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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　用饒舌唱出社會縮影

2016-09-24  記者 曾婕茵 文

本名黃偉豪的饒舌歌手「小人」，在「大支」曾冠榕門下拜師學藝，十年為徒，練就了詞曲創作

兼備的才能，2013年發行第一張專輯「小人國」，便受到當年度金音創作獎與金曲獎的入圍肯
定。這張專輯的作品，跳脫以往嘻哈曲風用「性、毒品、犯罪」作為主題的框架，顛覆饒舌給人

髒話連篇的刻板印象，將社會議題與弱勢關懷融入歌詞，唱出社會的現實面，單曲「兇手不只一

個」，更讓聽眾重新檢視校園霸凌的議題，暗示社會一隅也需要人們的關心。

「小人」黃偉豪來自音樂工作室「人人有功練」。

（圖片來源／小人粉絲專頁）

 

時間流逝　童年純真不再時間流逝　童年純真不再

人們因為長大而改變，但小時候的回憶卻再也抓不住。「變了好多」一曲，收錄在專輯「小人

國」中，以「人」的改變為主軸，穿插科技進步與社會變遷的滄桑感。人們相互溝通的方式變

了，情感交流的程度變了，換來的是真誠或假面的猜忌、物質或情感的慾望，隨著年齡增長，會

逐漸看淡一切，卻也容易迷失自己。

社會化的過程，被外在的規範約束著，人們以面具掩飾內在，失去了赤子之心，逐漸地，人們對

生活周遭不再有好奇心，對夢想也不再有熱忱，失去的不只是天真的笑容，也失去了感性的情

緒，剩下的，是麻木；自己變了、社會變了，逝去的青春也帶走一切，留下的，是感慨。

「變了好多」MV，由大支、MC Hotdog、J.Wu跨刀獻聲。（影片來源／YouTube）

 

二分為一　二分之一的思念二分為一　二分之一的思念

人事物不停在變換，感情也不例外，從兩個人變成一個人，是孤單、是哀愁。但是在「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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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鄧涵文鄧涵文

本期喀報第兩百四十

七期，共二十二篇稿

件。包含藝文評論一

篇、文化現象五篇、

科技新知五篇、人物特寫三篇、照

片故事兩篇、自由創作五篇及影音

新聞一篇，側欄廣告為「2016哈客
流行列車音樂會」。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凃易暄凃易暄

試圖成為新一代文青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林宥成林宥成

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的
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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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首歌中，卻沒有任何愛恨情仇、悲傷難過的字眼，只是平鋪直敘地陳述一對戀人分手之後

的生活，每句歌詞以單與雙的對比，緊扣住寂寞與失落。小人的嗓音並非猛烈激昂，而是近似於

呢喃的低語，彷彿代替男主角訴說著剛分手的落寞，從出雙入對到形單影隻，「二分之一」不只

是生活剖了一半，也是分開之後情感的羈絆。

「二分之一」經過小人雕琢，歌詞細膩，詮釋男女分手後仍然不習慣

單身的生活。（影片來源／YouTube）

 

與眾不同　當隻苦中作樂的怪物與眾不同　當隻苦中作樂的怪物

是人都會有情感上的的依賴需求，但是眾人避而遠之的異類，內心也可能存在著被包容的渴望。

曲風與一般饒舌歌大相逕庭的「怪物」，以搖擺樂（Swing）包裝成輕鬆詼諧的作品，以「怪
物」象徵被普世價值排除在外的異類。少數人因為不同的種族、宗教、品味、性向、外表等，成

為不被多數人所接納的異類，無法融入社會中的大群體。

人們容易懷有成見，對不熟悉的人事物逕自下註解，進而產生厭惡、鄙視、閃避、攻擊的行為，

而偏見就是區分「怪物」與「普通人」的切割線，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使得異類無法在社會上立

足，甚至無法擁有發言權，他們的心聲，永遠會被主流意識埋沒。

「說我是個怪物　嘿　我沒看法　要我不作自己　挖　沒辦法」

既然無法被多數人接納，歌詞中的怪物寧願繼續當怪物，即便遭受眾人唾棄，也不願改變自己迎

合他人的偏好，以堅定的立場當一隻「快樂又悲傷的怪物」，對抗眾人的奚落與蔑視。

「怪物」的MV中，反串的丑角意味著革除在社會之外的異類。（影片來源／YouTube）

 

人性黑暗　冷血即凶器人性黑暗　冷血即凶器

身高155公分的小人，在過去受訪時提到，學生時代曾為身高感到自卑，更因此成為校園霸凌的
受害者。但是過往的傷痛早已結痂，成為新的創作動力，以自身經歷詮釋被霸凌的無奈與辛酸。

「兇手不只一個」，以高中生的自殺與霸凌切入，透過不同角色對兩起自殺事件的反應，紀錄社

會的冷漠無情，寫下世態炎涼的悲歌。

「有個網友看到這則新聞馬上po　譴責少年逃避現實的留言馬上多」

跳樓自殺的學生無法承受遭遇霸凌的痛苦，逼不得已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人們卻以事不關己的心

態將矛頭指向受害者，指責他們的脆弱。逃避現實的確不是解決問題的上策，但是受害者沒有理

由承擔所有過錯，反而是這個世界的不友善，拉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同理心漸漸在人們心中

抽離。

「有個路人曾看到被毆打的死者　死者看著路人　路人只是看著死者」

目擊者寧願潔身自好，路過時沒有同情、沒有憐憫，更沒有一絲願意協助的跡象，以冷眼旁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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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颳風　台灣蓄勢待起飛電競颳風　台灣蓄勢待起飛

時逢英雄聯盟S6全球總決賽台灣表現不俗，
剖析台灣電競產業。

拍照打卡　是桎梏還是自由拍照打卡　是桎梏還是自由

拍照打卡已是現代社會趨勢，人們是善用它還
是被它控制著。

護自己，避免捲入不必要的麻煩。商業社會，人們奉利益為圭臬，不相干的人事物一律忽略，自

掃門前雪的心態讓社會逐漸變得自私冷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逐漸瓦解。

自殺事件的兇手並非死者本身，是逼迫死者走上絕路的「兇手」，而且，「兇手不只一個」。歌

詞中，校園霸凌的加害者、視而不見的目擊者、明哲保身的權力者、落井下石的網路匿名者、窮

追猛打的記者，讓霸凌像是野火燎原般擴散，被害者本身與家屬所受的傷害，不是一句道歉就能

夠撫平的痛。

 

霸凌如巨錘　重擊學校教育霸凌如巨錘　重擊學校教育

回顧2010年至2011年，臺灣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桃園縣立八德國民中學（現為桃園市立八德
國民中學）更是在教育界投下震撼彈。當時發生多起霸凌事件，校方卻隱匿實情，直到師生連署

陳情立法委員，事件才曝光。歌詞敘述的故事不但與八德國中霸凌吃案事件有著異曲同工之

妙，MV中也放上網路流傳的霸凌影片與新聞剪輯，觸目驚心卻又催淚的真實畫面，帶出最後一次
的副歌，沉重的嗓音富含渲染力，呼籲校園霸凌的問題必須重視。

學校原本是教育下一代的神聖場所，但是校園霸凌卻成了教育的隱憂，學校不再是知識的殿堂，

而是淪為社會黑暗的源頭，存在許多「沒殺人的殺人犯」。歌詞中，主題為「校園暴力」的演

講，在「笑容洋溢」的學生映襯下，顯得格外諷刺；看似毫不在乎的嬉鬧，象徵著應該享受青春

的歲數，暗藏著看不見殺傷力的隱憂。

「兇手不只一個」MV畫面以緩慢的步調，表達校園霸凌與社會冷漠的沉重。（影片來源／YouTube）

 

音樂力量　社會議題的暮鼓晨鐘音樂力量　社會議題的暮鼓晨鐘

音樂不只是藝術，也是提振社會意識的力量，小人用音樂替社會現況完成速寫，歌詞並不嚴肅，

也沒有過多的激情，卻能夠以平淡的文字將音樂唱進人心，讓社會大眾也能省思需要正視的議

題。人們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共同在這片土地上奮鬥，但社會上有許多角落存在著嚴重的問

題，卻因為事不關己而感到無關痛癢，一切當作過眼雲煙。

多少社會新聞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卻在討論熱度減低之後逐漸被遺忘？這不是錯，只是人

之常情。正如同「兇手不只一個」的MV結尾，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校園霸凌受害者楊同學的遺
言，「即使消失會讓大家傷心，卻是短暫的，一定很快就被遺忘，因為這是人性。」毫無情緒，

卻發人深省。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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