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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0  記者 許馨仁 文

好的歌曲，就像一本歷史書，也像是一部紀錄片，紀錄社會，敘述整個歲月的故事。歌曲不僅是

一部音樂作品，它更是屬於整個時代、整個世代的縮影。而歌詞的創作，是音樂人傳達自身理念

的最佳管道，它傳達了對於社會的期待與看法，然而，這個現象在早期的臺灣卻是不被允許的。

 

臺灣禁歌　語言歌詞皆侷限臺灣禁歌　語言歌詞皆侷限

臺灣禁歌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早期在臺灣被禁唱的歌曲，主要是因為語言，為了利

於統治，日本政府禁止人民唱日語以外的歌謠。而皇民化運動之後，歌曲審查變得更加嚴厲，流

行樂受到的侷限更加複雜。

一九三五年發行的歌曲〈街頭的流浪〉，歌詞中寫道：「景氣一日一日歹　生理一日一日害　頭

家無趁錢　返來食家己　唉唷　唉唷　無頭路的兄弟」用閩南語唱出人民找不到工作，生活困苦

的社會現狀，由於內容對社會具有負面的形容，在發行不到一個月就被政府查禁，成為臺灣的第

一首禁歌。

晚期臺灣被禁止的歌曲，大部分是因為歌詞。歌詞內容傳達出對社會的負面印象，或是對特定敏

感話題（如：二二八事件）有所描述的歌詞，甚至是使用不符合社會善良風俗的字眼，都難逃被

查禁的命運，特別是戒嚴後的臺灣，更是處處設限。

一九四九年呂泉生的作品〈杯底不可飼金魚〉，也是著名禁歌之一。歌詞開頭便以「飲啦」塑造

出與三五好友把酒言歡、互相揶揄的景象，提醒彼此把杯底的酒喝光，歌詞的結尾「哈哈哈哈」

語調像是酒醉後精神恍惚，又像是帶點無奈的笑聲。整首歌營造出歡樂有趣的氣氛，不時有一兩

聲打嗝聲，讓人誤以為這是一首炒熱氣氛的飲酒歌。事實上，呂泉生在歌詞中，寄託了他對二二

八事件的無限感慨，深入了解歌詞的涵義後，更能體會他對當時大環境的無奈。

〈杯底不可飼金魚〉酒醉的口吻，道出對社會的不滿。

（影片來源／YouTube）

一九八二年羅大佑演唱的〈之乎者也〉，在海外發行版本額外加了一句歌詞：「歌曲審查之　通

不通過乎　歌曲通過者　翻版盜印也」用輕快短促的語句，慵懶搖滾的唱腔，直接唱出對歌曲審

查制度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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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二二三期，共

三十三篇稿件，其中

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

現象居多。本期側欄

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Play為
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

容，令人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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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目標，我是胡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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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過3.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

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
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

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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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佑沙啞搖滾的嗓音，替歌曲增添一分黑色幽默。

（影片來源／YouTube）

直到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臺灣的歌曲創作才獲得彈性。而一九九〇年底由趙一豪所演唱的〈把

我自己掏出來〉，歌曲節奏緩慢，咬字含糊不清。前段呻吟呢喃的唱腔，以及副歌重複唱著「掏

出來」，被認為具有性暗示，成了臺灣最後一首被新聞局查禁的歌曲。

趙一豪音樂風格迥異大膽，被歸類為另類歌手。（影片來源／YouTube）

 

意識抬頭　諷刺現今社會意識抬頭　諷刺現今社會

現在臺灣的音樂創作界已有了足夠的彈性，描繪現實生活的詞曲創作越來越盛行，不少作詞家透

過歌詞，用最樸實簡單的字眼，和不多加修飾的語氣，寫出生活上的大小事，或是使用批判以及

警示的口吻，寫出社會上的不公不義，讓世人正視這些問題的存在。

輕饒舌歌手蛋堡的創作〈煙霧瀰漫〉，用藝人吸食大麻的事件為主題，諷刺社會的虛假。歌曲中

描繪煙霧瀰漫的奇幻畫面，暗示著吸食毒品的景象。而歌詞中也提及：「大家都亂鬧　新聞都亂

報」，諷刺新聞媒體的捕風捉影。歌曲中口哨聲的配樂，營造出輕鬆的氣氛，和吸食毒品嚴肅的

形象形成對比，不修飾的髒話更是直接宣洩了不滿，重節拍和押韻的設計讓歌曲更有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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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口味的歌詞讓〈煙霧瀰漫〉成了蛋堡的招牌曲目。（影片來源／YouTube）

 

關注社運　議題歌曲興起關注社運　議題歌曲興起

有別於戒嚴時期的敏感，現代人勇敢唱出對社會運動的支持。許多社會議題歌曲更是隨著學運的

興起，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滅火器樂團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為太陽花學運所編製的〈島嶼天光〉，奪得二〇一五年金曲

獎最佳年度歌曲。搖滾樂少了激昂複雜的編曲，用樸實的閩南語，以及像是在訴說故事的溫柔唱

腔，讓歌曲更能進入臺灣人的心，副歌處以「天色漸漸光」開頭，用清晨的微光比喻台灣的希望

之光，「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更是直言政府是不能原諒的人，歌曲後段設計副歌大合唱，

讓原本平實的氣氛轉為激昂。

金曲獎最佳歌曲〈島嶼天光〉（影片來源／YouTube）

同樣是以社會議題為靈感，張懸的歌曲〈玫瑰色的你〉向各個社運人士致敬。透過音樂錄影帶的

劇情鋪陳，男主角事不關己地轉著遙控器，諷刺現代人普遍漠視社會議題。玫瑰色的眼鏡原為負

面意涵，形容人過於樂觀而自我感覺良好，張懸則將其轉為正面意涵，象徵自己願意對社運人士

無可救藥地樂觀正向，支持他們努力為自己發聲。前奏部分使用吉他彈奏，再加入弦樂彈奏出重

拍，進入主歌則是重複彈著相同頻率的重拍，節奏感顯明，讓歌曲氣氛變得嚴肅莊重。

張懸〈玫瑰色的你〉（影片來源／YouTube）

 

語言不限　部落歌曲大聲唱語言不限　部落歌曲大聲唱

有別於日治時期政府對臺灣歌曲語言的規範，現今歌手的創作並不受語言限制，不少原住民歌手

開始用自己的族語創作，藉由音樂作品讓世人更認識自己部落的文化。

來自臺東的雷鬼樂團MAZTKA，作品裡可以聽到搖滾、雷鬼、藍調以及濃濃的原住民風。排灣族

語創作〈Mado Vado〉是首輕快的歌曲，用幽默的手法諷刺部落裡輕浮的男人，歌詞的設計讓

臺下聽眾可以和臺上一起互動，曲風搖滾又加入爵士配樂，曲中再穿插一段饒舌（Rap），讓聽

眾一改以往對傳統原住民歌曲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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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故事　不平凡的音樂平凡的故事　不平凡的音樂

失戀的創作歌手遇見失業的唱片公司老闆，兩
人的才華激盪出動人的音樂火花。

馬頔　孤島上的音樂詩人馬頔　孤島上的音樂詩人

中國民謠創作歌手馬頔，用平易近人的曲調，
寫下詩情的歌曲，為寂寞的現代人唱出最真實
的人生。

MAZTKA〈Mado Vado〉（影片來源／YouTube）

 

風氣開放　自我審查取平衡風氣開放　自我審查取平衡

南非知名音樂家強尼．克萊格（Johnny Clegg）曾言：「審查的根本是畏懼」。或許歌曲審查

制度的存在，除了保護聽眾、維護社會風氣以外，更多的原因是畏懼歌曲所傳達的意義，畏懼歌

曲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力。

然而現今社會風氣開放，人民意識抬頭，政府的規範早已無法框住人民的思想。無論是在語言上

、歌詞內容上或是歌曲的唱法與唱腔，歌曲的創作已開放許多，但在得到創作彈性的同時，也必

須透過音樂創作人與唱片公司的自我審查，思考如何在自由創作與維護社會風氣之間取得平衡。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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