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3.12  NO.41  │

展覽與活動

月光暝〉，由簡上仁譜曲，透過一二三四的押韻作為

曲子分段，歌曲循著府城景致的鋪陳到雙人愛戀的甜

美，轉折於現實的無奈與離別，昔日的美好記憶封藏

內心，透過歌唱表達更顯動人；而〈下港的日頭〉，

以道地的台語譜寫，呈現出日頭炎炎，對照於人生不

同階段的歷程，經黎瑞菊學員協助譜曲，由全體學員

共同歌唱演出，旋律優美，充滿希望；最後，由黃阿

惠學員所創作的〈南門公園隨想曲〉，由簡上仁譜

曲，作為書寫台南城、寫在地生活的最佳代表作。

 在月光下，我們以歌詠呼喚青春
對於這些初次嘗試創作的學員而言，作品的成果

展現與公開演出的經驗，是相對難得與深刻的機會。

學員陳金順表示，在優美的歌聲與樂音中共同度過那

一個多月的時光。從大家認真聽課與聚精會神唱歌的

神情中，恍惚又回到往日青春無憂的歲月。

台灣風課堂在台語語調抑揚起伏的聲響中，透過

歌曲創作傾聽彼此，我們傾聲唱，想要用音符和節奏

去搖撼庸碌僵化的心靈，傳唱台灣歌謠的生命力與分

享詞曲況味，以旋律歌詠呼應，共同豐富台南在地生

活的記憶。

2012年夏天，台灣文學教室裡進行著為期六週

的「台灣風歌曲創作研習班」課程，由長期致力台

灣音樂推廣多年的簡上仁教授特地南下指導。在簡老

師吉他悠揚的彈唱中我們不僅打開耳朵，也打開緊繃

忙碌的身心，透過譜曲填詞，恍悠進入台灣歌謠流域

的深度之旅。「『歌詞』屬於文學，是文字的藝術；

『曲調』屬於音樂，是聲音的藝術。我們書寫創作，

用簡單的曲調，將原本靜態的詞曲透過不斷的傳唱，

才得以流傳。」簡上仁老師如是說。

本課程以台南在地特色為歌謠創作素材，35位

學員懷著不同的想像與期待，齊聚課堂，埋首苦思，

邊學邊創作地準備著即將來臨的演出發表之超級任

務，連窗外的鳳凰花也好奇地駐足聆聽。

唱出南台灣的驕傲

九月，驗收成果的時刻來臨，台文館於演講廳擴

大舉辦「台灣風創作歌曲作品發表會──南台灣的土

地之歌」。演出當天特邀請田園樂府樂團、台江社大

歌唱隊、台南市安慶國小合唱團共襄盛舉，以「關懷

文化傳承」、「閒話生活點滴」、「描繪特產景觀」、

「敘述歷史軌跡」及「筆記鄉土情懷」等五項主題分

別登場，展現南台灣風土民情，也唱出南台灣的驕傲

與自信。而其中節目內容也包括課堂學員所創作的三

首作品：〈南都月光暝〉、〈下港的日頭〉及〈南門

公園隨想曲〉。其中，由學員陳金順所創作的〈南都

於是 我們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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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館於演講廳擴大舉辦「台灣風創作歌曲作品

發表會」，特邀請田園樂府樂團、台江社大歌唱

隊、台南市安慶國小合唱團共襄盛舉，展現南台

灣風土民情，也唱出南台灣的驕傲與自信。

台灣風創作歌曲作品發表紀實

學員們勇於提筆寫歌，寫下心中願景與丘壑，期盼以文詞與音樂的力

量凝聚在地文化。圖為研習班學員演唱〈南門公園隨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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