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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3  記者 張宇翔 文

2009年的台北金馬影展播出記錄片《聽時代在唱歌之唱自己的歌》，以影像記敘70、80年代的

台灣民歌記憶，對民歌時代畫下一個歷史的斷點。大約1990年以後，校園民歌的臍帶隨著歌手的

偶像化與全球化的流行音樂行銷模式而斷裂，渡洋而來的日韓流行文化逐漸取代了台灣流行音樂

界的聽眾，成為了被追逐的標的。20年過後，這個斷掉的臍帶隨著台灣音樂界的市場逐漸往小製

作、多元化發展，而急欲找尋屬於台灣的流行音樂的新母體。在稍早的2008年，詩人吳晟撢去了

覆於教改後中小學課本上的灰灰塵土，將對土地、鄉情的詩與記憶，透過民謠搖滾的流行語言發

表了專輯《甜蜜的負荷：吳晟　詩．歌》，撿起了台灣搖滾樂與民謠經過二十年來碰撞所掉落的

果實。

 

吳晟近年在彰化鄉間進行植樹，是對環境議題最高度敏感的文學家之一，音樂專輯的封底也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懷舊情緒　承襲音樂歷程懷舊情緒　承襲音樂歷程 

《甜蜜的負荷》集結了數位不同世代的民謠及搖滾歌手，從輩分最長的胡德夫、羅大佑到929樂

團的吳志寧、黃玠，都替吳晟描繪台灣的鄉土詩絹染上細膩的音符。以羅大佑於1984年就已經發

表過的《吾鄉印象》為首，用「自吾鄉左側綿延而近的山影，就是一大幅陰鬱的潑墨畫，緊緊貼

在吾鄉人們的臉上。」這樣的歌詞，形塑了對台灣島本身的認同。

專輯的主題除了歌詠移民大時代的史詩，也不乏對台灣農村小而美的描繪，由林生祥譜曲的《曬

穀場》、濁水溪公社譜曲的《雨季》都寫實的記錄了種作人的心境與其直白的語言表達。在議題

的層面上，張懸演唱的《我不和你談論》更被認為是對現今重工商而抑農的社會所提出的反思，

敘事說理間無處不是詩人對農村的浪漫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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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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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懸於台東鐵花村現場演唱專輯曲目《我不和你談論》。（影像來源／YouTube）

進一步探討其使用的曲風，則可從80年代末期，以國語歌及對中國的鄉愁為主的民歌場景，隨著

台灣知識界普遍提出的對大中國文化的質疑而受到挑戰的現象開始。1976年，民歌歌手普遍以國

語來「唱自己的歌」的做法逐漸失去了認同。1989年，濁水溪公社成立，並幾乎可以算是第一個

以台語結合南部民謠旋律與搖滾音樂形式的樂團，而台語搖滾樂隨著像伍佰這樣的流行巨星走紅

，可以說是為台灣的歌迷重新找到了另一首「自己的歌」。

《甜蜜的負荷》雖然是相當晚近的作品，但卻因現今青年世代集體的懷舊情緒，成功的承襲了這

段離現今有些遙遠的音樂發展歷程，為民謠搖滾的樂風做出了一些延伸。其中以台灣民歌之父著

稱的胡德夫、知名民歌歌手羅大佑、以及前述所提及的濁水溪公社，都參與了這張專輯的演奏，

為吳晟的詩文譜寫樂曲，算是其中一個承襲的線索。

 

詩人吳晟背著孩子乘著大樹，象徵著對農村文化傳承的重視。（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細細聆聽琢磨細細聆聽琢磨 搖滾農村文化搖滾農村文化

除了時間上的一脈相承，《甜蜜的負荷》在地理上的規畫，或許是專輯裡最爭議也最重要的聽覺

景觀。曲風上雖然以被年輕世代重新拿出來作為流行符號的民謠搖滾做基底，但地理上的稻田、

鳥鳴、依循晨昏的作息，都早已成為一種農村社會與都市社會間的代溝。此外，搖滾樂在台灣的

音樂發展史上一直都是表徵城市的語言，換言之即是實際操持現今農業命脈的人們，文化裡並沒

有像搖滾樂這樣的歷史經驗，而屬於農村本身，以歷史慢慢孵育的音樂語言隨著傳統民謠的迅速

凋零而逐漸流失，和現今農村社會的高齡化形成了惡性循環。

像《甜蜜的負荷》這樣的音樂手法究竟會激發年輕世代的音樂人回到農村發掘靈感或找尋屬於台

灣本土的音樂歷史線索，抑或是僅僅節儉的使用著農村文化的剩餘價值？細究專輯中，僅林生祥

《曬穀場》在民謠與搖滾曲式上的整理呈現均衡，林生祥對台灣民謠的琢磨，使得他的音樂在帶

給人十分強烈的曲風突破感受之外，確實吸收了一些台灣民謠的核心成分。反之其餘樂曲則呈現

的僅僅是農村地景的詞彙，這樣的狀況特別在年輕一輩的作曲者中發生。吳志寧、黃玠和張懸皆

以一貫討喜的都會風輕搖滾作曲，並沒有在音樂本身表現出對農村固有聆聽文化的探索或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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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是較為可惜的部分。

中青年世代回到農村，無論是為特定議題發聲，或是在那裡落地生根，尋找安身立命的新可能，

延續其文化的流動推轉，他們的聆聽都是需要被注意卻往往因缺乏視覺要素而被忽略的現象。前

人的文化保存究竟會不會變成後人的文化消費，可能是除了漸趨運動化、組織化、簡單化的農民

議題以外，需要用更內斂與長遠的心理去耕耘發現的另一種角度，希望當今後的農民走上凱道，

能夠在表現訴求的呼喊聲中，聽到真能使他們感動並起立鼓掌的樂音，那才能算得上是Love an

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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