得獎，兩度上台，卻也兩度拒領。他要指出的是過度窄

化的族群語言操作，以及客家音樂在這種操作中預先受到的限制。 

雖然其他客語、原民語的歌手對此觀點各異（梁岱琦 b，2007.06.17），可是，

從積極掙脫方言限制政策的 1980 年代中後期，一路走到今天，台灣的少數族群

對自身語言的觀點，顯然已經不同於從前。林生祥的態度最為明確：以「語言」

標定的金曲獎獎項分類模式，確立了每一種語言與其他語言不交流、不溝通、不

競爭的自我劃界認知模式。 

從文化邊界的角度來看，1988 年的還我母語運動，是要在公領域爭取客家

語作為母語不應遭到歧視的地位，這是族群認同過程中必然的第一步。（王甫昌，

2003：136-137）然而，時間推一到 2007 年，當諸如台北捷運等大眾交通系統中

已確定了播放客語是一種正常模式時，客家語與主流文化／語言的關係，已經改

變。林生祥此時此舉，便是從區別認同／認同政治，走向跨越文化邊界的族群交

往模式。 

同樣地，在客家電視台工作的媒體工作者，且不論專業選擇的歷程或族群身

份，作為「傳播工作者」本質上就有傳遞訊息、向大眾發聲的工作目標。這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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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縱使有族群電視台特殊任務在身，仍無法消除大眾媒體本身所具有的放送性

質。於是，對族群媒體工作者來說，文化邊界「就是」要跨越的對象。 

如果我們交替地看待台灣社會的族群發展歷程，以及大眾媒體的本質，便可

以看出，任職客家電視台的媒體工作者，正好交會了客家族群從內部凝聚的族群

認同，從而轉向跨出文化邊界的關鍵意義。由此，便可以清楚指出，本研究的意

義便在於說明這個處於社會政治化、族群發展轉型、以及大眾傳播傳遞文化內涵

的複雜工作。 

 

第二節 媒體工作者的生涯選擇 

 

2003 年，客家電視台正式成立。成立之初，客家電視台委託台灣電視公司

辦理電視台業務，不但客家電視台暫時座落於台視八樓，根據 2004 年擔任（台

視）客家電視台執行長林仲亮的說法，當時的客家電視台「是一個標案」。（陳月

針，2004：129）由於客家電視台從簽約到開播，只有短短不到五十天，因此若

非台視四十多年的電視經驗，根本不可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開播一個電視台。 

不僅如此，客家電視台開播時，超過一百位約聘僱人員投入客家電視開播工

作。林仲亮在接受訪談時說： 

 

……他們並沒有拿到很好的酬勞，所以只有一個信念才有辦法作下去，

就是你不是為那一份錢來的，你才有辦法作下去…他們跟我的想法一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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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了把客家沒有或已經遺忘或長期被忽略很久的東西找回來，所以這已經

不是一個工作了，一個任務跟使命，必須是為了這個任務跟使命來作，不然

早就掛了…… 

……如果我只是作客家電視，為了賺錢為了把節目做好，大可以花錢請

在節目製作、在新聞功力很好的非客語人來做，絕對可以快速做好，但是沒

有辦法達到客家電視台等值的目的，節目做出來也不會讓你感覺是客家的新

聞。…… 

（林仲亮訪談紀錄，陳月針，2004：130） 

 

根據這個訪談紀錄，在客家電視台工作的媒體從業人員，在生涯選擇中，似

乎將「族群身份」與「文化」放在工作選擇的第一要件；更甚者，正是將族群文

化放在第一位，才能做到「新聞有客家的感覺」。在此，本研究希望瞭解客家電

視台工作人員的職業生涯選擇，瞭解「客家電視台」在職業生涯中的位置，並從

中知悉客家電視台族群與媒介專業的融合中，如何被其自身的工作者所看待。 

從個別媒體從業人員的職業生涯選擇中，可以看出媒體工作人員與其他行業

的不同。陳銘軒（2005）的研究指出，新聞記者是一種人格化的勞動，在職場轉

換的過程中，可以同時累積記者個人的聲望，以及因聲望而取得的實質（經濟）

利益。（陳銘軒，2005：8）但我們若從林仲亮的訪談結論，卻得出有別於聲望、

經濟利益的生涯選擇模式。 

客家電視台自 2003 年成立至今，經歷多次組織轉型，管理單位、工作團隊

也因規範該台的法令，以及不同主事者入主而多次重組。在這個過程中，現在的

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選擇」客家電視台作為工作場所，已與 2003 年倉促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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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電視標案有所不同。四年來，客家電視台不僅取得特有頻道，獲得定頻

17 台，同時也從大量委製外製節目，漸漸朝向內製轉型；再加上金曲獎、金鐘

獎等獎項的肯定2，使得彼時僅僅被定位為「族群電視台」的，現在已經有專業

媒體的雛形。於是，客家電視台現有工作人員的生涯選擇，便能夠回應客家電視

台在所有專業媒體中的地位問題。 

另一方面，從族群電視台轉向專業媒介的過程中，專業並非用來取代族群特

殊性，相反地，卻是希望以專業來凸顯族群特色，甚至走出文化邊界。 

以客家電視台製播的幾齣文學戲劇作品來看，正是因為客家電視台強調族群

特色，李喬的「寒夜」（及其續集）、鍾肇政的「魯冰花」才有改編為連續劇，並

投入鉅資製作為連續劇的機會。透過新聞報導、字幕翻譯，文學作品達到了雅俗

共賞，且能跨越客語界線的大眾傳播內容。在描繪傳統生活之外，內容更具有現

代感的文藝劇情片「美味滿樓」、搭上王建民棒球熱的「大將徐傍興」（羅瑞勳，

2007.09.17）、改編自吳錦發自傳式小說的「菸田少年」等，明顯同時考量了客家

性質（客語演出、客家人事蹟），以及符合流行文化以創造收視率（搭上王建民

熱潮、起用偶像劇演員張善為）兩大元素。由此看來，今日的媒體工作者選擇客

家電視台、今日客家電視台的製播考量，已不再純然是種族群意識主導下的工時

付出與懷鄉情節；更明顯地，正如林生祥拒領金曲獎的理由：客家不應該受限於

客家族群，音樂的歸音樂考量，戲劇的歸戲劇考量。這是專業的表現。這一點，

今天已經確實在客家電視台節目製播的過程中看得出來。 

如此一來，對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的生涯選擇、工作內容的理解，便成為將

客家電視台理解為一個積極跨越文化界線的大眾媒體的關鍵。本研究便是在這個

向度上，希望藉由訪談與口述歷史的回顧，為公共廣電集團架構下的客家電視

                                                 
2 特別是，從早期多以技術獎項入圍金鐘獎，到 2008 年開始有表演類獎項得主（以「大將徐傍

興」獲得最佳女配角獎的王琄），顯示客家電視台已經從族群電視台轉向與一般電視頻道更為接

近的綜合性頻道。 

 9



台，提出不同於傳統族群情節、懷舊奉獻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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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理論探討：共生的族群文化傳播觀點 

 

 

在討論族群與文化時，傳統上選擇以畫出族群邊界，做為內部成員分享認同

的關鍵。在社會學的觀點之下，族群本就是用作為團體認同以及人群分類想像的

指標。（王甫昌，2003：6-7）可是，當這種「劃分」的邏輯從區別「我群／他人」，

激化為對他族群的消滅、壓迫，就由積極建構內團體，轉向對外團體的暴力力量

展現，從而可能極端地引起諸如種族清洗、消滅等事件。從這樣的角度來理解今

日的客家電視台，不但無法關照媒體作為一種溝通工具的積極目標，同時，對於

因語言消失而日趨弱勢的客家族群來說，也不見得是好事。因此，本研究案希望

以不同的文化理解作為理論架構，扭轉族群作為一種「界線」所帶來的限制，轉

化出具有跨文化能量的客家媒體理解架構。本節討論本提案的文獻，因而特別側

重群體溝通的不同知識範型。 

而這，要從「文化」一詞的文明意涵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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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5 月，法國國立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馬可‧克黑朋(Marc 

Crépon)出版《製造敵人的文化》(L’imposture du choc des civilizations)一書；這本

小書標示的「文化」內涵，是本研究案為理解客家電視台採取的理論視野。 

 

第一節  杭廷頓：文明的獨自性、文明的衝突 

 

2001 年 9 月 11 日，位在紐約的世貿雙子星大樓遭恐怖份子攻擊；自早晨九

時之後，透過國際媒體的放送，伊斯蘭文明與美國的衝突，以高塔崩解的形象一

再地在全球所有媒體上重複播放。911 之後，美國、歐陸以及東亞各國研究國際

局勢的學者紛紛著述，討論這個慘絕人寰的事件何以會在文明昌盛的二十一世紀

頭一年發生。即時而傳輸大量訊息的傳播工具，何以沒有擔負起溝通的功能，卻

使得伊斯蘭文明選擇以如此殘暴的方式對待美式文明？在眾多討論中，為了解釋

不同文明之間的相處，各地學者紛紛挖掘討論群體、族群、宗教、文明的文獻試

圖解析 911 攻擊事件的本質。 

其中，最常為人所引用的，就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塞謬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 1996 年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 

在杭廷頓的書中，解釋人類文明發展的基本模式，便是認為人類的世界不存

在一種普遍的文明。這意思是說，每個人隸屬一個因種族、宗教而形成的文明體

系，而且體系之間不可能匯聚成一個所有人都包含在其中的最終境界。正因為如

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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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最廣泛的「我們」，與所有的「他們」相對立。 

(Huntington, 1996[1997]:37；轉引自 Crépon, 2002[2005]:28) 

 

這個主張將人類各種集團之間溝通往來的可能性完全消除，甚且進一步製造

了衝突對立的必然性。再加上杭廷頓將所有文明的差異視為一種自然化、本質化

的不同，因此也就不存在任何一種能夠裁決、調停衝突的機制。這麼一來，當文

明之間的衝突概念以具體行動表現出來，就會造成文明之間大規模的、毀滅性的

相互攻擊。911 之後絕大多數學者採取杭廷頓的理論，便認為 911 事件就是伊斯

蘭文明不接受聯合國、國際法庭等國際組織的協調，逕自向美國文明發動毀滅性

攻擊的具體實例。 

 

第二節 克黑朋：「翻譯」取代製造敵人的文化 

 

杭廷頓的理論在 2001 年 9 月 11 日後，又成為解釋國際紛爭的最搶手理論。

許多理論家翻出杭廷頓已經出版七年的書，大放厥詞解析著攻擊行動背後代表的

「文明的衝突」。雖然在理論上的解釋沒有實際上毀滅的效應，甚至還彷彿恰如

其份地說明的伊斯蘭與美國之間的衝突，可是，採取杭廷頓「文明衝突論」的說

法，立刻遭遇一個難解的習題：既然文明衝突無法免，是否就意味著接下來美國

定然要以雷同的毀滅手段，報復伊斯蘭，以展現其文明的「更為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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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來一往，杭廷頓的理論是否便能成為下一次世界大戰的預言呢？克黑

朋認為這是杭廷頓理論最不負責的地方。 

克黑朋為駁斥杭廷頓「文明衝突論」，特地以《製造敵人的文化》一書處理

幾個文明衝突論，以及後續引用杭廷頓理論的學者沒有注意到的全球／全人類事

件，來說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 

克黑朋所舉的例子是 2004 年 12 月發生在南亞（包括印尼、斯里蘭卡、泰國

和印度等國）的海嘯事件。這個事件在 2004 年年底，同樣佔據了全球所有媒體

的注意力，全天候不斷放送。由於罹難人數從第一天的幾千人，到一週後變成十

五萬人，全世界的報紙與人際對話，每天傳送著死亡的數字。與 911 之後死亡數

字牽動著全球閱聽人的心一樣，南亞海嘯同樣以「死亡的形象」串連全人類。但

不同的是，南亞海嘯過後，全世界不同文明、不同宗教、各類不同歸屬劃分出來

的團體，卻聚集在一起以捐款的方式共同救濟著遙遠南亞實際上與我不相干、不

認識的人們。克黑朋說，這不是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文明，透過「區隔人我」的族

群理解方式所能動員的同情共感。 

於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儘管曾有對立敵意，可是面對「大自然」這個不屬於

任何一個文明的「敵人」，卻明確引領出文明之間另一種相處的模式。而這種模

式，就算我們不清楚它是什麼，但絕不會是杭廷頓所說的衝突、殘殺。 

在駁斥杭廷頓之後，克黑朋進一步延伸到文化與翻譯的議題上。克黑朋借用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文化翻譯概念指出，雖然文化的內涵難以完整地被翻

譯為另一種語言，但文化之間的接觸，就足以創造翻譯的情境。一旦文化遇到了

必須翻譯的情境，就不免會產生因為交會接觸而出現的交往，這可以稱為「文化

際性」(l’interculturalité，可英譯為 inter-culture-ness)。文化際性代表了每一個文

化不免都帶有其他文化翻譯過來的內涵，這個過程，造就了文化的擴散。倘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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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批判地說明文化擴散的活動，便可以發現，文化擴散的事實首先將使得「文化

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可以譯為「文化同一性」)的概念被解構掉。以前透過

起源、單一性、完整性乃至於純粹性等想像所畫出來的群體界線，現在都將被文

化擴散擦去。過去在談論族群時，試圖發展族群單一性的行動，必須考慮接觸，

以及隨之而來的翻譯與擴散。這麼一來，族群問題的目的就轉到「文化形成的未

完成歷史」；而且其目標就在闡明：翻譯本身就是所有文化的根本起源。（Crépon, 

2002[2005]:79） 

如此，文明之間不需要以衝突作為最終的結局。相反地，翻譯的努力將成為

「文化間」(inter-cultural)的重要活動。而「文化間」的跨界活動，則將是族群或

團體之間，最重要的交往形式。 

這裡雖是借用班雅明的「翻譯」概念來說文化間活動，但其實，「翻譯」就

是一種溝通與交往。在克黑朋對杭廷頓的駁斥與反省中，本研究案找到了為客家

電視台工作者定位的基礎。 

客家電視台的成立雖在服務客家族群／客語使用者，但卻經常因為客語播

出，造成其他族群缺乏使用該媒介的可能性。同時，客家電視成立初期，以強調

客家語言文化為主軸，也雷同於將其他族群視為敵人的文化認知模式。不但客家

台頻道使用的正當性常受挑戰，台內製作的各類節目，也常以族群內部所需為考

量。然而，現在客家電視台所有工作人員都具有媒體專業，在個別媒體工作者的

職業生涯選擇中，正好在這個時間點上選擇了客家電視台。專業工作者帶入的現

代專業文化，不可能在「將他族群視為敵人」的文化認知中得到發揮，因為媒體

工作本身就是面向大眾的傳輸工作。 

有鑑於這個矛盾，本研究案認為有必討論客家電視台工作者的專業選擇，並

且提供一個不同於衝突論的文明視野，以打開族群電視台在想像「文化」時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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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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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與執行 

 

 

第一節  訪談方法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為訪談方法。訪談方法屬於質性研究方法，主要的目標

是希望事件當事者說明該事件，以取得當事者對該事件的主觀詮釋。在訪談獲得

資料中，通常能夠獲得當事者對於該事件發生的原因、背景、過程以及後續結論

等說明。由於研究者不一定參與該事件，因此當事者的說明，便成為詮釋該事件

的重要資料。這種直化方法首重受訪者的說明，至於研究者，必須退到僅僅是觀

察的角色上，不能因為研究者的過度介入造成意義的漏失。（胡幼慧，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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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對象篩選 

 

客家電視台工作者眾，本研究主要目標雖然是為了說明專業生涯與族群身份

在工作選擇歷程中的地位，以及客家電視台在媒體從業人員眼中的位置，但執行

上不可能將客家台工作者都列為訪談對象。 

此外，考慮媒體專業生涯的選擇有階段差異（剛進入媒介的工作者通常沒有

太多媒介選擇），且高階管理階層的生涯選擇通常更能體現工作者的媒介理念，

因此，本研究鎖定客家電視台組織中，中高階管理階層以及資深媒體工作者為受

訪對象。 

為了凸顯專業，本研究設定訪談對象均為在媒體工作五年以上的工作者。透

過此一限定，本研究可以排除新進入職場，未能選擇工作的媒體工作者。也就是

說，本研究以客家電視台單位主管為訪談目標，主管資歷多於五年者為優先訪談

對象。此外，本研究主要要說明專業與族群身份的融合，因此具有客家族群身份

的專業工作者，也將列入優先訪談名單。 

本研究提案時原預計訪談十位各級主管；然而進入場域後發現，客家電視台

組織結構扁平，再加上有些職位雖有編制，但正懸缺；若依照計畫執行期間各職

位任職者作為約訪對象，可能造成訪談人數過少，致使研究效度降低。因此，在

進行第一階段訪談之後，接受已受訪者（如：高階主管）建議，除主管外，另外

也以資深製作人、資深編輯等工作同仁為約訪對象。 

客家電視台正式組織架構包括台長、副台長（另設行政室），以及新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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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行銷企畫三個部門3。其中新聞部又分為採訪、編輯兩個組，以及節目群；

另外，鑑於某些職位懸缺之故，以及考量「資深製作人」是客家電視台編制內的

正式職銜，因此援用為約訪標準。經過以上篩選後，本研究訪談客家電視台主管

包括各部門共六位資深專業人員。 

 

第三節 訪談問題 

 

在訪談問題方面，提案時擬定的訪談大綱如下： 

 

1. 請簡述您的學歷，以及工作經歷（特別是媒體的部分）。 

2. 請說明您到客家電視台工作的機緣。 

3. 您目前在客家電視台的工作執掌。 

4. 談談在您的工作執掌上，您想要達成的自我期許。客家電視台能否提供

您自我實踐的環境？請說明一下您認為客家台工作環境的優缺點。 

5. 您的媒體工作生涯規劃如何？客家電視台在您生涯規劃的那一個階段？

為何將客家電視台作為生涯規劃的一站？作為一個媒體專業工作人員，

您對客家電視台的期待是什麼？ 

                                                 
3本研究僅就「客家電視台內部」部分討論，因此訪談對象範圍上行至台長（略去公視基金會、

董事會、總經理／執行長等）。參見「客家電視台組織架構圖」，

http://www.pts.org.tw/hakka/about_2.htm，查詢時間：97 年 11 月 1 日上午十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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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認為客家電視台面對其他族群觀眾，可以作些什麼？ 

7.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問題皆能全部向訪談對象提問。 

 

第四節 研究執行 

 

本計畫全案執行期間為 97 年 4 月 1 日至 97 年 12 月 20 日；訪談執行期間分

為前後兩區段，分別為 97 年 4 月下旬，以及 97 年 6 月上旬。第一階段訪談四位，

第二階段訪談兩位。訪談時間以受訪者便利為優先考量。 

訪談前，由本計畫協同主持人負責聯繫訪談對象，並說明研究綱要以及研究

問題。然後約定訪談時間後，由本計畫主持人執行研究訪談。所有訪談皆設定一

小時為訪談時間，再依據具體訪談狀況調整時間長短。執行後顯示，除編號 A

受訪者外，本研究所設定研究問題均在一小時左右完成。（參見附錄一「訪談記

錄」） 

訪談結束後，過錄員遴選由主持人執行。由於本研究所訪談對象均為客家

人，一半以上受訪者曾在訪談過程中使用客語，因此過錄員必須理解客語，並且

能夠以文字正確表達受訪者話語。因此，選定國立聯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修習客語成績較佳的同學擔任過錄員；其餘未使用客語的訪談，則由世新大學新

聞系同學擔任過錄員。過錄規定由計畫主持人擬定過錄須知。所有訪談過錄稿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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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逐字稿，過錄員過錄完畢後，由計畫主持人逐字比對校稿始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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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理解客家電視台：族群與專業融合的觀點 

 

 

在客家電視台中，具有專業媒體工作經驗，同時又有客家族群身份的資深工

作者，顯示了一種在族群與專業身分之間的融合角色。本研究的訪談結果顯示，

客家電視台的工作者，不但直接明確指認(identify)自己的族群身份，同時，專業

操作也是凸顯族群身份的重要工具。 

以本研究所訪談的六個個案來看，理解族群傳播，正如克黑朋所言，不能再

僅僅從區隔人我、強調矛盾衝突的角度來看待。相反地，在個別工作者身上顯現

的專業與族群的融合，以及透過個別工作者體認到的族群傳播模式，在現代社會

的分工架構中，同樣也是以跨越族群界線的融合觀點為主流。 

當然，由於本研究訪談對象的工作範疇包含新聞、節目以及行銷企畫等三個

工作領域，而電視台作為專精分工的場所，每一位工作者透過專業考量、面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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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挑戰，呈現出差別的族群文化認知內容，是可以理解的。不過，即便如此，本

研究受訪者，作為任職於客家電視台的資深媒體工作者，就其工作執掌、工作內

容、工作期待以及對已完成工作之評估，再到因為在客家電視台工作而表現發展

出來的族群定義、族群頻道定位說明等，展現出更貼近融合態度的族群傳播觀點。 

底下，藉由說明「客家身份的確定」、「現代專業分工下的畫族群與跨族群」

以及「下一個五年：溝通平台式的公共族群頻道」等三部分，來說明本研究的訪

談研究成果。 

 

第一節  客家身份的確定 

 

在本研究設定研究問題時，並未針對受訪者的身份提出疑問；只是在篩選受

訪人時，將受訪者人選限定在「客家籍」。這個設定在實際操作時，由任職於客

家電視台內的協同主持人作初步篩選。這樣的步驟設計，主要是希望透過同儕對

特定人員的「客籍印象」作為先導，來引導本研究選定受訪者的程序。 

由於並非所有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都是客家籍，本研究對於「誰是客家人」

也採取開放的態度，並不是由理論所定義。因此，在方法設計上，以在台內工作，

對台內工作者有一定程度瞭解的協同主持人，以過去的一般性印象，作為選擇受

訪對象的第一步；這樣一來，「過去是否曾經表明為客家人」就成為本研究選擇

受訪者的依據。而「一位電視台員工表明為客家人」這件事，對本研究來說，乃

是能夠成功抓取「同時兼具專業與族群身份」的重要關鍵。因為不論族群理論如

何定義族群身份，最重要的，其實還是個人自己對自我認同的說明。當客家電視

台工作者自我認同為客家人時，不論其內涵如何（事實上，此內涵正是本研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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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討論的主題之一），都可以理所當然地是該工作者為客家人。而且，正是在個

別工作者自我闡述族群身份時，才能在這個場域中瞭解族群身份的定義。這對本

研究來說，是重要的待解問題。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在訪問過程中，首先請受訪者說明學歷與過去的媒體經

歷，然後穿插詢問「您是否為客家人」。結果發現，雖然在受訪者之中，有人自

承「（只有）母親是客家人，父親不是」，或者「客語講得不好」，但面對「是否

是客家人」的問題時，本研究訪談的六個個案，都直接而明確地回答肯定的答案。 

然而，在面對專業工作場域時，「族群身份」如何在工作場域中現身，兩者

之間，是一種拉扯，還是互補關係？這是本節意欲回答的問題。 

 

一、非後殖民式的族群身份 

 

在過去，客家人身份的定義，除了血緣上的定義外，常有認為「說客語」是

重要的指標。然而，就本研究所訪談的六位受訪者來說，不論受訪者自己認為是

否能夠說流利的客語，都不會影響受訪者將自己認同為「客家人」的身份。這也

就是說，客家身份的定義，在現代社會的實際場景中，主要以血緣為主；而且不

論是否父母雙方均為客家人，或血緣上有多少比例是客家人，受訪者都可以將自

己的族群身份定位在「是客家人」這個位置上 。 

 

……我們過去對客家其實都沒有參與太多。我更特別，我從來沒有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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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待過一天（問：喔，真的嗎？）對，我是土生土長的台北人，……我

們的成長背景，家裡也不會刻意強調，是客家或不是客家，我從來沒有否認

說是客家人，……可是，我從來人家跟我講說你是客家人，我也不會否認，

我會跟別人講我是客家人…然後，那加上就是說，客語不是我的道地語

言……所以我也沒有在求學歷程裡去感受客家被打壓這件事…… 

（受訪者 A） 

 

對，其實他們不知道，只是問我，講說現在，ㄟ、現在客家電視台要找

人，對，然後他，就會有人多問一句說，那你是不是客家人，ㄟ，我說ㄟ～

是耶，喔，好那你來試試看，就這樣，是非常隱性的啦，其實是非常隱性的…… 

……（問：你客語講的很爛對不對？）客語講的，很爛[笑]……（問：

你是因為、你是爸爸媽媽都客家人？）沒有，我母親是客家人…… 

（受訪者 C） 

 

（問：……跟你提到客家台，是因為他知道你是客家人嗎？）對啊對啊！

我媽媽，嗯。 

（受訪者 D） 

 

這裡表現出的客家人身份的確定，與當代後殖民理論中，有關黑人身份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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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紛雜與混亂，表現出非常不同的族群劃界模式。在有關黑人身份定義的討論

中，所謂「純正黑人」（即，父母雙方均為黑人），在面對「二分之一」（即，父

母中只有一方是黑人），甚且是「四分之一」、乃至於「八分之一」……等等，都

佔據了「更純正」的族裔身分。(Davis, 2001)例如，在 2008 年 11 月初甫結束的

美國第 44 屆總統大選選後，對於當選人 Barack Obama 及其家庭成員的描述，很

明顯看出在黑人族群理論中，血統純正性的重要位置。一方面，美國與全球媒體

關注於 Obama 的膚色：黑色，大肆讚揚美國夢實現在黑皮膚的總統當選人身上，

以及 Oabama「改寫美國歷史」；但另一方面，對其夫人 Michelle Oabama 的描述：

「全黑黑人」（雙親都是黑人，而 Obama 的雙親中，只有父親是黑人），且「居

住在芝加哥南部全黑社區」（參見彭淮棟，97 年 11 月 5 日）。這樣的論述，說明

了 Obama 的「不夠黑」，可由其夫人的「膚色黑」、「血緣黑」、「成長居住地黑」

給完全彌補。這種彌補雖是對 Obama 身份的正面確認，但同時也證明了「夠不

夠黑」在後殖民情境中，乃是重要的議題。 

即使在學理上，後殖民論述中大量出現的「夠不夠黑」問題，同樣指稱在劃

定族群界線時，血緣體系的絕對主導地位。 

然而這個狀況，對客家族群來說，似乎不是個問題。本研究的六位受訪者，

在說明自我對客家族群的認同時，可以說並不受雙親族群身份的「純粹度」影響。

這使得我們理解到，在指認客家這個族群時，相對寬廣、大範疇的定義模式，乃

是今天台灣社會為客家族群劃定範圍界線的模式。 

更有趣的是，在說明「進入客家電視台的契機」時，所有的受訪者，都提到

了「客家子弟」這個族群身份；其中，更有直接以「原鄉情懷」，以及「回饋鄉

親」的詞彙與角度，來說明客家族裔身份在工作生涯選擇上的決定性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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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對對，可是你後來還是來客台），對對，後來，我就一直跟他

講說是原鄉的呼喚這樣…… 

……那除了原鄉的呼喚之外，我覺得今天我進來，那或許我可以多做一

些事情，那那些東西是跟我在（其他）媒體完全不一樣，而且你做的事情是，

呃，怎麼說，相對而言，比較看得出成果，就是說你努力，他就會出來…… 

（受訪者 B，底線為本研究強調） 

 

那因為當初我會來客家電視，我覺得那最重要是，因為你在經歷了很多

這種紛紛擾擾啦！喔，這種國家裡面的這種亂象還是怎樣，突然覺得說有這

個機會去做，回到純樸，喔，純真的這一塊，就是客家文化傳統這方面，所

以我其實是很期待的能夠來做這一塊啦！……我覺得，ㄟ，這一塊清新的我

還沒有貢獻過，我還沒有努力過啦！ 

（受訪者 D） 

 

同時，上一代對客家的堅持與想像，某種程度上也影響著這一代專業工作者

的職業生涯選擇。 

 

……為什麼找我我會很快，其實我很快就答應了，我幾乎沒有考慮，為

什麼？因為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小時候我爸爸……他有機會……回到鄉下

去當校長，但是他沒有選擇，……所以就變成，我覺得某種程度，我感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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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有一點點的遺憾，應該有一點點，所以我會覺得說，如果今天有機會為客

家作一點東西，那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機會…… 

（受訪者 A） 

 

要講說到客台的機緣就是，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係，就是我們家是非常

傳統的客家家庭，那我爸爸對客家非常的執著，那從小喔我們吃飯的時候，

如果我們不講客語的話我們是不准上桌吃飯的…… 

……那就看到這樣機會了，就想說來試試看，因為其實，我爸爸，我會

覺得一方面就是我爸爸會很開心，所以剛開始、最開始的，我會覺得說其實

爸爸年紀大了，也會想說做一些他會開心的事情，那我記得客家台剛在 2003

年開播的時候，我爸爸就很注意這個，那我爸就常會跟我們說，阿如果你們

到客家電視台上班阿，他就對每個小孩子這樣講，不知道有多好，那從以前

2003 年我就記得這樣一件事情，我知道那是我爸爸的期望… 

（受訪者 E） 

 

「原鄉情懷」在建構客家族群論述時，一向是重要的內涵；在過去，不論是

「還我母語運動」或者「美濃反水庫運動」等論述中，都經常可以看見「原鄉」

在現代社會中構塑族群想像的強大拉力。對於客家電視台的資深工作者來說，他

們在專業生涯上累積的經驗、判斷以及各種技能與專業知識固然是進入客家電視

台擔任主管或資深製作人的重要關鍵，但是，在相對起來生涯選擇更多的階段

中，「原鄉」的確是影響目前客家電視台資深工作者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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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原鄉」，則具體表現為「客家台清新純樸的特質」（受訪者 D），以

及「理解上一輩的族群想像後，融化為專業生涯選擇」（受訪者 A、E）這兩種說

明。 

 

二、專業價值崩解處，族群身份力量現身 

 

「客家台清新純樸的特質」，相對於專業領域其他媒體機構的紛擾、過度商

業化操作、傳播工作內在價值的扭曲，客家電視台作為公共廣電集團的一部份，

似乎提供了媒介工作者更能自主、更能避開商業操作的工作環境。 

 

……那時候剛好就是說，客家電視台剛好進入公廣集團……因為這個因

緣想說也許他是個轉機，對，再加上我是客家人我最早是做客家電視，好，

那就來試試看，也許有不一樣的視野，或者是讓自己的生涯上有一個不一樣

的那個…… 

（受訪者 F） 

 

……我的朋友都知道我不喜歡電視新聞，對，那我會願意接受，當然也

是我知道這樣的環境，我知道這裡不是一個真正的，怎麼講，不是…她是一

個文化的東西，我覺得這一點，可能對現在的商業台也好，或無線台也好，

是一個不一樣的操作方式跟一個呈現方式，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地方我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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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受訪者 A） 

 

在這個想像中，「客家」元素在「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的符號下，呈現為一

個理想情境。受訪者 F 在訪談中表明「如果客家電視台不在公廣集團，我也不會

考慮來的」，這段話顯示出作為公共媒體的客家電視台，乃是因為其公共性，吸

引了資深專業工作者。受訪者 D 的談話，同樣表示出「客家台的清新」是生涯

選擇上的關鍵因素。換言之，這裡是「媒體公共性」附加在客家電視台時，才勾

引出族群身份。類似的話語在受訪者 C 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不想再去跑，跑新聞或者是做有線cable台的東

西，會覺得每天都是口水，然後八卦，然後開始去挖小道消息，然後很多，

這種東西非常多，然後像是上次一個在X台4倪敏然自殺的那個事件，一個

晚上喔，當節新聞就發了 20 條，其實非常變態的一個新聞環境…… 

（受訪者 C） 

 

於是在此，族群身份退隱於對「專業價值」的信仰之後，並不是專業工作者

進入客家台的關鍵力量。 

但我們並不能就此說族群身份不不重要。事實上，就是在其他媒體環境中專

                                                 
4 為避免受訪者身份瀑光，刪去媒體名稱。所有引文其他刮號說明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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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價值崩解之時，族群身份成為這群資深工作者尋找出路的線索。上引受訪者 F

的談話「再加上我是客家人我最早是做客家電視」顯示族群身份為已然無以為繼

的專業內涵，提供了另一種生涯選擇策略。受訪者 D 以「亂象」說明客家台之

外的媒體操作，更是具體而直接。 

當然，除了其他媒介操作場域的扭曲、專業價值崩解外，就個人而言，尋求

更為合理的工作模式、比較有品質的生活，或者規劃轉換跑道，也是族群身份現

身協助專業生涯選擇的力量之一。 

 

（問：到客家台來…轉換的決定？）呃，其實跑新聞都跑得很順了，在

那時候其實我會想說我要不要去念（書）5……其實我覺得換一個環境未嘗

不是好事，就是說，我在（媒體）圈滾了這麼久，那有一些東西你會覺得太

理所當然，那這個東西跟我當初進（媒體）圈的想法，我就一直在提醒我自

己說，我到底什麼東西是，所謂不公不義，然後到底什麼事情你會視為理所

當然，即使他是有一小部份的偏差，端視於你到底要做什麼樣類型的（傳播

者）這樣子…… 

（受訪者 B） 

 

雜揉了對媒體的批判、專業工作者自覺的高度，以及客家族群既有論述中「純

樸、清新」的特質，再加上「公共媒體」一向被強調的自主性，就成為客家電視

台這批資深媒體工作者專業生涯選擇時的關鍵力量。 

                                                 
5 為避免受訪者身份曝光，改為「唸書」取代原先具體的說明。所有引文其他刮號說明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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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間想像的交融：以專業實現族群想像 

 

媒體專業中考量了對既有其他媒體的批判，專業工作自主的自覺高度，以及

公共媒體所具有的區隔性質，加上客家電視台本身借用客家族群論述中的純樸清

新，使得資深工作者在生涯規劃中傾向於將客家電視台視為改變生活模式、工作

內容、維護專業尊嚴的可能解決方案。是在「專業」無法在其他媒體實現時，作

為族群與公共頻道的客家電視台，才得以現身，成為決定關鍵。說明為族群身份

的出現，「客家人」身份雖然定義相對寬鬆，並且脫出後殖民式的純粹定義法則，

但可能不是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定位標準。「專業」及其內涵，似乎才是媒體工

作者更為看重的價值選擇。 

不過，這樣的講法卻又不能全然解釋這群專業工作者的身份想像。因為，所

謂「客家」，顯然並非僅僅圈限在單一一個個人身上的性質。「客家人」作為一個

族群身份，顯然與附加在個人身上的專業技能，有所不同。這是說，「客家人」

作為一個族群身份，除了個人的理解外，還有來自代間的想像交融。這種代間的

想像交融，成為族群身份在排除語言與血緣的必然性之後，真正聯繫族群延續的

關鍵。 

上引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E 兩人都談及自我專業選擇與上一代的期待、遺憾

乃至於對客家的想像，有明確直接的關係。有趣的是，兩位受訪者雖然都談及父

執輩的影響力，但「轉化為專業選擇」，卻是這兩位工作者的自我選擇。受訪者

A 說「我感覺應該有一點點的遺憾」，受訪者 E 則說「我會覺得說其實爸爸年紀

大了，也會想說做一些他會開心的事情」。兩位各自解讀了上一代客家人對於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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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客家文化、客家族群沒落、未被照顧的遺憾與用心，然後轉化為「如果今天

有機會為客家作一點東西，那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機會」（受訪者 A）以及「看到

這樣機會了，就想說來試試看」（受訪者 E）這樣的回應，最後以進入客家電視

台工作作為回應上一代的族群想像的具體作為。 

這樣的回應，則又是明確地以這兩位受訪者過去的工作資歷，以及嫻熟的專

業技巧作為基礎。 

 

…….我可以來，那我也覺得蠻高興的就是說，你可以有機會把你過去

在新聞戰場上，所學到的十八般武藝，也就我們講的功夫啦，……然後你可

以透過這裡去作一些發揮，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我也覺得說，因為

我在（其他媒體）的訓練，那因為（那個媒體）的訓練跟（別的媒體）完全

不一樣，我在（那個媒體）訓練要必須要非常 organize 很多議題我要去作包

裝，我要作層層的鋪疊，我覺得那對文化（傳播內容），或對族群（傳播內

容）來講，是非常有幫助的，尤其在我們這種資源這麼少的電視台裡面，它

的加分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覺得說，我過去的訓練，到這個地方來用，剛

剛好用，非常好用……. 

…….那我自己也相信說，我能在（傳播）界工作這麼多年，而且沒被

擊倒，沒有被汰換掉，表示我們對很多東西，我們對另外的一個專長在啦…… 

……任何的專業都是一個累積啦，對不對？你不可能沒有累積就變專

業，對不對，你說好，今天我們如果說有一點點的能力，那也是我們 20 年

的功力啊。對不對，那你 20 年在外面也不敢白混啊，你白混你敢講你資深？

資深不是年紀大就叫資深，對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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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 

 

我是因為面試進來的，我是他很多履歷表裡面篩出來的……我記得我來

面試的時候印象非常深刻，就一堆人，然後在大會議室裡面，那大家都在外

面等，就一個一個進去面試這樣……其實面試，基本上跟其他商業界的企業

來說是差不多啦，因為都是非常正式的…… 

……專業的要求我覺得是一定有的啦，因為他會看你過去的學經歷嘛，

然後他會有一些問題，就是問你說，如果你遇到了你要怎麼處理之類的，我

覺得這個部分對於我來講，其實我那時候去別地方面試，大概形式都是這

樣，因為其實（我的工作）這一塊，大部分都會有一些（特定的問題），然

後或者是，就是說你會打算怎麼去（工作），類似像這樣子的概念，我覺得

這些問題差不多都有。 

（受訪者 E） 

 

上下代間的「族群想像」，在客家電視台的工作中，實際地交融在一起。此

時，專業技能，是體現族群想望的基礎；族群想望，則使得專業技能取得文化的

意涵。在現代社會朝向更細緻專業分工的具體現實中，文化（以及生活世界）遭

到系統的入侵與殖民；然而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在專業與族群身份兩者的交會間，

卻意外地使得上一代對族群的素樸想像，能夠經營「電視台」這個專門場域，被

以非常具有現代感的方式突顯出來。 

此時，族群的傳承在上下代間，形成一種有別於工匠技藝傳授模式的傳播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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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模式。 

對於一個像客家族群這樣缺乏外在表徵區別人我的族群來說，要標定族群界

線，本來就不容易；經過五十年的通婚，以及獨尊國語政策在六○、七○年代對

客語的禁絕打壓，使得不管是透過血緣或語言，都難以標定這個族群的邊界。這

造就了「客家族群」在定義上的相對鬆散與廣義。有趣的是，當客家電視台工作

者在回應自我專業生涯的選擇時，選擇以「回應上一代期望」的方式來理解自我

選擇時，族群身份等於是以「（傳承文化）責任」的面貌現身。這個「責任」明

確承繼自上一代，甚且可以說是「上一代對自我提出的要求」。是在上一代在大

環境中無法選擇、不可為的困境中，交由下一代來實現的「責任」。而下一代，

則將之轉化為專業工作，在同時符合現代分工架構的前提下，克盡責任。 

於是，代間有了溝通，而族群身份作為一種部落主義元素，也獲得了與現代

社會接軌的具體可能條件。 

如此一來，族群身份也許僅僅能以血緣、語言來界定，但帶有族群身份的行

動表現，卻可以在具體的社會結構中，跨出族群的界線。在此，客家電視台應該

被視為新型態的現代機構：他同時具有「體現族群想像」，以及「以專業分工作

為操作基礎」這兩種特質。透過這層雙重界定，我們才能理解客家電視台工作者

所具備有的性質，其實正是族群想像以及專業精進兩者並行。 

 

……其實客家電視他兩個很大的要素，一個就是客家，一個就是電視 

[笑]對，真的，或著是新聞，你這樣講，其實這兩個東西都要有，在電視台，

我覺得在客家電視這兩個因素都要存在、都要存在，他不太可能會去做，只

是做一般的（傳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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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呃其他電視台做的判斷，我對我來講，……我覺得會容易一

點，因為今天丟出一個議題，我就知道我可以ㄟ再切五條，或我可以再怎麼

切，我角度可以再怎麼轉，但是這些角度到了客家電視台是，幾乎是完全不

能要的，我必須要從客家的角度去切入，而客家的角度，其實我也不覺得跟，

一般所謂的主流媒體是等號的，就是說他們不會要我們這樣子角度的東西，

所以常常在舉手發問記者會的時候，我們的記者一問ㄟ那個有關客家的甚麼

甚麼…，ㄟ所有的記者都會、都會來白你一眼[笑] 對，哇這問的什麼問

題…… 

……我覺得每一個新聞媒體他都有他自己的框架，對於素材的選取上，

那著個框架在客家電視台都不適用，客家電視台的框架就是客家，我只能講

說他跟專業，我覺得並不是互斥的，不代表說有客家就不專業，我真、我真

的是這樣覺得，那在客家裡面我要怎麼去要求專業…… 

（受訪者 C，底線為本文所強調） 

 

……有一些人他會覺得，……我就進來我只要學客家話跟只要發現鄉

親，我其他的新聞，總統府立法院我也不用去看，不用關心，我剛剛講的是

我沒有做，但不代表你不關心，對，你一定要關心才是媒體人啊！……但另

外一種記者是新人進來的，你講他進來他會把自己當作我要當記者，那這樣

也不行，因為你記者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跑衛生署跟跑立法院是我最重要的

工作，ㄟ，我是記者啊！所以我要做這些事啊！你那些什麼養雞養猪啊？什

麼那應該是後面吧？而且那種新聞那麼 low，不對，因為你本來就是客家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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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記者，可是你是要以關心客家為先，對，啊！其他的要注意，

對，這樣子，（問：不然在這裡其實會造成很大的心理的衝突吧）！對啊！

如果你一直你一心一意的想說是新聞的話，那真的就不是在客家新聞了，對

啊！如果你只關心客家庄發生的事情，其他事情都不管，那你的專業就不

夠…… 

（受訪者 D） 

 

也就是說，轉進媒體之後，族群身份成為專業考量的對象，回應此一專業要

求的方法，也只能以專業解決。如此一來，上一代的素樸族群想像，在下一代的

工作中體現，而且在族群架構中，另外覆蓋一層專業架構。此時，族群未被拋棄，

反而可以以專業的姿態現身，考驗下一代在職場上的專業表現。 

而同時，專業也未曾被族群所蒙蔽。依照受訪者 D 的說明，並不是在客家

電視台因為聚焦於客家，就可以不關切一般傳播人應該關切的議題。在此，族群

與專業雙元結構，未有任何一項被藏匿。 

 

四、小結 

 

如此一來，族群與專業兩種身份，顯示出一種互相拉抬、決策，相互隱身凸

顯的關係。 

在資深媒體工作者轉換跑道進入客家台，族群身份提示著已經具備有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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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媒體工作者一個凸顯「族群」身份的選項；配合著對媒體環境的批判意識、

維護專業尊嚴的自覺，以及對公共媒體的具體想像與期待，「客家」引領著這群

專業媒體工作者進入與商業操作相當不同的「純樸而清新」的領域。這個時候，

族群身份毋寧是從現代社會中的逃逸，但也有趣地是能夠對當代專業分工現實提

供反省機會的空間。這一點，在過去討論族群身份時，幾乎沒有被討論到。 

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本身，具體交會實踐了族群代間對於族群的想像。一方

面，對「選擇客家」本身可能是跨越代間的族群責任傳承，另一方面，客家電視

台工作項目本身，也可能聯繫、凸顯了世代內部、世代之間一向隱而不顯、不明

說的族群身份，例如： 

 

……客家台某種程度也連結了兩代甚至三代的情感，對，因為我的同

事，我經常聽到，就走過去，就聽到爸，那個音怎麼念，阿婆[客語]，那個

音怎麼念，就是說，你會覺得那個感情是凝聚的，所以我們有很多這樣的製

作團隊，也就是為了要作客家，回去跟他們的外公外婆、叔伯嬸姆[客語]，

去作採訪，然後來寫企畫，我覺得這種功勞是看不到的…… 

（受訪者 A） 

 

……所以覺得客家這一塊，我們就是從小常跟媽媽到鄉村去這樣子，你

就會覺得有一點朦朧懵懵懂懂的印象，所以你就會想說那我認識一個人，如

果覺得他很好，你就會想認識他深一點，同樣的話，就是認識客家的時候，

都是那麼一點點的印象，然後來這裡我才知道，喔，有六種的語言、腔調，，

對，然後什麼南客北客啦！六堆什麼，這些都是以前不知道那麼清晰，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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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都在台灣，我們都應該要知道，所以我覺得比較私心來講，是為了充實

我自己的人生的那個歷練，對於客家的這一塊，因為覺得這麼不了解實在是

不對…… 

（受訪者 D） 

 

進入客家電視台等於是對族群身份的顯題化(thematic)，這對於媒體工作者

來說，這是一種有趣的安定。一方面瞭解體驗了公共媒體、族群頻道的工作；另

一方面，則回應了來自原鄉、上一代期望，或者個人人生歷練的呼喚與要求。如

是，族群與專業的交融，是實際上引導著客家電視台專業工作者的統一力量。 

 

第二節  現代專業分工下的畫族群與跨族群：定位客家電視台 

 

在個別工作者透過族群定位進入客家電視台之後，族群身份似乎完成了「階

段性任務」；在講究專業分工的電視台工作環境中，族群身份是否讓位給專業，

而不再為定義「客家電視台」（或「族群頻道」）提供論述內容？本研究訪談結果

發現，族群與專業之間的關係，並非如此單純。 

本節將透過「畫族群」（即，畫出族群範疇）以及「跨族群」（跨越族群界線）

兩個角度來理解定位客家電視台的幾股力量以及論述內容。由此，我們可以看出

作為媒體的客家電視台，在其傳播溝通本質上，如何面對族群議題常常帶有的畫

界、圈限以及範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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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族群：語言與議題之爭 

 

……他們一定會覺得說，反正你們就是購片嘛、配音嘛，這樣子，所以

就對她們來講吸引力沒這麼高，……對啊，我覺得父母都是這樣，但是我，

像我父親他是一個傳統的客家人，所以他不會在意說你們的 content 是甚

麼，他認為你只要存在，他就覺得有意義，因為他覺得你只要存在就會有更

多人去學客家話，然後語言這件事情就可以被傳承下來，他就覺得他就，他

認為這樣子夠了…… 

（受訪者 E） 

 

我認為的客家電視……應該是哪一個庄頭[客語]，就是哪一個村子，他

的河川，他的變化，呃，他的房子的特色，他們人物在做什麼？什麼好吃的？

特別的傳統的東西，這些采風，這是我們全台灣人非客家人的什麼，或是客

家人應該可以慢慢多了解這一塊，但他不是那麼的新聞，或者議題的…… 

……我自己覺得當客家電視台剛成立，客委會成立也沒有多少年，現在

應該是提振提振士氣尊嚴，或者是讓人家來看見我們，來發現我們的時候，

所以我也不是說只看好的，只是說這些東西我們都還不認識，所以我希望大

家多認識那些我所謂的文化傳統采風，而這種什麼抗爭爆發，他如果真的是

個問題夠大的問題，那他也是真正是很棘手的問題，其實一般（媒體）好像，

他也會去關，如果他有點良心的話，[笑]，他都會去關心，或者是我們可以

 40



轉介給其他同業…… 

（受訪者 D）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電視台最大的功能，就是當你扮演一個族群

的頻道，那是式微 50 年的客家，你如何讓別人知道他？……那我們也叫外

製單位成長，不是說只要你找了個客家的主持人，你找了個客家庄就告訴我

客家…… 

……我們希望年輕人對年輕人對話，透過拍攝對話，透過節目去對話，

這個也讓他們願意來到客家接觸，你沒有機會給他，沒有人要來，誰要

來？…… 

……我一直希望客家電視是個平台，其實我去年大概寫了不只一百次，

就是說我希望她是一個平台，大家都能來接近他，那我創造的是各種模式讓

你來接近他…… 

（受訪者 A） 

 

作為傳播媒體的客家電視台，一方面有如同受訪者 C 所言（見下引文），有

客家的框架必須關照，另一方面，也如同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D 所言，想要透過

傳播工具，吸引包括我族群與非我族群的參與，再加上客語在台灣社會長期受到

的縮限（如：語言政策、過去缺乏客語發音的傳播節目、沒有足以代表客家語言

的長期政治活動等），造成客家人族群對客家電視台的族群期許（如，受訪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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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在在都使得客家電視台成立之後，目標為何、怎麼介入族群邊界的論述

等，都遇到了定位不清的困難。 

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都具有客家人這個族群身分，因此，即使在討論屬於電

視台的專業活動時，現代專業分工的場景經常夾雜了個別族群經驗。這一點在自

我族群認識的說明中，已經非常明顯地影響了專業生涯的選擇。但不只如此，對

於客家電視台如何展現「族群頻道」的特質，也在族群與專業之間拔河拉扯。 

 

因為我現在在客家電視，我們必須要去訓練我們的（同仁）有這樣子的

sense 就是怎麼樣可以跟客家扣連……我們 focus 在客家鄉鎮市或縣市，我們

會這樣做區隔，我們希望說這個東西如果是客家人，要不然我們就跟大家都

一樣，那這個電視台只是用客語配音，我不覺得這個是族群電視……他還必

須要去符合這個族群，喔一些、他的生活作息的習慣、生活文化那種東西的

content，那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如果只是配音的話其實是沒有什麼太大的意

義，那做雙語就可以了，其實你不需要去成立一個這樣子的電視台。 

……喔會有不同的框架，我覺得每一個媒體他都有他自己的框架，對於

素材的選取上，那著個框架在客家電視台都不適用，客家電視台的框架就是

客家，我只能講說他跟專業，我覺得並不是互斥的，不代表說有客家就不專

業，我真、我真的是這樣覺得，那在客家裡面我要怎麼去要求專業…… 

（受訪者 C） 

 

像受訪者 C 這樣的談論，一方面指明了「族群」必須作為處理訊息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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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然而與此同時，受訪者 C 的談論角度，很清楚地採取了現代傳播理論的

理解模式「框架」，甚至，「尋找族群（客家）框架」就是受訪者 C 在客家電視

台工作的專業內涵。 

同樣是議題導向的說明，受訪者 D 的觀點，就沒有如此強調現代分工，而

是訴諸族群情感。從「看見客家」、「認識客家」，到「文化傳統采風」，再到「良

心」，受訪者 D 的論述空間，明確座落在「族群」架構上。這裡，在談及客家電

視台作為一個族群頻道的專業性時，作為資深專業媒體工作者的受訪者 D，不但

特別強調族群身分，在「畫族群」的論述策略上，也總是以意願與熱情去談論客

家電視台的工作： 

 

所以這是我們找人上，……他就是一個很難解的謎……，這是現實啊！

這就另外造成我們的人員可能就會是比較，要嘛就是純客家人，他就可以他

就會先來，先來可是他的技術上，可能又不能跟那個，（問：很純熟、很熟

練的電視台製播），對，那可是我覺得他既然有興趣有有心想學這一塊，那

我覺得這種人不一定很厲害，可是比被迫來的，我覺得你是有興趣的，喔，

但是他終究他的功力是有不一樣的，那這就是我們現在這樣磨合磨練，有些

人的技術就是不好，可是他有興趣啊！或他真的就是對身為這一份子為驕

傲…… 

（受訪者 D，底線為本文所強調） 

 

由此可見，客家電視台內部，就資深媒體工作者來說，對於客家電視台的族

群身分，表現出「現代（專業）」，以及「傳統（族群）」兩種不同的論述。 

 43



這兩者的區別，進一步影響了資深工作者想像客家台「應該做什麼」、「朝向

哪裡去」、「什麼事情更重要」等問題的回應。 

 

……我真的覺得，其實客家電視台目前你要走語言，你要走，把把把這

麼重的社會責任扛在身上的話，你就必須先定位你的老年族群，你就先抓到

四十五歲以上，或者五十歲以上，你沒有抓到，其實一切都空談，因為年輕

人不會被你吸引，因為語言的關係，本身就是個距離，你不會去想，就算他

拍的再好，可是你看不懂，聽不懂（問：聽不懂還有那個趣味，語言的趣味）

語言的趣味，所以它就變成先天的限制…… 

……就是說，希望這些人（按：年輕人）能夠被這些有趣的客家事務所

吸引，他語言成分也許不是這麼重，就是說因為他不會講吧，你當然不能要

求他講，沒辦法這就是現實…… 

（受訪者 F） 

 

……所以我才會說我們的人力應該是要多在客家的鄉村…… 

……因為我只有這樣的人力物力財力，那我們就會決定要做這樣，因為

你一定要拋棄一些要捨才有得，既然你是客家台，那你就要往這一塊，那然

後你再跟我說，ㄟ，我們不能只有客家，我們要什麼什麼？那可是你的人力

什麼的是這樣，你一定要往那個最好最好看的方式去做，你通通都有，然後

都沾一點點，那怎麼會好看，這是一個分眾的時代，所以一定是往那個，就

是你精，你往那個人家就會知道想來看你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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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對客家電視台的媒體專業工作者來說，專業顯然表現在他們對包括新聞價

值、節目製作、行銷策略的調整上。而且重點是，不論哪一個部門的受訪者，「客

家台有他該做的事」似乎隱隱地牽引著所有族群媒體工作者對其工作的想像。只

不過，這群專業工作者對於客家議題、客家框架、客家價值的堅持，似乎常常在

下鄉與節目播出後，遭遇到鄉親不同意見的反應。幾位受訪者不約而同提到了鄉

親對於「客家語」在正確、傳達以及使用上的嚴格要求。 

 

那只是說其實客家的人的意識滿高的，就是語言這部分喔，你常常去南

部，六堆、或者是美濃的話啊，你會發現那邊的客家人會覺得說，像我是（某

地）人，講的是（某種腔調），對，然後我曾經碰到幾個就是年紀比較大的，

他們就會講說你講的不是客家話，……那就老人家會說，欸你講的是甚麼

啊，什麼客家話，你應該要好好學習之類的……但是我覺得，就是他知道你

是客家人其實他就會覺得很開心了，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是還好。 

（受訪者 E） 

 

鄉親對於語言的期待，甚至嚴格的要求，從文化溝通的角度觀之，明顯是畫

出族群範疇與界線的「畫族群」活動。這是一個族群追求生存之初，建立族群認

同、族群地位，乃至於爭取族群權利的重要階段。唯有區隔了人我，才能夠明確

本族群生存的必要性。這也正是客家族群在七、八○年代「還我母語運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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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論述。 

然而，作為一個傳播媒體，身負「不限對象地對外播送族群內容」這個當代

大眾傳播媒體本質性任務的客家電視台，面對「畫族群」舉措時，是否面對了身

分上的畫族群，與專業上的跨族群，兩者之間的矛盾呢？客家電視台對鄉親對語

言的要求怎麼回應？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針對「客家電視台的跨族群服務」為訪談提問（見訪

談問題六），每位受訪者由此定義了客家電視台身兼「族群界線」與「溝通傳播」

兩種身分的特殊位置。 

在說明人力進用這個最可能造成「畫族群」效應的環節時，幾位資深工作者，

都提到了「畫族群」的限制與圈限作用。這種圈限作用，明顯地倒向「優先考量

族群身分」（或「語言使用」）這一邊。 

 

……語言這一塊喔，當然是我們因為進來的時後，一般同仁都有語言這

一塊的考量，……2003 年 7 月在成立的時候，招募的那批人，其實並沒有

考量到電視的專業，……我從他們的資歷看起來，我覺得比較多的是語

言……如果我們把，語言這件事情來考量，就是說，現在小孩子的語言並不

會好到哪裡去（問：連中文都很爛）對對對，就是說客家語言這件事情，其

實他在家裡就算有一般對話，那其實客語長時間 50 年的斷層，它有非常多

的專業用語是不見的喔，所以這對大家來講也是一個學習，那我覺得這個也

沒辦法……那第三塊是在於說，我們，包括我們啦就算我接觸客家非常早，

我相信也是這樣的問題，我們長時間以來受的教育是華文的思考，那你華文

的思考跟客語的思考，這兩件事情，有時候是不一樣，是截然不同，那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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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說，好，看到華文能馬上轉換成客語，那個沒那麼厲害……至少根深蒂固

25 年的華文教育，你要指望這三五年馬上把這根整個拔除換掉，不可能的，

這是有難度的，可是我覺得這是華文跟客語的不同，所以語言這一塊事情就

分成好幾個面…… 

（受訪者 A） 

 

……就是說大家希望不管鄉親或者是我們自己人，都希望說他的從業人

員、同事員工，盡量都能夠是客家，了解客家，或者，甚至就簡單來講就是

盡量客家一點，這個不是說排外，就是說大家這樣比較容易關心，不管是你

在副控，你在拍攝採訪，大家聽得懂同樣的語言才會有感情，或了解多一點

啦！因為其實我們也有，ㄟ，五趴十趴的人不是客家人嘛！所以不是排外，

只是說大家這樣比較容易深入介入啦！…… 

（受訪者 D） 

 

這種族群身分或語言使用的考量，在遭遇現代專業分工的需求時，轉化為另

一種族群認同： 

 

（問：recruit 新人，你覺得他們什麼的特質最重要？）什麼特質最重要？

我覺得所有職場的人都一樣，就是要有企圖心的人、頭腦清楚的人，…… 

其實沒有，一般真的就是看你有沒有積極，其實我們非常 nice，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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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說你認同客家，那我們就很高興了（問：不用會說客語？）原則上看

位置，有些不會講，就請他客語認證，然後，其實我們都在訓練……那第二

個是說，……你自己要增加實力，要不然那個專業一直跟不上。 

（受訪者 A） 

 

不同組有不同的要求，……其實各組的共通要求就是你對客家要有想

像……那這個組再少的人，他也要有客家的想像，要不然你（工作）的時候，

你不能老拿油桐花跟油紙傘出來（問：花布[笑]），對對對，那你對客家有

什麼新的想像，這些元素就可以丟進來…… 

……然後我們（某一）組的組長，他以前也是在別台做（某個工作）對，

但是他不是客家人，那我們對於所有非客家的同事我們都希望進來的一段時

間之後他們能夠考過客語認證 (問：初級的)，對對對，非客籍的同事都在

準備。……（問：那你們有人去教他嗎？）我們有拿錄音帶給他[笑]。…… 

（受訪者 B） 

 

從這裡可以看出，由於「電視台」本身所牽涉到的細緻專業分工，使得每一

個環節都必須主要考量專業技能，然後才能進一步考慮族群身分。這是為了客家

電視台例行的事務性工作能運作順暢，必須要去符合的標準。在此，即便鄉親對

於客家電視台的要求主要在「族群服務」，仍必須務實面對專業技能的必要性。

於是，在進用新人時，客家電視台採取廣義族群認同的方式（有想像、有認同），

另外加上進入客家電視台之後初步的客語學習（通過初級客語認證），以彌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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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身分上的空缺。 

如此一來，電視台所必然需要的專業，以及能夠完備族群想像的基礎客語能

力，便能獲得平衡。 

對於原本就是客家族裔身分的媒體工作者來說，當「希望大家盡量客家」（受

訪者 D）是對客家台工作同仁的基礎想像時，「畫族群」策略，顯然採取了相對

排外的角度。對「畫族群」來說，語言是最容易辨別的工具。然而，實際的情況

卻是，具有客家族群身分的媒體工作者，非常有可能在長期政策與社會環境影響

下，缺乏使用客語的機會，導致雖具有客家族群的身分，卻不見得能夠如同受訪

者 D 所言「大家聽得懂同樣的語言才會有感情」。這意思是說，語言雖然容易畫

出族群區別，但在客家族群的情況來說，「族群內部」也不見得具有流暢的客語

使用能力，這使得透過語言畫族群的手段，可能其實並不有效。 

另一方面，「使用同樣的語言」雖然標定了溝通上的親近性，卻不一定是所

有客語純熟的客家台工作者都會使用的工作語言。而在面對外族群時，卻明確是

條界線；特別是對外活動特別多的單位，在接觸製作公司、他族群成員，以及諸

如記者會現場這種族群分雜的環境，客語的使用，明顯地成為劃分族群人我的門

檻。 

相較之下，基於進用最合用的工作者而要求「對客家有想像、有認同」（受

訪者 A、B）的廣義族群認同，就顯得有彈性得多。一方面，不論是他族群成員

而具有專業技能的工作者，或者專業卻缺乏流利客語能力的客家族群成員，都可

以在這個框架下成為客家台的一份子；甚至有機會在進入客家台之後，成為使用

客家語言的新成員。也可以說，在專業引導之下，客家認同被廣義化，而廣義之

後，既有透過語言劃定出來的族群界線，在這裡可以由「學習客語的外族群成員」

所模糊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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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電視金鐘獎戲劇節目女配角獎得主王琄以客語發表得獎感言，並且

提及客家電視台「大膽啟用非客籍演員」；當晚王琄上台領獎的時間，主持人則

以「其實王琄不是客家人，但為該劇學習客語……評審為之動容」來介紹6。這

顯示，透過專業選擇（如：王琄是專業演員、受訪者B提及的主管具有該工作所

需專業能力），族群的語言界線，的確有可能在客家電視台的特殊目標與編制中

被打破，成為跨出族群的溝通力量。 

於是這等於是指出，客家電視台作為族群頻道，它在專業製作方面，不可能

圈限自身於族群成員之中，它必須有他族群成員挹注，以滿足專業需求。相對地，

如此一來客家電視台全程使用客語，以及鄉親對客語正確性的要求，可能無法與

電視台作為溝通、媒體、傳播等相當具有現代性的性質，密切接合。 

 

……今天很多人說語言的復興，客家電視要負全責嗎？……你說今天我

們是因為客台才會講客語嗎？其實都不是阿。其實都是我們小時候都會講

阿，只是來這邊講更好，對不對，對，只是來這邊講得更好…… 

（受訪者 A）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你看我也不知道花蓮台東有這麼多客家人，算

是到了客家之後，我才了解客家，就好像人家有一個廣告台詞，我是當了爸

爸之後才知道怎麼樣當爸爸，我是一來客家之後才知道客家文化原來是這個

樣子的……我母親在家裡不會講客家話，但是他們、她只要跟她的家人去談

                                                 
6 參見

http://news.pchome.com.tw/entertainment/nownews/20081031/index-12254625060796562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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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一定講客家話，所以我聽絕對沒問題，我都聽的懂他們講什麼，可是她不

會教、她也不想教，ㄟ結果我現在回去我會跟我母親講客家話，他會告訴我

說唉呦，你客家話講這麼好喔（問：他很感動）他很感動，那我會覺得我才

慢慢知道說，這是客家這個族群…… 

（受訪者 C） 

此時，客家電視台節目本身的客家語言表現究竟能達到多少客家語言復興的

能力，已經不再是唯一的指標。相反地，客家台工作人員客語能力的提升、客語

人口的增加，反倒是客家電視台在傳承語言上，最顯著的貢獻。 

在面對電視台專業分工技能要求，以及鄉親的期待時，客家電視台的資深工

作者，就他們的工作內涵，提出了具體的回應。 

 

我都已經全程客語了……我已經百分之百，99 的客語了…… 

其實我從來不認為，發音標不標準這是客家電視台最重要的，我從來不

認為（問：它是媒體）對對，所以我一直認為媒體是個溝通，那今天你說你

要透過客家電視來學習語言這件事，那我就給你強調語言，強調語言你就學

那幾個，那幾個絕對不會錯，那幾個我都找專門老師看過、聽過、審過，那

個都不會錯，因為那個是我教學用，我就會非常清楚讓你知道，可是一般，

對不起，他就是一個溝通，對，那我們用非常多的不同的層次來讓你知道客

家…… 

……我相信我小時候講的很爛，可是……開玩笑，我只要講一句，他就

誇獎到不行，讓我覺得很驕傲，這麼會講，要怎麼辦才好呢，對，你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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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驕傲中開始學習嘛…… 

我家講的你怎麼說我家的不標準，會怎樣，那我從小聽到大都是講這句

話，那你要我怎麼辦？對不對，那我隔壁庄就講不一樣，不行嗎？……如果

這麼明確，客家電視要作精粹式的客語，那就不要作節目，我全部配音，或

者怎麼樣，然後我節目就很少量，我一天就兩個鐘頭，我把這兩個鐘頭做好

讓你百無挑剔，可以阿（問：但是就沒人看，就不好玩了，因為這是電視）

對嘛，所以還是要回歸電視專業的時候，那因為剛好我是客家電視，所以我

多一個客家專業…… 

（受訪者 A） 

 

我一直建議我們是應該要有多種語言放進來……可是我想的是很現實

的，我就講我（一位姻親）好了，有時候我很有心要看這個，他就他就也想

看喔！他也想看，可是真的聽不懂，你說有字幕，可是不一樣，那情感上的

融入是不一樣的……那所有人看的話，那你就你就更要把語言多元了啊！如

果你是做給我們自己人，都是自己的客家鄉親看，你才會全部都用客語嘛！

可是你又不是這樣想，包括你要收視率多一點，包括你要大眾化一點，對啊！ 

……那你還叫我們純粹要做客家的，那不一樣，純粹看客家還是可以由

華語去看客家，我讓你們看見我們，我們去看雲南的故事，我們去看西藏的

故事，我也不是用西藏語發言，我也不是用雲南話發言嘛！我也是用華語，

走進西藏走進雲南啊！那你要走進我們客家，他不一定要用客家話走進來，

我可以給你華語來看我們啊！ 

……講華語要可以關心北埔，關心峨眉，關心美濃，對啊！我覺得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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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一塊，但是你是用不同語言把他們吸引進來…… 

（受訪者 D） 

 

可以看到，對於客家電視台的工作者來說，鄉親對客家語言的執著，或言嚴

格的期待，在面對「客家台究竟是為族群畫出人我界線」，還是「作為媒體因而

當擔負溝通傳播功能」兩者之間，選擇了後者。這為客家電視台作為一個頻道，

做出了一個最為務實的定義。 

包括客家電視台成立多年來一直為收視率、曝光率所苦這個事實來看，在專

業分析上，語言，的確可能成為收視率提升的門檻。在這裡，可以清楚看出，客

家電視台同時是「族群頻道」、「有線電視頻道」、「公共頻道」等多重身分，在定

位時，除非上級指導單位能夠解決在定義與作法上的矛盾（如：全程客語，卻又

希望提升收視率），否則，不可能由電視專業來確定。因為客家電視台該怎麼做、

能怎麼做，乃是族群文化的問題，不是專業技能的問題。 

 

二、跨族群：客家顯題與專業調整 

 

既然經營電視台、使電視台能夠例行運作的專業活動不可能完完全全符合傳

統族群內部的期待，那麼作為「族群頻道」的客家電視台，要怎麼面對「族群」

兩字本來就具有的特殊性質？ 

本研究訪談問題 4「客家電視台這個工作環境的優缺點」，以及問題 5「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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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媒體工作人員，對客家電視台的期待」，希望能找出在客家電視台工作的專

業媒體工作者，對客家電視台多重身份的經驗、評估、以及期待。本研究發現，

客家電視台的媒體工作者，在朝向「跨族群」的努力方面，明顯超過圈限自身的

「畫族群」，表現為更為依賴專業技能的工作模式。本研究認為，這可以從客家

電視台「如何使客家顯題化」(thematic, thematizing Hakka)，以及專業工作者如

何應用工作技能調整兩方面來說。 

客家的顯題化，表示了「客家」作為傳播內容的要素，有哪些內容應該被包

含在傳送出去的節目中，而這些傳送出去的節目，又代表了如何理解客家。同時，

「客家的顯題化」也代表了在客家電視台工作歷程中，「客家」以作為指標、導

引方向等角色出現時，其具體的內容。也就是說，「顯題化」，表示清楚意會到這

個概念（即，「客家」）出現的時機、出現的方式，以及出現後造成的影響等。 

受訪者 A 在提及「客家的顯題」方式時，表明了「跨族群」是客家電視台

爭取觀眾、尋求曝光非常重要的角度；而這個角度，經常透過「擴大對客家族群

的想像」以及「與他族群的交融」來完成： 

 

……那一塊是很不一樣的挑戰，那你說要創造話題，像上個禮拜我們辦

一個那個文學與戲劇的座談會，其實就是菸田少年，是本文學的作品改編，

所以我就想了說，那我們是不是可以把這東西擴大，我不要只講客家文學，

我可以講中外的文學，改編成連續劇的也好，單元劇的也好，電影的也好，

所以我們找了侯孝賢、吳念真、小野你看這種組合多嚇人都大喀耶，陳坤厚、

周彥子，吳錦發，這裡面很好笑，只有一個人百分之百不是客家人，後來問

起來，小野是詔安客，然後吳念真，不是，吳念真不是，然後侯孝賢是，是

外省人，第二代的客家人，陳坤厚一半是客家人，媽媽是客家人，所以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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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這樣問起來，你會覺得說，大家族群的關係是，是交結的很兇的，所以就

是說，那我們就利用這個話題去創造，人家對我們客家人的認識，結果那一

次是爆場…… 

（受訪者 A） 

 

對，找到隱性的客家人，不管是演藝人員還是觀眾都是我們的趣味。 

（受訪者 B） 

 

這種族群想像的擴大，某些時候，是因為找到了原本不知道他是客家人的知

名人物；有些時候，則是透過專業操作，以及現代論述來完成的。 

 

……我們今年有個比較不同的做法，我們今年打算結合環保這一塊…… 

……當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我們一定要連起來，就是說，所謂所謂客家

跟環保有甚麼關係？(問：對阿對阿[笑])，那我們的解釋，我們論述的理由

就是客家是自古以來很重視環保的族群，那比如說我們保存東西的方式，跟

客家人在山坡上，其實他們會很注重水土保持這塊，跟客家人的生活習性，

其實他有一些環保的因素存在，只是說我們以前不會用環保的觀念來理解客

家(問：對，會覺得只是節儉小氣)，對，那我們把這個抽出來了以後，其實

我們就跨到第二階段，讓跨族群的人知道說，客家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那

一方面，你講的也是一個因素，就是說，或許我對應的就不是族群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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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些都是對客家來說一個不同的想像。 

（受訪者 B，底線為本研究所加） 

 

這麼一來，客家族群的想像，就由傳統族群論述有關起源、區隔、語言以及

對生活內容的白描，轉向了與當代論述接合的方案。在此，「將『客家文學』擴

大為『文學』」、結合當紅「環保」議題於客家族群的生存空間，就成為同時描述

傳統生存空間以及現代重要議題的雙贏策略。 

事實上，在本計畫主持人前一年度的客委會計畫委託案中，受訪的客家電視

台副台長湯昇榮也已經表明，連續劇「大將徐傍興」製作完成後，在行銷策略擬

定時，就選擇了全體台灣社會成員接能快速接軌的「王建民熱潮」7，作為宣傳

策略的重要引子。這一點表明，「大將徐傍興」的主題與內容選擇當然符合族群

考量，然而在「客家顯題化」這一層次上，專業的操作，仍有空間為純粹族群的

內容，加上更為多元的價值。此時，族群不再是切割整體社會的刀片，卻是使我

們不斷能跨越、溝通、尋找更多更深層意義的材料。受訪者B這麼形容：： 

 

恩，我們主觀的期望是族群跟媒體專業這一塊，兩者是相互加分的，而

不是 0 跟 1 之間我只能選擇 1 這樣子，那我們希望在媒體的專業慢慢提升之

外，族群能夠加分，也就是說，給他不一樣顏色的花朵這樣子，讓你同樣媒

體這一朵花開出來你會更漂亮。 

                                                 
7 按，徐傍興是美和中學創辦人兼創校校長；而美和中學棒球隊，則與華興中學棒球隊齊名，都

是五、六○年代的重要棒球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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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 

 

不只如此，傳統上電視台行銷宣傳在客家電視台框架的操作之下，重新排列

組合各種媒體與客家電視台的關係、重新排列客家電視台製播內容與整體台灣社

會的關係，乃至於重新排列客家電視台與族群內部不同世代成員之間的關係8，

成為「跨族群」的有效模式： 

 

……在宣傳「大將」那一檔的時候，我們做了一個努力就是我們要讓他

上天下雜誌，那呃…這個困難度很高，那我們完成了，那天下雜誌你知道嘛，

他的族群他的讀者就是那那個[笑]，那我們在那邊上其實是把客家台的這個

東西拿出去，那其實我們也技巧性的我們把客家台的色彩降低，然後他其實

主要是介紹大將徐傍興這個人然後在台灣社會的意義，然後他客家電視台只

有提了一次，那我覺得夠了，我覺得那個東西讓我們 reach 到不同的族群，

那像…我們前一陣子辦了一個文學與影劇的座談會（問：有，我有看到)，

對對對，那那個東西其實要打的也是非客家，讓藝文界知道客家台曾經做過

這樣的努力…… 

（受訪者 B） 

 

就像說我們很想把客台推的很都會化一樣，但是你實際上你不能這樣操

                                                 
8 雖然此處以「族群內部不同世代成員」作為切割的標準，但實際上，這裡要強調的卻是不同世

代的成員在與其他族群接觸的不同方式、層面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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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啊，因為客家庄的鄉親多半在鄉下，目前還是以鄉下居多，那你可以抓住

客家，都市的族群畢竟是少數，所以在比例的安排上面就會有所不同…… 

（受訪者 E） 

 

表現在專業調整上，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在族群服務、跨族群方面的工作，具

體呈現出工作框架的調整： 

 

……我會被客家所約制、所制約的會展現在我們平常（例行的）會議的

討論，……（比方）今天有一條路阿，什麼南庄的觀光道路不平，然後坑坑

疤疤的為什麼，……我這個時候就會想說這個東西客家是既定了喔，因為南

庄嘛我們假設他是客家庄，客家因素已經被設定了，他是所謂的自變、他已

經不動了嘛，獨立變項，就是可能是固定在那邊不會動了，那我要進去的是

所謂的（呈現）切入的角度，因為你客家的東西我已經不會動了，我接下來

要影響你的是你切入的角度，那我就會告訴你說那為什麼那邊有那麼多砂石

車，那鄉公所在做什麼，喔那經費為什麼一直不下來，或著是（問：縣政府）

對縣政府對，我會要他去做這個，ㄟ那當地民眾的反應是什麼，……同樣是

客家喔，我接下來講說只是引導不同的方向，……原來有這麼多原因，我覺

得是從這個方式去導入，那客家影響到我的、讓我 aware 到的，……如果我

的（思索）方向假如不是的話，客家會 aware 想說其實我們要讓他回到客家，

我覺得這相互修正、調整。 

（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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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有趣的是，在「客家顯題」這個主題上，客家電視台的專業工作者，經常

在工作中雜揉個別的族群經驗，這些經驗不只作為媒體工作者在專業生涯選擇上

的選取標準，很多時候也成為客家電視台工作中的被具體化製作出來的節目內

容，或者指導各類節目製作的先導想像，乃至於想像客家電視台面對其他族群觀

眾時的想像內容。這是一種個人感知經驗轉化為媒介製作與內容的活動，代表了

專業活動中，族群內容的潛藏與介入。或者，就算客家電視台工作者以其專業能

力進入客家電視台，他自己不甚重視客家元素，但仍能從客家電視台其他專業工

作者那邊，接觸「甚麼叫客家」的顯題化過程。 

 

……尤其如果你服務對象是那種六七十歲的那些老年觀眾（問：他們也

不是很在乎什麼政黨鬥爭之類的）……他們就喜歡念山歌，他們就喜歡聽聽

就是說就算電視開著然後在那邊，我舉我爸爸的例子就好，他就是這樣阿，

他有時候轉（別台）阿，他也沒有在看電視他就坐在那邊這樣子聽山歌，跟

著哼搖，那這樣子是不是就服務到了，當然不只我爸爸，我因為我很早以前

住那一帶，我就觀察我們那邊的鄉親阿，因為山歌班（笑）她要播出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錄然後在電視上播，播出的時候每個人都會看阿，就是看自

己…… 

（受訪者 F） 

 

我就講我（我一位姻親）好了，有時候我很有心要看這個，他就他就也

想看喔！他也想看，可是真的聽不懂，啊！你說有字幕，可是不一樣，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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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上的融入是不一樣的，好，他看看看會覺得不好意思喔！一家人，比如說

姑姑阿姨都坐在那裡看，只有我一個在那裡講那個，[笑] ，然後你要逼大

家一起融入，這是強人所難ㄟ……你表面上說，ㄟ，我們要有心，但是有心

的人要有心，除了我們這一群人現在坐在電視機前面真的都是有心要看，要

不然一般他他他人家會有選擇的時候嘛！他要看可能是看某些時候，所以我

一直講，你如果是要做總統府、行政院那樣的大新聞，那你就是要做給所有

人看囉！那所有人看的話，那你就你就更要把語言多元了啊！…… 

（受訪者 D） 

 

……常民文化本來就很難，本來就很難，你說就像以前好了，我從小到

大跟著爸爸回去祭祖，我從來不覺得什麼了不起，我覺得很正常，我們家每

年都這樣玩，這有什麼奇怪，now，我長大了，我弟弟他們的小孩就要去阿，

這樣很自然，但是你現在跟閩南人聊的時候你才發覺說，喔，完全不一樣[台

語]，我們家這個很特別對不對，所以其實，你要怎麼要讓這些東西一次發

揚光大？那你就必須要透過很多方式，那我覺得，一個電視台的好處就是他

可以傳播嘛，他可以用各種不同的形式，然後透過這個channel去傳播，那

我覺得其實這就是客家電視該作的…… 

（受訪者 A） 

 

……因為我們有幾個同事，其實很不錯的都是就是他們都是很很客家，

那他們了解，因為我們、我很小就從客家庄搬到台北來……那這些東西這些

人喔我們的同事，我們在開會的時候他會講說ㄟ不行喔，這個應該是這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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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這樣，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像你說的這樣做，ㄟ這個應該是可以怎麼做怎

麼做怎麼做，喔好我們會討論，討論出來才慢慢去符合客家的方向對，我覺

得那個是修正，如果我太偏（一般媒體）的操作，他們會把我拉回來往客家

走…… 

（受訪者 B） 

 

…….同樣的在客家這一塊，他可能真的來自於客家庄出生成長，我就

想說專業的部分講完的時候，ㄟ，可是那個地方他們的人一向不這樣，他們

的習慣不是這樣的，我就喔！是喔！喔！原來這樣逼問不出來喔！我們要採

訪也是要逼問，或者偷問人家，喔！這樣不行喔！喔！原來這樣子，我們要

這樣就是你對上要學對下也是要學習，他本來是希望我們把專業帶進來，那

我也一直能希望努力的能夠看人家能不能問我什麼？我都能夠給他回答，但

同樣我們要從這樣去學到客家庄的事情，我覺得你一定要多少都要關心，這

個是關心喔！跟做就不一樣喔！做我還是覺得你先要往一個方向做。 

（受訪者 D） 

 

開著電視聽山歌、藉由字幕理解客語發音內容的困擾與距離、常民文化熟悉

內容的轉化與傳播、客家電視在內容方向上的調整修正……這些在在凸顯了「客

家」這個概念在被突顯出來時，其實不是教科書上的族群定義，而是更為切身的

族群或專業工作經驗。 

由此看來，「客家顯題」，除了諸如客家委員會、客家大老，甚或學院內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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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系所與客家研究等由上往下的定義說明外，還有在工作與生活場景中的具體而

多元的經驗。 

 

三、小結 

 

客家電視台，就組織形式來說，主要是一個傳播媒體，是一個高度依賴專業

的電視台。在現代專業分工下，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必然需擁有專業能力，才

能擔負一定的工作。然而，作為複合名詞的「族群電視台」（或，「客家電視台」），

同時也標示了族群身份或族群認同9的重要性。這於是形成了在現代專業分工下

的族群活動。 

從本研究訪談結果來看，客家電視台工作者作為傳播者(communicator)，不

但不能劃地自限，圈限客家電視台工作在族群內部，甚至，還可能直接有向外溝

通、傳達的責任與義務。 

本文從「畫族群」以及「跨族群」兩個角度來觀察，結果發現，「畫族群」

主要是來自客家電視台外部對工作人員的要求。包括下鄉巡演、宣傳以及採訪、

資料蒐集等工作，都有可能因為客家電視台工作者使用客語，面對「客語不夠標

準」的回應；或者，客家電視台經常收到鄉親批評客語正確性、承擔客語教學責

任等要求。而客家電視台工作者本身，對於同儕的想像，某種程度上也有「基於

同樣語言更能溝通、更具情感」的內涵。不過，大致說來，客家電視台內部，在

                                                 
9 本文大量交替使用「族群身份」以及「族群認同」兩個詞彙，並不作明確的區別。事實上，identity
一詞，在英文翻譯為中文時，也處處可見將「身份」與「認同」交替使用的狀況。這是現代社會

在面對部落化身份（如：族群、種族）時，不得不的調整。有關 identity 的討論，在後殖民論述

中討論得最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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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與族群之間，選擇了擴大族群定義的方式，以容納更多專業工作者為目標。

其中，要求非客家族群工作者參與初級客語認證考試，就成為強化族群認同的方

式。 

在「跨族群」方面，客家電視台各部門資深工作者，順著「電視台」這個傳

播媒體，基本上都展現了跨出族群界線（或，語言界線）的各種調整工作。從訊

息呈現框架、與當紅議題整合、創造議題廣度以及與其他族群的連結等，都是明

顯可見的專業操作。在這些操作中，專業的表現就是傳播內容意義的再造，而族

群，則是意義方向的導引指標。因此，幾乎可以說，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在專業

與族群身份的交融上，已經作了最完美的融合，同時符合了相對傳統的族群身

份，以及相對現代的專業技能。 

過去的研究一直強化族群機構工作人員的族群身份，但誠如本提案不斷強調

的，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都是具有媒體專業知能的工作者，對這群工作者來說，

專業是進入這個族群機構重要的門檻。在這個情況下，討論族群機構的作為，不

能不討論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因此，當我們從穿越(look through)媒體，將焦點

放置於族群身份，轉而朝向看著(look at)媒體，討論與族群並置的媒體專業，我

們所能體會的文化意涵，就會較以往更為擴大，也將更具體有實存感。 

本研究主要訪談對象設定為客家電視台工作者中，具有客家族群身份，並且

在媒體工作超過五年的資深工作者為對象，主要理由是認為資深媒體工作者在專

業上不但更為純熟，而且資深工作者在工作職位執掌上，也具有設定電視台走向

的權力。同時，受訪者在其他媒介中具有一定資歷的從業人員，他們在生涯規劃

中，以其資歷可以擁有許多媒體工作選擇時，明確地選擇客家電視台作為工作場

所，我們幾乎可以假定客家電視台一定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些自我期許或自我完成

的條件。這是過去在討論客家電視台時，從沒有談過的面向。研究結果也顯示，

族群的確是本研究受訪者思考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對於我們構成族群傳播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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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與以往單從語言、族群社會學等討論角度，相當不同的切入點。 

 

第三節  下一個五年：溝通平台式的公共族群頻道 

 

這些在專業與族群身份上，雖不一定是轉換自如，但顯然都有定見的資深工

作者，對於現階段客家電視台所應該擔負的媒介溝通、族群服務工作，都能夠具

體說明。本研究除了瞭解專業工作者在傳統族群身份以及現代專業身份之間的交

融外，另外也設計了「客家電視台的未來如何」這樣的訪談問題。本研究的訪談

題 5 即包括了「您對客家電視台的期待」這個問題。本節將針對這部分的回應，

提出討論。 

當我們試圖理解客家電視台的頻道定位、理解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在族群與專

業身份之間的交融時，本研究的受訪者，不約而同提到了客家電視台在「族群頻

道」、「傳播媒介」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定位：「公共頻道」。由於本研究的執行時間，

正好是客家電視台進入「公共廣電集團」，工作人員隸屬「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化基金會」員工的轉換階段，因此，受訪對象中，有許多資深媒體工作人，提到

了「公共頻道」以及「公共性」對於他們在族群身份引領下執行專業工作的重要

性。 

因此，本節將以受訪者提到的「公共」、「公共頻道」，以及「公共性」等一

整組的概念為核心，討論客家電視台專業工作者如何看待族群與公共之間的關

係。更重要的是，當客家電視台被以「公共頻道」的模式理解時，「公共」的內

涵，也在本次訪談中具體地說明出來。其中，影音平台、資料庫，以及成為族群

內外的近用管道，是本研究獲得最為具體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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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性 

 

……當你碰到這種東西的時候會思考自己未來的方向的時候……那時

候剛好就是說，客家電視台剛好進入公廣集團，即使如果客家電視台不在公

廣集團我也不會考慮來的（問：為什麼？這個差別是什麼）因為我一直覺得

客家電視台是公權力下的產物，特定的政治，為政治服務的一個產物，那我

們做傳播，很怕這個，說實話就是說，你進來你是要做什麼的，難道就是要

聽政府官員的嗎？不可能嘛，對，所以因為這個因緣想說也許他是個轉

機…… 

（受訪者 F） 

 

客家電視台曾經被認為是特定政權對特定族群的籠絡與酬庸，因此也常被認

為經常性採取特定觀點。然而，一般而言，對於專業資深的媒體工作者來說，政

治權力、政黨等因素，都是對專業執行的傷害。因此，本計畫訪談的受訪者，多

人提到不願接觸政治力量。 

 

……客委會他還是有一個行政機關、他還是個政府單位，但是公共電視

台它不一樣，它是財團法人，（問：他是民間單位對不對）對，我們在於政

府單位能做的事情跟民間做的事情就不一樣了，但是我們現在是夾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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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可能有點像政府機關，有時候又像，有時候又很想成為公共電視的

一員，做公共電視、民間單位應該做的事情……我很難期待說，好，這件事

情你可以完全去做，然後沒有任何的政治立場，都沒有關係這樣子，其實我

們沒有政治立場嘛，那只是很容易我們被誤解，我覺得客台很容易被誤解

欸，就算我們沒有任何的政治立場，我們做的事情沒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但

是常常就會被外界人解讀，解讀說，好，客台是個什麼樣的政黨，所成立出

來的，或者他現在是屬於哪一個政黨的公器[笑]，我覺得很容易被誤解啦，

那如果說我們能完完全全的脫離政治這一塊，那其實這也是我個人比較期望

的。 

（受訪者 E）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談到了行政院客家委員會，以及財團法人公共廣播電視機

金會這兩個單位對客家電視台的影響力。對於客委會，本研究受訪者其實多半採

取「虛心接受建議」的態度；特別是在有關理解客家事物、協助客委會進行報導、

宣傳等活動方面，受訪者其實並不排斥客委會所創造的議題。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有時候，像客委會辦活動我們是不是要適時的加入之

類的，這種東西我們都會列入...就是會有一閃過去的念頭說，接下來是不是

要幫忙做甚麼樣的事情，我覺得都會有，對阿，當然我們也非常樂意幫忙去

做這樣的事情，因為他其實畢竟對客家這一塊是有相當的幫助，因為我們媒

體就是一個管道，然後客委會辦了非常多的好的活動，那透過我們這個做宣

傳，我覺得那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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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 

 

「族群服務」的特質，在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去幫忙客委會活動」的念頭中，

很清楚具體地體現出來。客家電視台，的確是一個族群頻道。 

然而，更明顯的還是作為公廣集團的一個頻道，去強調「公共性」，仍舊是

在專業工作上，工作者更願意認同的角色。 

 

你跟人家講說我們是就是進入公廣集團不在乎收視率，其實誰不在乎，

我很在乎，我做節目怎麼會不在乎收視率……比方之前有人就覺得客家電視

台是綠色的，所以啦啦啦啦，那現在呢，甚至我還有朋友打電話給我，當政

黨輪替的時候，你要趕快你要趕快……對阿對阿，我就覺得奇怪，你們怎麼

會有這種觀念阿，事實上，我覺得如果是媒體怎麼可能被冠上這種，對，而

且我們又不是商業台，我們也沒好處啊，問題就是這樣啊，……對，我們會

有專業我們會有自己專業的機制啊，怎麼會去干預那一塊（問：每個人個別

可以有政黨的東西，但並不會影響到）對，所以我們當然會想說這種東西最

好讓他快點公共化，就算不公共化也讓它保持獨立的主體性…… 

（受訪者 F） 

 

因為他今年是公視第一年，其實你需要聽聽看別人對這樣的轉變有什麼

的期待，那你如何轉化到你的 content 裡面去，或是說你如何去作一些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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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受訪者 A）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公廣，我們都會一直希望說可以公廣自居，那公廣的

話……是獨立超然的、自主的、不希望會受到干預的，我們也很期待是這樣

子…… 

（受訪者 C） 

 

他是預算執行單位，所以他必須對客委會的委員，對立法院負責，這些

人一定都會唯客委會是問，他不會來上客家台，那也不能說他都不知道我在

做甚麼他老被罵嘛，所以就這一點來說我能理解，雖然說就純媒體的狀況來

說，他這樣子做有一些是不適當的，那就純媒體來說，問題是現在客家台跟

客委會的關係，他不是一個純媒體，對，所以這個部分我就覺得在現階段可

以接受，那如果是公視法修過了以後，客委會對客家電視台，那就是另外一

個問題。 

（受訪者 B） 

 

本研究受訪者在提及專業工作內容，以及與其他行政單位之間的關係時，其

實是以「專業地完成工作」作為主要考量。這裡所指「專業」，一方面當然是族

群身份的凸顯、顯題化；另一方面，還代表了這些資深工作者在進入客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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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其他媒體磨練的工作技能。這似乎還是族群與專業的兩元性。不過，在

加入「公共」的成分之後，客家電視台被專業工作者認為有能力、有權利、也應

當脫離政治干預進入「單純媒體」的狀態，讓專業來執行族群任務。 

而從受訪者的意見來看，成為「公共頻道」是可欲(desirable)的；只是，當

現狀無法立即可蹴時，媒體工作者仍舊希望能夠保持專業，來持續客家電視台的

工作。 

於是，便有受訪者希望能對現狀加以界定。 

 

……打個比方說我說收費這件事情啦，或許客委會希望不收費那是可能

會源自於鄉親的一些輿論壓力……因為其實我們服務的還是觀眾，那如果說

就預算看來，我們少了這些收入的話，對於客台的運作會不會有太大的影

響，我覺得不會，那只是我們想說收費這件事情他有某種象徵意涵在……所

以我覺得，如果就目前曖昧不明的狀況之下，大概就是很努力的去做協調，

然後盡量把事情做到好……那當然就長程考量是希望說我們能夠有一些更

明確的定位跟身份，那你做起事來，……那我相信發揮的空間會更大。 

（受訪者 E） 

 

另一方面，對於專精於媒體工作的客家電視台資深工作者來說，不論是指導

單位或者公廣集團本身的行政規定，在一定程度上因為組織不同於過去熟悉的商

業操作，因此，也常為了符合組織要求，而必須分散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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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畢竟是比較公家的單位，所以你不斷的有開會，恩，要寫那個什

麼研究那個，我覺得我比較像在客委會上班，對，嗯，（問：[笑]，寫案子

啦，寫企劃啦），對，就是一直報告什麼，這個在我傳統這十年是沒有沒有

在做這些事情的啦！就是大家都要做得比較，ㄟ，做得比講的多，講得要比

那個寫的多，但是這邊很多是要寫的或者開會的，這是比較公務，公務員的

東西，其實 paper work 是我比較不開心的…… 

（受訪者 D） 

 

……驗收制度。就算驗收，過了，只是代表說你執行業務，你執行你的

業務OK而已，那可是這些人民納稅的血汗錢，只為了滿足你的業務OK嗎？

我覺得不是這樣，你如果只是單純用業務考量這部分，那客家電視台真的就

很慘啊（問：就這樣了）對就這樣子了，甚至你永遠不會有好節目永遠不會

有新的理念出來，永遠不會想到規畫到十年後的客家……我們是做電視的，

我們不是做報告的。…… 

我只能說公務人員，公家公務人員跟做電視的是完全不同的，因為你只

求你安全你 safe，你不會想要去規畫到提高到什麼樣程度，你只想說執行業

務是 OK 的，……可是我們是媒體，我們當然想說媒體有媒體責任嘛，我們

想到說是客家又是一個這麼特殊的頻道，我們為什麼不能看到十年二十年後

的客家頻道，就必須…可能幸好今年在公廣，要不然像以前更可憐，一年一

年一年，根本沒有未來，這就是我覺得我覺得為什麼我當初想都不會想到客

家電視的原因，可是到公廣集團我覺得，也許他是可以被改善的，所以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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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止，當然是卡在公視法啦，這就是可能變成自己要努力的部分 

（受訪者 F） 

 

在此，「公共性」表達為對媒體、對專業的尊重，以及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

可以依循、作為定位自身、定位機構組織的門檻。在通過這個門檻之後，政治力、

政黨運作，可以被摒除在媒體運作之外，從而操作族群頻道應該有的傳播溝通、

訊息傳遞，乃至於族群服務的功能。 

另一方面，「公共性」的確認，對於這群專業工作者來說，也代表了評估過

去在其他媒體工作方法的重新思索與檢討。例如，在商業媒體中，收視率作為最

重要的指標，也許可以為了收視率重新定義新聞價值、重新確認節目製作的起

點，或者確認頻道行銷、活動策劃的方案；但面對一個具有「公共頻道」性質的

媒體，專業工作者很清楚地瞭解，所有商業操作，都必須重新思考。包括活動是

否能夠收費、收費代表的商業意義能否與公共價值同在，一直到「上級單位指導」

的內涵如何具體地影響媒體專業操作。對習慣商業媒體操作的媒體工作人來說，

上級單位當然是出資老闆，這是一種純然政治經濟學下的屈服，雖然必須屈服，

但同時也明確專業操作的具體限制。然而，「客家電視台」歷經組織架構數次改

變，指導單位身份也隨之快速變換，於是，「進入公廣集團」這件事，對於專業

工作者來說，便產生了不同於以往的想像。而且，非常有可能在某些時刻中，標

準與指導其實是模糊難以掌握，甚至是隨時改變的。 

不過，即使客家電視台在 2008 年納入公廣架構，正式成為公共頻道的一份

子，但在實際上仍舊是一個標案的情況下，這個工作人數僅僅只有百人的小電視

台，仍處於妾身不明，指導者眾的困窘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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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蒐集到的資料來看，對客家電視台的工作者來說，具體的障礙表現

在公務行政機關對於績效、文書工作的要求上；然而，從整體工作氛圍來看，無

法在明確有效的定位中找到解決電視台運作的規則，才是專業工作者最迫切的難

題。 

也就是說，清楚明確地定位為「公共頻道」，去除政治政黨力量的干預，減

少行政單位指導者指派的文書工作，扣連著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對族群溝通的想

像，成為對客家頻道定位的美好願景。 

 

二、影音平台與「創造近用」模式 

 

「創造近用」可以說是目前客家電視台在族群服務方面，除了製播客家文化

介紹、客家新聞訊息、客家議題探討之外，另一種族群服務的模式。 

「創造近用」意指創造讓一般客家族群成員可以接近使用電視媒體的機會。

在傳播學理上，媒體近用(access to the media)是具體化公共領域的指標，這代表

了傳播內容的多元，以及非壟斷的媒介生態。表現在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單上，則

體現了專業媒體工作者對於「公共頻道」揉合「族群頻道」，提供媒體近用的努

力。 

其中「十三響-客家青年築夢故事」以及「一三九四打戲路」，便是最常被提

及的兩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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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是這樣的概念，我一直希望客家電視是個平台……大家都能來接

近他，那我創造的是各種模式讓你來接近他，譬如說我也跟著業餘拍片的一

三九四打戲路，我每年都讓你來播，這也是一種方式，專業的你走專業路，

你幫我拍片，不專業的你走業餘的路，沒關係，我每年還是有機會讓你路出，

年輕人有年輕人的片，老人家就針對老人家量身設計，所以其實，我一直希

望平台這個概念，是在客家電視，能夠讓非常多人來接近，志工也是這樣進

來的…… 

（受訪者 A） 

 

……比方像十三響-客家青年築夢故事，他有去過國外，然後回來繼續

投入自己工作那一塊領域的一些年輕的客家人，對，他們雖然不太會講客家

話，可是我們盡量，可是他們的夢想一直在那裏阿……你就是說讓年輕人有

參與阿，……我們有一三九四打戲路這種徵案活動，他是一種社區，我們希

望各社區能夠可以關注自己身邊的一些生活文化，拿起攝影機就拍然後你來

投稿，然後就給一點稿費，然後幫你播出，對，那我們希望這東西是能夠做

到一些共同記憶拉。 

（受訪者 F） 

 

當媒介近用達到一定的累積之後，擁有這些訊息、影片資源的單位，對於這

些資源的應用，成為下一步定義該媒體的方案。這一點，在客家電視台也可看到

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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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希望有一天，我們這邊變成客家影音的資料庫，我覺得這

是一個電視台（重要的）這是一個電視台最終的使命……所以我們從去年開

始，我們就開始嘗試要作一些人物的紀錄片，像去年我們只作 7 個，不過沒

關係，今年再作 6 個……我就算今年只作一個，沒關係，明年也要作……反

正我每年固定推，讓你知道客家電視有一批專門為年輕人留的東西，然後有

一批我專門作老人，有一批我專門要作什麼，我把這畫出來，雖然說我進度

很慢，我工程很慢，沒關係，十年以後，你可以看到，那個能量都會出來。 

（受訪者 A，底線為本研究所強調） 

 

蒐羅專業與業餘紀錄影片，以及客家電視台動員節目製作資源拍攝的紀錄

片，不管哪一項，不管是擴大庶民參與，還是專業投入，客家電視台在蒐集、紀

錄客家人文、采風與文化等方面，充分運用了電視台這種媒介的特性，並且還融

合社區以及近用的概念，使得這個媒體就成為資訊匯集的地方。這便是客家電視

台作為溝通平台，以及影音資料庫最具有競爭力、最具利基(niche)的地方。 

當這個利基結合「公共頻道」這種不以營利為唯一目標的媒體性質時，受訪

者 A 所說的「工程很慢，沒關係」，乃至於十年後能量會出現的想像，顯然是指

日可待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專業工作者想像的媒體「公共性」，那種可以

排除干擾，獨立而專業運作的媒體定位，的確可以與族群內外對於紀錄文化的需

求孔急，結合在一起，具體化為「非營利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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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在客家台成立之前，其實大家都知道有兩個功能，一個是族群內的共

識，一個是跨族群之間的窗口，那我看過一份論文是，那時候開台沒多久做

的一份，他訪談客委會當時的主管，跟客家台當時的主管，那他們都覺得五

年是一個階段，比如說前五年你可能要做第一階段，就是族群內共識這個階

段，五年以後就是跨族群認識的窗口這一塊，那今年剛好五年，那我們去年

找巡演的地點沒有錯，就是找客家庄那個是比較傳統的客家縣市，那我們今

年有個比較不同的做法，我們今年打算結合環保這一塊，那結合環保的這一

塊其實有很多因素啦，那這是最後的結果，那做環保這一塊，我們在挑選巡

演的地點的時候，我們會做交叉，甚麼交叉呢？一個是客家庄，一個是做土

石流區域，這兩個地點做交叉，然後我們去選那些地點(問：就是有疊到的)

對對對，他又是客家庄，又是土石流潛在區域，我們的環保那一塊主要是做

水源跟土壤種樹這一塊，那我們就結合在這個裡面，這樣子做交叉，那個部

分我覺得可以透過巡演的方式，可以讓跨族群的東西透過環保這一塊來了解

客家，我覺得那個是，對我來說我覺得那是慢慢打出去的一個做法。 

（受訪者 B） 

 

客家電視台自 2003 年 7 月 1 日成立，第一個五年的結束，與第二個五年的

開始，正好是 2008 年。這可以理解為客家電視台經歷的草創的混亂與失序，進

入專業主導，乃至於方向確立的階段。也可以理解為族群內部服務，漸漸朝向跨

族群融合的銜接點。從本研究的訪談結果來看，客家電視台的資深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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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在自我身份認定、他人身份認定（不論是客家台內同仁或一般群眾）、頻道

定位，或者是專業操作，在在都體現了族群與專業兩方同時並重的考量。而其中，

呼應台灣社會對於黨政軍退出三台（無線台）的集體訴求，客家台從中也吸取了

「公共媒體」的內涵。 

公共媒體這個身份，對於客家電視台作為族群頻道來說，是一個族群能夠佔

用一整個電視頻道資源／公共財的重要入口。因為從收視的角度來看，商業媒體

不太可能以族群為單位，單一頻道二十四小時全程客語發音，播送新聞、戲劇等

節目。這種因為「公共性」而造福特定族群的電視台，在台灣，就有客家電視台

以及原住民電視台。姑且不論這是否是世界常態，但族群作為頻道核心概念，的

確受益於「媒體公共性」這個概念的普及。 

作用在客家電視台專業工作者身上，此一公共性也給出一種對於專業發揮的

想像。例如，以客家為核心的製作，不論是新聞、戲劇，或其他節目類型，應該

可以擺脫商業力、政治力的介入。然而，也由於組織架構的混亂與不清，使得客

家台縱然已經加入了公共廣電集團，卻仍受包括標案得標者（東森）、族群事務

指導單位（客委會），以及人員雇用單位（公視基金會）的「指導」，顯得自主不

足。這種自主不足的狀況可能不是政治的，不是一種依附於政黨的限制，反倒是

各個單位因為組織架構，因而必須各自符合的績效、公文，以及文書報告。對於

專業在媒體、在製作、在新聞判斷的客家電視台資深媒體工作者來說，就有可能

成為一種非常另類的，不具意識型態，但卻足以拖垮工作能量的限制。 

於是，雖然從公共媒體汲取了理解客家電視台的意義資源，但定位不明，卻

始終是客家電視台下一個五年能否持續、該怎麼持續的最大隱憂。 

然而，客家電視台本身對此卻是無能為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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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受限於立法程序（例如：公視法）的工作，不是客家電視台主管到員工

的專業；於是更多的努力，可能換來更多深沈的無力與無奈。所以客家台的員工

總是看起來很「阿信」；受訪者 A、B、C、E 皆提到這種無法透過專業技能替代

的架構無奈。由此，族群與專業皆無法跳過客家電視台的定位，去執行核心價值，

可見一斑。 

然而，接受本研究訪談的資深工作者，顯然也沒有因此就放棄了專業操作，

以及任何一個努力的機會。在談及對客家台的想像、期待、以及客家電視台是否

實現了當初選擇族群媒體作為專業生涯之一環的目標時，幾乎每位受訪者都能以

個別的工作經驗，指出在客家電視台工作的美好的面向。不論這些經驗是回到對

上一代期許的實踐，或者是個別就工作環節來談理想實現的程度，還是媒體經驗

在客家台的發揮與傳授，本研究受訪者，似乎已經能夠為自我的生涯選擇，定位

出一個道理來。 

另一方面，在朝向下一個五年時，作為傳播媒體的客家電視台，在代表現代

社會民主價值的「公共近用」方面，似乎已經匯聚了一定的共識。也就是說，不

論是內部專業製作的紀錄片，或者是對外徵求客家相關影像，客家電視台在蒐集

文化影像、族群資料方面，似乎已經做好了成為影音平台、族群事務資料庫的準

備。這個準備，先要有對「客家價值」的族群想像，使得包括新聞、戲劇、紀錄

片在內的各類資料，都能圍繞著核心價值漸次發展出各種文類、主題，與內容；

然後要有「工程很慢，沒關係，十年以後，你可以看到，那個能量都會出來」（受

訪者 A）的耐心、毅力，乃至於忍受績效不彰的堅持。 

這樣說來，在討論客家電視台作為一種媒體的工作上，除了傳統族群理論對

於畫出族群界線的固有思考典範外，還需要加入與時俱變的當代元素。這些元素

可能是公共媒體、可能是資料庫、可能是大編輯台，當然也有可能是再下一個五

年、下一個十年出現的其他媒體概念。這麼一來，客家電視台因此取得了一種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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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也能夠在不同時間點上，透過理解社會脈動、族群內外部需求，來改造轉換

的空間。 

希望這樣的空間，可以引領客家電視台在許多的「下一個五年」，成為更具

吸引力，甚至領導族群傳播的關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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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語 

 

 

對，他（按，客家電視台）值得深根，就是說，如果說，你對自己的族

群，然後你對電視又滿喜歡的，那兩個加起來，耶，那他是一個好地方，（問：

兩個正好兜在一起）對對對，就是說你可以學一些理想，你不是只是為工作

而工作，其實他很好。 

（受訪者 F） 

 

傳統上，在說明族群身份時，主要是採取「與其他族群區隔」的模式；於是

血緣（親族關係）、語言、生活形態等「劃定族群界線」的方法，就成為標示族

群身份的必要手段。在地理因素相對重要的前現代時期，劃定族群界線，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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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認族群內部成員。但對於人與人交往接觸型態眾多，且又有大眾媒體中介的現

代社會來說，劃界不但可能有實際操作上的困難，也非常可能造成現代專業分工

社會無法運作如常的窘境。 

以客家族群來說，由於在外表上，沒有明顯與其他族群差異的特徵，因此，

在國家族群政策壓制族群語言五十年後，想要指認客家族群成員，顯然是非常困

難的。 

客家電視台的成立，不論是否是政黨政治下的酬庸籠絡，對客家族群來說，

的確是半個世紀以來，其語言、文化、風俗與生活首次受到媒體重視的機會；當

然也是八○年代末期「還我母語」運動後，來自統治者的具體回應。由於從未有

過，於是不論族群內外部，對於客電視家台的想像，也就出現各種豐富而差異的

內容。從承擔語言傳承責任的「語言頻道」，到報導族群事務強化族群印象的「族

群頻道」，再到組織架構上以及立場定位上脫離商業操作的「公共頻道」，客家電

視台成立五年來，可以說糾結了整體社會對於媒體與多元文化的繁複內容。 

本研究受訪者在說明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的職業生涯選擇時，不約而同地凸

顯了客家人的身份。客家人身份的出現，在本研究訪談的六位受訪者中，表現出

「原鄉情懷」以及「族群責任」的最為重要。然而，此處所說的「原鄉情懷」，

並不單指一種純粹部落式的情感；相反地，本研究受訪者均有超過五年媒體資

歷，「原鄉情懷」的出現，經常是伴隨著對商業操作、對整體媒介環境的特定不

滿，附加以客家電視台進入公共廣電集團的期待，一併生出的。換言之，這裡的

「原鄉情懷」是在具體現代社會的媒介工作場景中，因為客家族群的純樸清新，

而被召喚出來的。 

一旦原鄉情懷出於對專業工作的理解，則在現在的工作崗位上，所有的操作

便是同時具有族群與專業的雙重影響。這是得客家電視台資深工作者在面對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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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如：客委會、公視基金會等）時，大抵都瞭解客家電視台的族群任務，而

且也能以專業操作執行、實踐這層族群任務。 

當然，當族群任務成為這個電視台重要的價值與框架時，電視台內部工作者

的調整，也就更顯現出其重要性。只不過，客家電視台頻道雖然屬於公廣集團，

但在其本身仍是一個標案的情況下，並不在公視法規範的範疇中；加上族群事務

指導者在「媒體之外」的指導，使得客家電視台工作者在認識「何謂客家？怎麼

在客家電視內操作」，就成為定位不明，卻時時影響著客家電視台工作者的隱憂。 

面對此一困擾，客家電視台工作者明確指出了「電視專業」（包括新聞、節

目、戲劇與行銷等環節）與族群內部成員對如何期待客家電視台之間的落差。族

群內部成員希望客家電視台全程使用客語、說正確的客語、尊重各種客語腔調；

對於語言的堅持可以說是族群內、客台外最重要的考量。客家電視台回應此一要

求，設置了多位精通各腔調的語言師，而且在節目表現上，24 小時全程使用客

語。然而作為大眾傳播媒體的客家電視台，在此回應下，卻又獨自面臨了收視率

收視群有限、收視品質不佳的困難。 

我們之所以說客家電視台「獨自」面對此一困難，乃是因為，作為溝通頻道，

當語言被事先設定為播出的必要要件時，其實等於設下了理解與親近的門檻。本

研究多位受訪者均提及家庭成員在親近客家頻道上的困難。族群內部成員、客家

電視台工作者這些對族群身份有著高度自覺的族群成員尚且有此困難，更別說外

族群成員對客家電視台的態度，自然不可能主動親近。 

於是，就在指導單位忽視傳播本質（即，溝通），單從族群角度設定客家電

視台的播出必要條件時，客家電視台就只能「獨自」面對作為傳播專業所必須面

對的收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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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兩難的弔詭。也是不可能單由客家電視台工作者的專業所能解決的

困境。 

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客家電視台工作者面對客家價值的優先性時，其實選

擇了服膺此價值，進行專業調整。不論是行銷策略的議題化，或者新聞報導框架

的重新選擇，亦或是節目取向的調整，在在都顯示出受訪者們操作上的高度專業

技巧。本研究認為，客家電視台資深工作者透過定位自身族群身份，堅持出客家

電視台作為「族群頻道」的內涵，同時運用專業技能，創造頻道的價值，可以說

作了「非常族群也非常專業」的示範。 

另一方面，2008 年也正好是客家電視台成立的第五年，在組織文化上，正

好走到再造的階段。從本研究受訪者的談話中，已經漸漸可以瞭解被定位在「語

言頻道」以及「族群頻道」的客家電視台，開始朝向提供媒介近用、族群影音資

料蒐集典藏的編輯平台邁進。這是頻道公共化的具體表現。 

這也正是說，客家電視台在前五年，嚴守作為族群頻道，復興族群語言的責

任與份際，擺脫商業機制，為族群頻道的基本表現奠定基礎。而從第二個五年開

始，擺脫政治干預，成為客家電視台資深工作者最期待的工作環境；其中，依賴

客家電視台的公共化，就成為具體可欲的作法。 

包括組織架構、經費運用、媒介文化等，公共化對客家電視台來說，將提供

專業工作者操作的具體依據，能夠有更大的發揮空間。另一方面，公共化之後的

客家電視台，在實現族群近用媒體的層次上，可以延續過去五年已經有的成果，

持續為該族群提供完整的服務。此時，客家的內涵在一般社會大眾的近用下，將

更為多元、豐富。 

更重要的是，媒體近用的顯題化本身，將使得「族群頻道」的內容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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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易地跨出族群界線。例如，第二屆「1394-打戲路」得獎名單中，至少有兩組

影片，是非客籍子弟的創作10。這麼一來，客家電視台，不用理論論述定義，他

作為「媒體近用」的器具，本質上就是「跨族群」的！ 

換言之，從畫族群開始，當客家電視台的「公共頻道」性質可以確認，他自

己身就必然是跨族群的頻道。 

也就是說，現代社會的諸般概念，例如：專業、媒介近用、頻道公共化等，

實際上就是擴大客家族群文化、延續客家語言的幫手。在此，族群傳播不需訴諸

部落式的劃地自限、區隔人我，反而可以在現代概念中悠游擴展。或許，這正是

客家電視台下一個五年最具有價值之處！ 

                                                 
10 此兩組即為「被遺忘的一角」以及「在後龍溪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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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訪談紀錄」 

受訪者編號 實施日期 訪談時間全長 過錄員 

A 97 年 4 月 14 日 1 小時 48 分 20 秒 陳采蘋（諳客語）

B 97 年 4 月 21 日 1 小時 04 分 41 秒 陳沿佐（諳客語）

C 97 年 4 月 21 日 1 小時 04 分 25 秒 石耀宇（諳客語）

第一階段 

D 97 年 4 月 24 日 1 小時 03 分 43 秒 張國揚（諳客語）

E 97 年 6 月 10 日 0 小時 59 分 07 秒 黃泰維 第二階段 

F 97 年 6 月 10 日 0 小時 50 分 42 秒 張瀚仁 

受訪者篩選： 

1. 本研究案訪談執行期間（依提案計畫為：97 年 4 月 14 日至 97 年 6 月 10

日），任職客家電視台的專職工作者。 

2. 具有客家族群身份。此處客家族群身份以「可能受訪者曾經表明為客家

人身份」為準。因此由本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在客家台內部工作時，認

知為「客家人」的工作者為可能訪談對象。 

3. 廣義「媒體工作經驗」至少五年。廣義的媒體工作經驗包括：新聞業、

廣告、節目製作、行銷企畫等。 

4. 具有以上身份，且在執行時間能夠順利約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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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過錄須知」 

客委會 2008 計畫訪談 

過錄須知定稿 2008/04/28 

 

1. 一般通則： 

(1) 請在文件最上方標明「受訪者：XXX；過錄員：OOO」，空一行開始過

錄。 

(2) 時間標定以「分’秒’’」表示，如：28 分鐘 34 秒處，標定為「28’34’’」。 

(3) 請從錄音一開始可辨識的聲音開始過錄（即使是聊天也需過錄）。錄至錄

音最末端可辨識的聲音為止（即使是聊天也需過錄）。訪談中，不論訪問

者或受訪者被打斷而時間超過 5 秒時，可以不錄與發言兩人無關的談話

（如：電話內容）。出現與訪談不相關的談話時，以括弧標定打斷事項，

如：（電話中），並且標定打斷時間，如：（電話中，28’20’’-29’06’’）。 

(4) 所有聲音不需以文字另外標明說話者，請直接由文件最前方開始過錄，

不需空格。但問答之間需格一行。 

(5) 訪問者聲音請用楷體標示。受訪者聲音請用細明體標示。同一段發言不

需分段，但問答之間需空行。 

(6) 受訪者發言中，訪問者有回應時，以括弧（）標明，括弧內文請用楷體

表示。反之亦然，括弧內文用細明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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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緒聲音，如笑、嘆氣，請用中括弧[]標示，中括弧內請說明情緒。如：

[笑]。情緒聲音不需考慮長短。 

(8) 受訪者沈思或不語超過一秒鐘時請用三個刪節號點「…」表示。每一秒

鐘以三個刪節號點表示。不足一秒則刪去不計。 

(9) 無法辨識的聲音（包括聲音過小、客語無法辨識、不確定專有名詞等）

用問號表示，並請整行用紅色字體表示；並在無法辨識的聲音後方標定

時間。 

如：「製作大將徐？？（5’12’’）時，遇到編寫劇本上的困難」 

2. 文字標示：請用「華文」標示。如：捱請過錄為「我」。用客語發音的部分，

請用「斜體加底線」標明。使用台語時，變換字型並標定台語。如：「斜體加

底線（台語）」。 

3. 過錄內容由計畫主持人核對無誤後，始結束過錄工作。 

4. 學術倫理： 

(1) 未經計畫主持人同意，不得逕自將檔案轉寄他人，或交由他人代為過錄

全部或部分檔案。 

(2) 過錄完畢，經校對無誤，應將錄音檔銷毀刪除。過錄文字檔亦應銷毀刪

除。 

(3) 過錄內容非經計畫主持人書面同意，不得逕自引述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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