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3.09  NO.40  │

展覽與活動

前言：找回鄉土音樂的根

一個國家的音樂，是否具有主體地位？是否能

樹立獨特的風格？在於其音樂的產生是否建立在自己

鄉土音樂的基礎之上。然而，無庸置疑，台灣鄉土

音樂的根源就在「台灣鄉土歌曲」。蓋音樂有「歌

樂」和「器樂」之分，而歌樂曲往往是發展出器樂曲

的基本素材；而所謂「台灣鄉土歌曲」，包括「台灣

傳統民歌」及以傳統音樂元素所創作的「台灣創作歌

曲」，也就是具有「台灣風」的歌曲。

英國作曲家佛漢‧威廉斯（R. Vaughan Williams 

1872~1958）曾說：「所有偉大的音樂，都以民謠

為基礎。」匈牙利作曲家且是民族音樂學家巴爾托克

（Bela Bartok, 1881~1945）說：「音樂在國際化之

前，必須要有國家性，在國家化之前，必須要有民族

性。」又，捷克作曲家德弗拉克（Antonim Dvorak, 

1984~1904）融合美國民歌的曲調和精神，創造了

美國風格的交響曲「From the New World」。另，我

國音樂家許常惠也提到：「我始終認為民謠是一個民

族的音樂靈魂。」音樂家史惟亮也曾強調：「想在音

樂上恢復自我，首先要拿出自己的音樂來。」再者，

興起於1930年代的台灣創作流行歌曲，當時的作曲

家鄧雨賢、蘇桐、陳秋霖及姚讚福等，就經常取用台

灣傳統音樂的元素，創作出具有鄉土風味的歌曲。

戰後的作曲家，如郭芝苑、許常惠、馬水龍、蕭泰

然、李泰祥、錢南章、呂泉生及張炫文等，他們也經

常以台灣鄉土音樂為素材，結合在地的人文、社會與

時代背景，創作出精彩的歌樂曲和器樂曲。

的確，鄉土歌謠象徵著代代相傳的民族性、歷

史性、鄉土性和傳統性；也代表著一個地區人們的信

仰、思想、情感和生活內涵；更是樹立一個國家音

樂風格和精神的根基。一個沒有鄉土音樂（尤其是

歌謠）根源的民族，不會有燦爛不朽的民族音樂文

化，就像一棵沒有根的樹，不可能有茂盛的枝葉和豐

碩的果實。是故，台灣欲建立具有自主精神的音樂文

化，就不能不維護與發揚台灣的鄉土歌謠。

唱出台灣風的新希望

自2009年，「田園樂府」（筆者為創始人及

負責人）在高雄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開辦「台灣

風創作歌曲研習班」以來，迄今已有五年的歷史。

過去，我們先後以衛武營藝文中心、成功大學台文

系、台江社區大學及府城舊冊店為據點，開設基

礎、進階、菁英、專精等各種層級班次，教導學員寫

作「台灣風」的在地歌曲。今（2013）年，我們更

增加了在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開設「台灣風創作歌

曲暑期專班」研習課程，除了秉持傳承台灣音樂文化

以在地的文化意涵，
走出「台灣風．新希望」

文╱簡上仁　田園樂府創辦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　　攝影 ╱楊蕙如　

今年，我們選在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開設「台灣風創作歌曲暑期專班」研習課程，除了秉持傳承台灣

音樂文化的精神，更強調歌詞創作的「文學特質」及台南的「在地精神」，希望讓學員認識台灣鄉土歌

曲的意義和價值、提升台灣創作歌曲的文學氣質，培育在地寫作台灣歌曲的人才。

「台灣風創作歌曲研習班」在台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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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更強調歌詞創作的「文學特質」及台南的

「在地精神」。希望經由這次的研習課程，達成以下

的幾個效益：

（一）認識台灣鄉土歌曲的意義和價值

近年以來，台灣的音樂創作活動算是相當繁

盛，各類作品不斷推出。可惜，從學院的嚴肅音樂到

通俗的流行歌曲，能應用台灣鄉土音樂的元素，譜創

出與傳統一脈相傳的作品，並不多見。探究其因，主

要乃在於學校教育系統嚴重缺乏台灣鄉土音樂的課

程，導致一般對於「正港的鄉土歌謠」及其重要性的

認識，還是相當模糊，更談不上應用。因此，透過教

學活動，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讓民間大眾有機會體

認鄉土歌謠的意義和價值，此乃舉辦「台灣風創作歌

曲研習班」的目的之一。

事實上，台灣早有豐富而多采多姿，包括原民、

福佬及客家三大語系的傳統民謠，每一系統各有其多

元多樣的內容及獨特的風格。原住民喜愛唱歌，人

口雖然很少，但民歌的量卻大得驚人，而且至今尚

能保存一定程度的原始風貌。屬於漢族的福佬人和

客家人，於17世紀後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量移居

台灣，並與原住民共同經營老台灣。在台灣的住民

中，由於福佬人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其民歌除了以

歌謠形式歌唱之外，也延伸為運用於歌舞小戲、說唱

和歌仔戲的曲調，具有多元用途。而客家人則好歌

成性，其民歌包括山歌和小調兩類，前者悠揚而豪

邁，後者柔和而優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之後，台灣出

現了以商業利益為主要目的的台語創作流行歌曲，迄

今已逾八十餘年。此期間留下許多膾炙人口且饒富鄉

土風味的名曲，如：日治時代的〈望春風〉、〈農村

曲〉、〈青春嶺〉、〈白牡丹〉、〈滿山春色〉等；二

次戰後的〈補破網〉、〈燒肉粽〉、〈菅芒花〉、〈秋

怨〉、〈孤戀花〉、〈淡水暮色〉、〈鑼聲若響〉、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心內事無人知〉、〈心

情〉等，它們都是台灣鄉土歌曲的重要部分。

（二）提升台灣創作歌曲的文學氣質

「歌曲」包括「歌詞」和「曲調」二部分，

也就是由「文學」與「音樂」組合而成的藝術品。

「創作歌曲」又有通俗性和藝術性之分，就歌詞而

言，前者屬於通俗文學或流行文學，淺顯易懂，貼切

簡上仁老師以吉他彈唱傳頌台灣鄉土歌謠，學員認真學習創作技巧，課後勤於書寫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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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近代以來大多配合商業的需求而創作；後者屬

於精緻文學或純文學，結構嚴密，蘊含詩情哲理，大

多為表現自我的思想、感受和理念而創作。台語的創

作歌曲，過去，雖有些許藝術性歌曲出現，如〈阮

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杯底毋通飼金魚〉、〈討

海人〉等，但始終未能建立起系統架構；而流行歌

曲，在日治時代及戰後初期雖曾留下些許佳作，但長

期以來受困於政策的壓制與商業目的的取向，大多傾

向粉味、酒味或𨑨迌人，晚近才漸漸走出萎靡與陰

霾。這也許就是台語流行歌曲難以提升並贏得更多聽

眾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畢竟福佬語、客家話及原民語，都是台

灣土地上重要的語言文化，而歌謠又是母語的最佳表

現形式。因此，我們希望藉由研習活動，以教學、學

習、創作與歌唱的方式，一方面引導學員運用文學技

巧，提升台灣鄉土歌曲氣質；一方面，啟迪學員開拓

寬廣的視野，以豐富歌詞內容。這正是我們舉辦這項

「台灣風創作歌曲研習班」的目的之二。

（三）培育在地寫作台灣歌曲的人才

台灣母語文化因長期受到壓制與貶抑，使得年

輕人畏於使用母語，尤其北部的新生代幾乎已失去

使用能力，本土語言的歌曲當然也就欲振乏力。然

而，相對台灣北部的「悲慘狀況」，南部人尚能保有

一定程度的聽講能力，保留著傳承母語文化和歌謠的

希望。尤其古都台南，由於歷史的恩賜，不但是台灣

文學重要的搖籃地，一般民眾也有較深厚的台灣文

化基礎，如能以台南作為開發「台語新歌謠」的根據

地，應該是最理想的選擇了。

台灣的開發史始於南台灣的嘉南平原，五年

前，筆者與田園樂府著手這項重建台灣歌謠新希望的

寫作研習活動，也是從南台灣出發。而這次在台灣

文學館的研習活動，我們仍然鼓勵學員要以南台灣

（尤其是台南）的人文歷史、風土民俗、地理景觀及

心情故事等創作題材。透過教學、賞析、習作及解析

的過程，培育出寫作台灣歌曲的在地人才，創作具有

文學意涵且能與人們生活共鳴的台灣風歌曲。此乃舉

辦「台灣風創作歌曲研習班」的目的之三。

用台灣的調，寫在地的歌

這項由國立台灣文學館與田園樂府合辦的「台

灣風創作歌曲研習班」，包括「研習課程」及「期末

作品發表會」兩項活動。

（一）「台灣風創作歌曲研習班」研習課程

研習課程自2013年7月26日至8月30日，每週

五晚上上課3小時，除了由筆者授課，期中還特邀作

家陳明仁，就台語歌曲的創作背景，及其詞、曲之間

的互動關係，進行一場「台語歌詞配合曲調創作之探

討」的專題演講。陳明仁老師是台語文作家、台灣歌

謠研究者，出版過多本台語詩集，重要的台語歌詞

有〈基層兄弟〉、〈老阿伯〉、〈故鄉的田園〉、

〈少女春夢〉、〈心悶〉等。這場精闢又實用的演

說，除了讓學員欣賞許多台語經典歌曲，也在寫作知

識方面獲益良多，更能掌握用字遣辭的方法，也更了

解歌詞的語言聲調與曲調的旋律動向必須諧和一致的

重要性。

此次暑期專班，筆者的授課內容分成五個主軸：

（1）讓學員認識台灣歌謠、台灣傳統民謠、台灣創

作歌曲、台灣鄉土歌曲及台灣風創作歌曲的定

義、範圍和價值。

（2）以經典歌曲為素材，詳細說明歌詞字句的基本

結構，及十八招寫作台語歌詞的基本要領：直

敘法、問答法、連珠法、擬人法、反覆法、起

興法、誇大法、數序法、拆詞對仗法、對比

法、引喻法、暗喻法、射覆法、摹聲法、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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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順時法、倒述法及虛字襯詞的應用等。

（3）講解語言的音樂特性及其對歌曲創作的影響，

讓學員應用於曲調創作，使語調與曲調能諧和

一致，歌詞清晰易懂。

（4）精選台灣鄉土歌曲，解析其調式、音程、習慣

音型等音樂組織特性，作為學員譜曲時的參

考，寫出台灣風的曲調。

（5）分析學員作品，讓作者本身瞭解優缺點，去

蕪存菁，使作品更趨完美；其他學員亦可作

為借鏡。

（二）期末作品發表會

研習活動於8月30日結束之後，學員作品再經過

修改、譜曲及編曲，最後將在9月13日晚上七點及9

日14日晚上七點半，分別在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演

講廳及高雄衛武營藝文中心，舉辦兩場「南台灣的土

地之歌──簡上仁師生作品發表會」。發表的作品，

除了精選本班學員的優秀作品，還將彙整這五年來

「台灣風歌曲研習班」所選出的佳作。屆時，發表作

品中由本館研習班學員所創作的歌詞，包括有陳金順

所寫的〈南都月光暝〉與〈下港的日頭〉、黄阿惠的

〈南門公園隨想曲〉，及張淑賢的〈阮的故鄉台江上

界讚〉，共四首。

特別一提的是，作品發表會將由「田園樂府樂

團」全程伴奏。「田園樂府」創立於1983年，是一

個以維護與發揚台灣音樂文化為目的的音樂團體。

三十年來，從城市到鄉村，從音樂殿堂到野台，已演

出三百餘場，並多次舉辦台灣歌謠創作與音樂文化研

習活動，為培育台灣音樂人材不遺餘力。

雖然這兩場「南台灣的土地之歌──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會」的曲目，都是近年的新作，但我們仍然

秉持嚴謹的態度，從詞曲創作、曲目選擇、伴奏編

曲、演唱練習到舞台呈現，都十分用心與投入，力求

盡善盡美。相信這場演出，對創作的學員及台灣歌謠

的愛好者，都會有一定程度的鼓勵作用。竭誠歡迎本

刊讀者共襄盛舉。

期待：看到希望

感謝國立台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的熱心支持、

陳組長與楊研究助理的鼎力相助，讓這項研習活動及

期末作品發表會都能順利進行。

此次錄取的學員共35名，雖不收費，但出席率

相當高，而且個個上課專心，寫作認真。學員中住得

最遠的，是來自屏東縣里港鄉的一對夫婦。先生許東

來，非常喜愛聽、唱台語歌曲。退休後，雖因喉癌開

刀，暫時無法發聲，但對台語歌曲的熱愛程度仍然不

減。這次參加這項研習乃希望以「寫」代「唱」，

維持他對台語歌曲的熱忱。夫人陳祝滿，為夫君熱情

所動，每週陪許先生遠赴台南上課，並當他的「代

言人」，夫妻鶼鰈情深又認真學習，令人敬佩。另

外，學員中，現任的母語教師共有10位，是職別比

例最高的一群。他們有良好的台語文基礎，都希望在

母語教學外，能創作台語歌詞，寫出好歌以作為母語

教學的教材。過去，由於國語政策的缺失，導致如今

除了華語之外，其他各族語言都已陸續住進「加護病

房」。這些國小母語教師以微薄的鐘點費，孜孜不倦

教導下一代，他們捍衛母語的精神，值得贊賞。

歷史的腳步總是不斷向前邁進，不會在原地踏

步。台灣鄉土歌謠若欲生生不息，就必須要不斷地

出現好的作品並落實在人們的生活之中。我們舉辦

「台灣風創作歌曲研習班」的目的，就是希望為台灣

鄉土歌曲的永續經營，略盡棉薄之力。

看到學員認真學習、積極求知、相親相愛，又

努力寫作，也等於看到台灣鄉土歌曲的曙光和新希

望，令人興奮。大家繼續加油，再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