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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3  記者 高綮翊 文

每個年代，都有屬於他們的流行歌，這些旋律，陪伴著那個時代的人成長，體會過年少青狂，經

歷過成長蛻變。這些音符，在他們的人生經歷中，已成為那些不可抹滅的配樂。當音樂隨著時間

的推移而有所改變時，我們心中卻還是最喜歡那些耳熟的音樂。畢竟，「舊愛還是最美」。

點燃行動的火花點燃行動的火花

除了現今的年代，台灣過往也有許多相當優美的音樂，將時間往前推移10年到20年，看看當時台

灣的音樂界光景。70年代末到80年代，稱為「校園民歌時期」，這段期間內，台灣的音樂圈呈現

了爆炸性的突破與成長。在這黃金的年代中，我們看到了許多空前絕後的創作。這段風潮被開啟

之前，歌曲都以反共抗日，以及過往「舊上海」的風格為主要形式。當時演唱的歌曲，鮮少是由

台灣音樂家創作出來。

1970年代「民歌運動」興起之際，正值台灣處於外交上的困境與內部族群意識分裂之時。1971

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1972年釣魚台事件，及相繼的與美、日斷交，台灣的國際空間遭受

壓縮；而在台灣島內也因為1979年爆發美麗島事件，更讓當時的民眾開始重新思考族群的定義。

這些事件引發了台灣青年對國際政治與臺灣民主的反省，伴隨著國民黨政府由戒嚴到解嚴路線的

轉向，台灣主體意識日益確立，在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轉變。台灣社會現實

面的轉變反映在文化上，以歌曲為例，內容一改之前的風格，轉而加強鄉土對於自身的互動，從

原先演唱外國的歌曲，變化成充滿了濃厚的民族性色彩。

曾經的曾經的音樂音樂盛事盛事

1976年12月3日李雙澤在淡江大學舉辦的「西洋民謠演唱會」問：「為什麼唱的都是西洋作品？

我們自己的作品在哪裡？」並向觀眾席投擲可樂瓶，激憤地大喊「唱自己的歌」。這個舉動即是

「淡江事件」的發生，並引發熱烈的迴響。他的這聲呼喊，也激勵當時的年輕學子開始反思自己

的定位，「唱自己的歌」成為當時民歌中不可或缺的精神。

李雙澤照片。（圖片來源／三腳貓學狗叫　HI3B附設BLOG）

在此時，歌曲不再只是旋律，更與社會產生連結，藉由這個媒介將許多思想觀念迅速傳播，變成

橫掃一整個世代的風潮。在時、地、物都具備的情況下，民歌風潮便像野火一般開始燃燒，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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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勢也促成了接下來的「民歌時代」。

不同的時期　相異的風格不同的時期　相異的風格

民歌存在著相當強烈的獨特性，原因就是他們避掉了許多商業化與工業化的過程。在民歌時期，

歌曲有許多都是用來詮釋作家的心情，所以內容往往真摯且直白。有別於現代，華美的詞藻、多

重的節奏、驚人的音效，民歌歌手常常都是一把吉他帶著四處演唱。

在淡江事件後，許多年輕人拿起筆寫自己的歌，抱起吉他唱起自己的歌，透過歌聲表達自己的心

聲。這段時期的音樂，很多都是運用簡潔的旋律，省去了繁複的修飾，讓大家更能清楚了解這首

歌的情境。歌手們表達的不是音樂的璀璨，而是他們內心的故事。

現代歌曲，多數都是在抒發兩性之間的糾葛與互動，而在70年代時，詞曲所探討的東西卻是更深

層的「國家問題」。羅大佑在〈亞細亞的孤兒〉唱到「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

深夜裏無奈的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歌詞中道盡了當時國家處於如此尷尬的地位

，外交斷交後，台灣在國際上就如同被遺棄的孤兒，歌詞運用影射的方式，說出當時年輕人對於

國家政策的無奈與悲傷。

羅大佑於〈亞細亞的孤兒〉中唱出台灣當時的國際情境。（影片來源／YouTube）

相較於羅大佑的灰色與哀傷，李雙澤選擇用正面的態度面對國家議題。他於〈美麗島〉一歌中寫

到「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同樣

是國家議題，但是表達的方式卻截然不同。

而在最多人詮釋的情歌中，表現手法也是不盡相同。舉例來說，崔健在〈一無所有〉中唱到「我

曾經問個不休　妳何時跟我走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如此直白的語句，明確的說出對

方嫌棄自己的行為，在現今樂壇中可以說是少之又少。而王傑在〈一場遊戲一場夢〉中則是唱「

說什麼此情永不渝　說什麼我愛你　如今依然沒有你　我還是我自己」，卻是闡明了沒有對方也

是會堅強的生活下去。同樣是分離的歌曲，但是風格卻迥然不同。他們分別用了自己的方式，來

解釋自己面段事情時內心的想法與態度。

王傑演唱的〈一場遊戲一場夢〉。（影片來源／YouTube）

風格雖然不同，但是表現方式卻殊途同歸，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唱歌方式。民歌歌手大多用自

己的嗓音，去表達歌曲的情感，少了其他像是音效等配角，歌手更能用自己的聲音表達內心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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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感受。少了其他需要分神注意的事情，聽眾更可以體會音樂中想傳達出來的意義。

音樂的永垂不朽音樂的永垂不朽

質樸，是台灣70至80年代歌曲給人的第一個想法，沒有刻意的修飾，沒有扭捏的敘事，有的是清

新的嗓音，與溫柔的唱腔。如果說現在歌曲是一杯綴滿果香與氣泡的馬丁尼，那民歌就是鵝黃的

梅酒，微甜微酸的第一口，讓人心曠神怡，然而在數杯下肚後，那股強烈的後勁卻又讓你深刻體

會到，前面所帶來的美好，是要解釋它背後更為深刻的意涵。

現代歌曲有相當多的類目與內容，單是一個曲風，就能有數個分支來表現，現在因為資訊的發達

，讓創作者能夠吸收到更豐富且多元的面向與類型，進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風格，這在民歌時代

是很少見的。各式唱腔與旋律創作，影響了當代的音樂發展，我們能在中國風中聽到爵士鼓，也

能在搖滾樂中聽到古箏，這些混搭或是改良是在近20年內才發展出來。

音樂沒有好壞，只有聽眾的偏好，擇其所愛，是大家聽音樂時最重要的行為。每個人會因為自己

的成長背景與遭遇的不同，而選擇屬於自己的音樂，強加在別人身上的希望，反而會摧毀一個人

喜愛音樂的心情。

每個時代都有屬於他們的歌，陪伴著那個時代的人一同成長。能夠在經歷10年後依舊被傳唱至今

，那代表了這些樂曲的經典。下次如果有機會，可以觀察上一代在聆聽歌曲時的情況，每一首歌

背後，都連結著一個個的故事，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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