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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歌謠是臺灣住民長期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將生活中的喜怒哀樂之情感與

各種生活之經驗,以歌聲為媒介而傳達、反映出臺灣各地住民的性情、習性、社

會背景與人文特質。它除了包含鄉土氣質與和傳統的精神外,臺灣歌謠內容的豐

富性和多元性,更是契合當今通識教育的各種議題,如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情感

教育、藝術教育等。因此,本文試從通識教育的諸面向探討臺灣歌謠與通識教育

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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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歌謠是臺灣住民將長期生活在這塊土地的種種生活經驗與內心情感反

應在歌聲，以歌聲來宣洩、抒發情感。這些歌謠可能是作者不可考，產生年代不

詳，以口耳相傳方式流傳下來的自然民謠。也可以是作曲、詞家根據自然民謠的

風格與精神，而創作出富有臺灣鄉土氣息的創作民謠。無論是自然民謠或創作民

謠，基本上都應具備臺灣風、民俗性與歌謠等三大要素。臺灣歌謠是臺灣獨有的

音樂瑰寶，具有不同於世界各地民間歌謠的特質，簡上仁綜合臺灣歌謠之要素、

產生緣由及其音樂根源，歸納出臺灣歌謠的七項特質：(一)傳統性；(二)民族性；

(三)集體性；(四)鄉土性；(五)共賞性；(六)民間性；(七)文化性。1

臺灣歌謠產生的基礎既然是建立在台灣住民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情感之體

會，其內容當然涵蓋生活的各種面向，如依歌詞內容分類，簡上仁將之分成下列

各類：

一、家庭倫理類：敘述家庭成員彼此相處的情景。如〈病子歌〉、〈做人的媳婦〉、

〈滿月歌〉等。

二、工作類：勞動或工作時，藉由歌聲增加效率並消除疲勞，或抒發工作憂怨

的歌謠。如〈耕農歌〉、〈採茶歌〉、〈牛犁歌〉、〈乞食調〉、〈江湖賣藥調〉

等。

三、愛情類：沐浴在愛河中的男女，透過歌聲向對方傾訴心聲。如〈六月茉莉〉、

〈桃花過渡〉、〈相褒歌〉、〈愛情哭調仔〉等。

四、祭祀類：用於宗教慶典節日或祭祀祖先時的歌謠。如〈道士調〉、〈牽亡歌〉、

〈抽籤卜卦調〉、〈哭喪調〉等。

五、敘述類：大致可分成敘事、敘物、敘史與敘人等四類。敘事民謠是針對社

會現象之良痞，加以褒貶，如〈修成正果歌〉、〈勸世歌〉。敘物民謠則是

描述日、月、山、川、動植物、地方、器具、自然景致等，如〈臺北調〉、

〈臺灣地名歌〉、〈臺灣產物歌〉、〈時令歌〉等。敘史民謠指的是敘述歷史

故事和民間傳奇的民俗歌謠，如〈鄭成功開臺灣〉、〈陳三五娘〉、〈雪梅思

君〉、等。敘人民謠則以人為對象，如〈黑面祖師公〉等。

六、趣味類：眾人歡聚一堂時用以助興的歡樂歌與趣味橫生的滑稽歌，如〈食

新娘茶四句聯〉、〈飲酒歌〉、〈猜拳歌〉、〈嫁尪歌〉等。

七、童謠類：兒童生活中用以哼唱的歌謠，依內容可分為遊戲歌、幻想歌、搖

籃歌、敘述歌等。2２

臺灣歌謠的旋律優美動人，歌詞平實貼切，文字大多為口語或口語化的半文

言，使人方便記憶並琅琅上口。在過去農業時代，教育水準普遍低落，對於不識

字的民眾而言，透過歌謠的內容，使他們了解忠孝節義的故事及做人處事的道

理，並認識許多與生活相關的常識與生命價值，所以，臺灣歌謠也具有教育的功

1 簡上仁：《臺灣民謠》，臺北：眾文圖書公司，民 76，頁 12。
2 同註 1，頁 18～20。



能。臺灣歌謠的教育價值是全面性的，包含生命教育、品德教育、兩性情感教育、

藝術人文教育等，而這些教育內容就是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備的基本素養。一個

人若懂得尊重生命，言行舉止彬彬有禮，做事合乎規矩，情感表達「發乎情，止

乎禮」，並兼具藝術美感之涵養，懂得欣賞生命中一切的人、事、物。那麼他的

人生將是豐富而圓滿的，就算有時遇到不如意，情感發洩也能找到適當的出口，

而安頓生命，這些價值正吻合通識教育之精神。

通識教育就是全人教育，無論是東方或西方，最早的教育都是通識教育。孔

子以禮、樂、射、御、書、數教導學生，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群、美，樣樣

兼備的智士仁人。再依學生之才能、性向做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的專業分科。

歐洲的貴族教育亦施行博雅教育，全方面的學習文學，藝術、政治、軍事、科學

等各方面的事物。完整的通識教育可培養良好的品德，健全的人格與宏觀的視

野，我們常從媒體報導中看到諸如大學生佔據公車博愛座，老翁要求讓坐，反被

毆打；同居男女朋友為了一點小錢或小事而翻臉，甚至置對方於死地；家庭暴力；

校園霸凌等各式各樣違反人性的事件。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缺乏通識教育和

沒有真正落實通識教育的結果。雖然目前的大學院校都開設許多通識教育的相關

課程，而且內容非常豐富多元。然因有些學生是抱著混營養學分的心態，非但無

法消化課程內容，更談不上內化課程之精神，使通識教育成為聊備一格之分學，

無法發揮出其真正的影響力。

臺灣歌謠是代代相傳的民族精神食糧，若將臺灣歌謠納入通識教育之內容，

藉由其寓教於樂的功能，不但可使學生認識臺灣社會文化之演變，並學習漢文、

河洛語與鄉土文學。而音樂獨具的侵入性與浸入性，更可使學生在習唱臺灣歌謠

的過程中，無形的受到潛移默化之影響，而提升學生的公民素養。下面試從生命

教育、品德教育、兩性情感教育和藝術人文教育等方面，探討臺灣歌謠與通識教

育之精神。

貳、臺灣歌謠與生命教育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生命歷程，而其間又須面對生活中的各種人、事、物

變遷之歷練，其心情或喜或悲，甚至碰到生命之困頓時如何面對。這些有關人生

之遭遇，感嘆與如何因應、突破等議題在臺灣歌謠中蘊涵著豐富的內容與智慧。

例如：〈病子歌〉，這是一首趣味盎然，逗趣又溫馨的歌謠。傳統社會，女子結婚

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新嫁娘入

門後一但有喜，對整個家族而言可說是天大的喜事，但懷孕的生理變化與不適，

使孕婦在情緒方面也隨之起伏，這時丈夫的體諒與照顧就顯得特別重要。〈病子

歌〉描述害喜的孕婦「面清清」、「面帶黃」、「心憂悶」、「心碍碍」、「面憂憂」等

種種生理之不適，而想吃「生蚵來打生」，「仙草滴白糖」、「五香雙糕潤」、「豬肺

炒鳳梨」、「麻豆文旦柚」等各式的水果與食物，而體貼的丈夫都非常樂於為她準

備，幫她渡過懷孕過程之不適，並歡喜的迎接新生命的到來。這首男女對唱的歌



謠，歌詞之編寫頗具巧思，不但是初為人父母者的常識教材，同時也讓為人子女

者了解懷胎生產過程之艱辛與危險，俗話說：「生若過麻油香，生無過棺材板。」

經過十個月之辛苦而順利生產，當然要與親朋戚友分享這個喜悅，所以小孩滿月

時要分贈紅蛋給左鄰右舍與親友。然而對於結婚多年仍無子嗣的婦女，每次收到

人家送來紅蛋時，只能一聲「哎唷，一個紅蛋動心悶、引珠淚、鑽亂心、催苦痛。」

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的〈一顆紅蛋〉(1932)，描述結婚多年，與丈夫有名無

實，如同守活寡的鬱卒婦女，一方面要承受來自家庭親友之催生的壓力，二方面

對於丈夫的問題又不能對他人言，只能獨自默默的承受這種無法啟齒的難題，歌

詞雖道盡無限的鬱悶與無奈，但在禮教的規範下，仍是恪守婦道，扮演好為人妻

媳之角色。

「嬰仔嬰嬰困，一暝大一寸，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搖子日落山，抱子

金金看，子是阮心肝，驚你受風寒。」這首由盧雲生作詞，呂泉生作曲的〈搖嬰

仔歌〉(1945)是傳唱臺灣街頭巷尾，守護陪伴許多孩童成長的搖籃曲。這首慈母

手抱愛兒左右擺動，並唱著搖籃曲，撫慰他們的心靈哄著嬰兒入睡的作品，是在

戰火中創作出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初為人父的呂泉生，喜獲麟兒的喜悅很快就被

頻繁的空襲取代。每天半夜一次的跑空襲，對才生產的妻子來說是件苦差事，好

幾次在匆忙中，錯把小棉被當成未滿三個月的兒子3。由於空襲次數越來越密集，

不忍妻兒受苦的呂泉生只好將他們送回臺中神岡老家，五月三十一日盟軍飛機在

台北地區猛烈轟炸，連臺灣總督府也難逃戰火的襲擊，劫後餘生的呂泉生惦念著

遠在台中的妻兒，譜寫出〈搖嬰仔歌〉。曲子剛寫好，日籍同事清水先生來訪，

看到琴架上的樂譜，信手彈起，邊彈邊唱，竟哭了起來。原來在短短半年內，他

失去了愛妻與才四個月大的兒子。聽了清水先生境遇，想到即將滿三個月的兒子

信也，又想到每晚的空襲，什麼時後會碰到炸彈誰也不知道，突然把手上的五線

譜撕毀，但一旁的房東太太對他說：「信也會平安長大的，有你這首歌，他會幸

福的。」4這一首在生命飽受威脅，感到人生無常的時代中，由於新生兒的到來，

讓生命充滿著希望，而歌詞中更是道盡了天下父母對孩子的祝福與期待。

農業社會，靠天吃飯的做田人，每天早出晚歸，或腳踩冰冷的田水，或頭頂

炎熱的太陽，辛勤的工作，所求為何？也不過為了「顧三頓」。陳達儒作詞，蘇

桐作曲的〈農村曲〉(1935)，描繪出台灣農民知足常樂的個性，雖然「透早著出

門，天色漸漸光，受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為著顧三頓顧三頓，

毋驚田水冷酸酸。」但這些身體上的疲勞、辛苦，並不會帶來精神上的煩憂，因

為「希望好年冬，稻子快快大，阮的生活著快活。」這種只求穩定，對未來充滿

希望，並容易獲得滿足的心理，正是讓台灣社會安定與進步的動力。一九四九年，

戰後初期，百業蕭條，工作機會非常少，一個受過教育，有理想、有志氣、有心

打拼的年輕人，因找不到工作，想要做生意又苦無資金，由於一家食指浩繁，只

好「暫時來賣燒肉粽。」由張邱東松作詞曲的〈燒肉粽〉(1949)，歌詞雖以「自

3 鄭恆隆、郭麗娟：《臺灣歌謠臉譜》，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 196。
4 同註 3，頁 197。



悲自嘆歹命人」為開頭，唱出歹命人的無奈，然而他沒有氣餒，沒有放棄人生的

希望，仍腳踏實地，憑著勞力工作賺錢，並唱出「不正行為是毋通，暫時來賣燒

肉粽」的自我期許與消解對現實的不如意和無奈。全曲歌詞「描述出本著良心做

事，護守本分，屬於社會底層的人生論述，即使是單純的賣肉粽，也要認真地賣，

高聲吆喝著：『燒肉粽，燒肉粽，賣燒肉粽！』」5

臺灣歌謠中有許多描述小老百姓辛勤工作，只為求三餐溫飽與簡樸安定生活

的心聲，例如〈收酒矸〉的「只是打拼顧三頓」；〈補破網〉的「今日若將這來放，

是永遠沒希望」；歹命人沒有幸福可言，但努力工作不只是為了度日，更是邁向

幸福的必經旅程，所以再辛苦都可以度過，〈孤女的願望〉最後唱出：「為將來為

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有一日將會得心情輕鬆。」這些歌曲的內容都顯示出臺

灣人民安分守己、善良、進取的性格，現實人生雖不盡人意，然都懷抱著希望，

藉由一步一腳印，建構出美麗人生。

參、臺灣歌謠與品德教育

簡上仁在《臺灣民謠》中說：「昔日教育尚未普及，民謠兼有教育的功能，尤

其是舊農業社會，從事職業彈唱的『歌仔先』，他們所推銷的『歌仔簿』，不祇為

民眾提供娛樂，更能使人們認識些許文字，明白我國大略史蹟，了解忠孝節義及

立身向善的道理。民謠之於民間，有潛移默化，寓教於樂的功能。」6「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透過歌謠音樂推行品德教化，一直是台灣歌謠內容的重心，勸人行

孝、為善的〈二十四孝歌〉、〈勸孝歌〉、〈勸世歌〉、〈人生必讀歌〉、〈勸世了解歌〉、

〈世間開化歌〉、〈從善改惡歌〉、〈勸戒賭博歌〉等，一再的提醒告誡大家做人的

道理。勸人「不要賭博、嫖妓、交壞朋友、欺凌媳婦、爭奪家產、執著財利、忌

妒他人；要教訓子弟、孝順父母公婆、娶妻生子、改過向善、勤快工作；愛惜物

資、做事有最壞打算，即使遊走溫飽邊緣還是要繼續手邊的工作……。」7

〈勸世歌〉：「我來念歌，呼恁聽噫，無免檢錢啊免著驚呀，勸恁做人著端正，

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吓」勸人做一個受人尊重，品行端正的人。〈人生必讀歌〉：「道

德仁義愛著守，富貴二字難得求，……壞事勸人修莫做，舉頭三尺有神曹，……

做人第一惜本分，一生之計在於春，一家之計著和順，一生之計在於勤，……」

更是從操守、道德；愛惜光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勤勉工作、凡事用心不計

較等方面，周延的勸誡、教導為人處事的道理。〈勸誡賭博歌〉更是以「繳若無

博人忠厚，繳若博湳人糊塗」告示賭博的不良影響。而對於在人生道路上誤入歧

途的人，〈從善改過歌〉則給予機會，鼓勵更生：「若是少年有做錯，改惡從善事

就無。」

5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臺北:向陽文化，2005，頁 23。
6 同註 1，頁 24。
7 同註 5，頁 11。



肆、臺灣歌謠與兩性情感教育

隨著經濟繁榮，時代進步，各種通訊技術日新月異，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加上速食文化的流行，快速和用完即丟的消費型態與觀念，間接了影響人際

關係。許多男女朋友、夫妻以和則合，不和即分的爽快態度相處，看似個性乾脆，

實是對感情的態度不夠嚴肅，影響所及，除了造成兩人間與家庭間的問題外，更

因此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個人以為這些都是對感情的態度不夠嚴肅，感情表現

方式不夠含蓄所造成的。現在的年輕男女喜歡直接、大膽、刺激的表現情愛，殊

不知「發乎情，止乎禮」才是保護情感的防護線，適度距離產生的美感，使男女

雙方對彼此的情意更能心領神會。透過臺灣歌謠，我們不但可以了解過去不同時

期男女對愛情的態度與情感的表現方式，更可以從中學習、啟發、修正現代的速

食愛情文化觀。

由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的〈望春風〉(1933)，創作於女性社會地位低落

的三 0 年代，對古典文學頗有研究的李臨秋，從《西廂記》中得到靈感，寫出「獨

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見到少年家，果然標緻面肉白，

誰家人子弟，想欲問伊驚歹勢，心內彈琵琶。」的歌詞，將女性對愛情渴望的心

情寫照傳神的描述出來。然而由於當時女性的情感是受到壓抑的，若明顯表現出

來就會被人視為輕浮、不正經，因此，愛在心裡口難開，只能期待意中人和自己

靈犀相通，主動上門。所以，一有風吹草動都會牽動全身的神經，懷疑是不是心

上人來了，「聽見外面有人來，開門該看覓，月娘笑阮憨大獃，茯風騙毋知。」

細膩的心思與優雅的動作，挾雜著懊惱不安和失望的情緒，構成一幅音聲影像兼

備的畫面，帶給唱者、聽者無限的想像空間。「白牡丹白花蕊，春風無來花無開，

無亂開無亂美，不願旋之出牆圍。」這首由陳達儒作詞，陳秋霖作曲的〈白牡丹〉

(1936)，則是藉由潔白的白牡丹象徵純潔的女孩，在真命天子尚未出現時，潔身

自愛，願意堅定等待真愛，寧缺勿濫的精神。

戀愛中的男女，在愛情的滋潤下總是心情愉悅，而以美的眼光看待周邊的一

切事物。陳達儒作詞，蘇桐作曲的〈青春嶺〉(1936)，描述熱戀中的男女一起出

遊，來到青春嶺，而春嶺的鳥隻與嶺頂的春花，都歡唱、綻放，祝賀他們的戀情

「春風微微吹嶺頂，四邊無雲天清清，青春歡喜青春景，春色加添咱愛情」。同

是陳達儒作詞而由陳秋霖作曲的〈滿山春色〉(1939)，也表現出和〈青春嶺〉一

樣的愉悅心情，「滿山春色歡迎咱逍遙，沿路相牽爽快唱山歌，心心相印青春上

界好，咱的親密實在世間無。」認為彼此的愛情舉世無雙，是最親密、最堅定、

最美好的。

戀情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當然希望能開花結果，但如何開口做進一步的請求

呢？常是令人欲言又止。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的〈四季紅〉(1938)，即表現

出此種心情，「秋天月照紗窗，雙人相好有所望，有話想欲對你講，毋知通亦毋

通，叨一項，敢也有別項，肉紋笑，目睭降，嘴唇胭脂朱朱紅。」而在周添旺作

詞，鄧雨賢作曲的〈滿面春風〉(1934)中，雖感到「歹勢」，「見誚」，但仍將準



備結婚生子，共築幸福家庭的期待大膽表現出來。「彼日黃昏伊又講起，若達成

希望會得結婚，毋免等待三年抑二冬，通造成可愛子兒幸福一世人，乎阮一時想

著歹勢見誚面煞紅。」

有緣無份的戀情，造成許多令人遺憾的結局「在私訂終身不被允許的社會環

境下，男女雙方對愛情的堅定要有完美的結局，必須透過雙方家庭正式的『提親』

過程才可以完成，這下就要過三關：第一關，是男方是否真心誠意要娶女方；第

二關，是男方家長的同意與否；過此兩關者，則由男方透過媒人正式提出請求，

這樣一來雙方的戀情也就曝光了。最後一關就是女方家長的態度。」8在這些過

程中，可能是男方家長認為門不當、戶不對，可能是女方家長對聘金有意見，只

要一個環節出問題，結婚的美夢就因而破碎，陳達儒作詞，吳成家作曲的〈港邊

惜別〉(1938)，描述戀情不被父母接受而被迫分離的心境，「真情真愛，父母毋

開化，無知少年啊，熱情的心肝。」由黃敏作詞，作曲的〈碎心戀〉(1967)則是

描述已有子兒的寡婦，面對真誠愛她，不斷向她求婚的富家公子，自認為配不上

對方而選擇痛苦離去，「你是有錢有地位，阮是守寡有子兒，明明知影配袜起，

決心佮你拆分離」。類似這樣有緣無份的歌曲不勝枚舉，如〈中山北路走七擺〉、

〈落大雨彼一日〉、〈月夜愁〉等……。分手的悲忿與無奈，唱出一首又一首的斷

腸詩，為了顧全大局，只能犧牲彼此的戀情，而空嘆命運弄人。

從內容描述兩性情感的臺灣歌謠中，可看到無論是甜美或悲傷的戀情，其情

感之表達都是含蓄的，因為含蓄所以不會出現逾矩的行為，因為含蓄所以就算愛

情無法圓滿，也能控制悲傷的情緒，不會做出傷害對方的行為。

伍、臺灣歌謠與藝術人文教育

臺灣歌謠的根源建立在福佬系、客家系與山地系民謠之基礎上；甲午戰爭後

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受其樂風之影響；光復初期，百業待興，出現了許多反映各

行生態與社會現象的歌謠。所以透過臺灣歌謠的音樂風格與內容，也可以觀察社

會之變遷。而臺灣歌謠優美淳樸的動人歌聲中，也唱出許多歌詠人文、景觀等民

俗風情與自然之美的曲調，這些都是認識臺灣之美最好的藝術人文教育之教材。

學習臺灣歌謠是認識臺灣民間音樂最好的方法之一。恆春地區由於福佬、客

家、山地族群共處一地，而產生特殊的民情風俗文化，表現在歌謠上亦呈現出相

互融合的獨特韻味，藉由〈思想起〉、〈臺東調〉、〈四季風〉、〈牛尾擺〉……等，

可認識，感受帶有「落山風」風味的恆春調。蘭陽地區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雖

長年下雨，但物產豐富，有「臺灣穀倉」之稱。因受高山峻嶺之隔絕，交通非常

不方便，先民為了解決交通問題，鑿山洞、開道路，於收工返家時，經過山洞，

聽到「滴」「滴」「咚」的水滴落聲，不自覺的配合水滴節奏聲，踩著輕鬆的步伐，

唱出〈丟丟銅〉。嘉南平原是先民渡海來台最早開發的地區，他們辛苦拓荒，在

8 同註 5，頁 90。



開闢新天地的同時，也唱出他們樂天知命，邁向幸福、希望的心聲，如〈駛梨歌〉、

〈草螟弄雞公〉、〈卜卦調〉、〈搖囝仔歌〉、〈天黑黑〉、〈五更鼓調〉……等。戲曲

音樂為了吸引民眾的興趣，也會運用一些流傳於民間的歌謠，作為演唱的曲調，

臺灣歌謠被引用於戲曲或說唱藝術的例子不少，如歌仔戲引用〈彰化調〉、〈都馬

調〉等；歌鼓弄引用〈桃花過渡〉、〈駛梨歌〉等，而〈江湖賣藥調〉則常用於說

唱藝術中。

福爾摩沙，美麗寶島的風光常成為詩人、藝術家讚頌的對象，在臺灣歌謠中

就有許多歌頌臺灣四時變化、各地風景、豐富物產與人文之美的作品。例如，蔡

培火作詞、作曲，創作於一九二九年的〈咱臺灣〉：「臺灣臺灣咱臺灣，海真闊山

真高，大船小船過路關，遠來人客講你美，日月潭阿里山，草木不時青跳跳，白

鷺鷥過水田，水牛腳脊烏秋叫，太平洋上和平村，海真闊山真高。」歌詞描述美

麗自然風光與充滿生機的農村景色，唱出鄉土情懷與鄉土認同的心聲。一九三八

年，李臨秋以臺灣四季花卉為主題寫出〈對花〉；以臺灣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寫出

〈四季紅〉；讚頌臺灣四季生產的水果寫出〈四時春〉。五 0 年代，臺語流行樂壇

興起了一股以臺灣為主題，展開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寶島樂遊」，最著名的是

由葉俊麟作詞、洪一峰作曲的〈寶島四季謠〉與〈寶島曼波〉。〈寶島四季謠〉以

臺灣人熟悉的景物，如草山的櫻花、碧潭邊的豔陽、秋天的收割、冬天泡溫泉為

題，勾勒出一幅富足寶島的景象。而在〈寶島曼波〉中，更是以「寶島透年生楊

桃，也有荔枝甜葡萄」、「海路水路平波波，欲吃海味免驚無」、「寶島四季鳥隻多，

鴛鴦水鴨尚相好」等豐富的物產與自然生態，描繪出幸福快樂的寶島人。葉俊麟

「以土生土長臺灣人的觀點，把生活遊憩時觸及的美景、生活習性疊合起來，形

成一幅四季分明的臺灣圖像，開創了本土觀點的臺灣描述。」9此外，她在臺語

歌曲被禁唱、打壓的年代，作品雖然無法發表，仍積極投入歌頌臺灣之美的「寶

島風情畫」系列歌曲創作，根據各地的風景名勝，一一作詞、譜曲，如〈合歡山

瑞雪〉、〈詩情平安港〉、〈難忘的梨山〉、〈日月潭船歌〉、〈美麗的蘭嶼〉、〈澎湖之

美〉等……三十六首，其中除了澎湖，因身體日漸衰弱，家人不讓他前往，每一

首樂曲描述的地方，他都親自遊歷過。「寶島風情畫」系列的最後一首樂曲，〈澎

湖之美〉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同年八月，葉俊麟便因急性肺衰竭病逝，然一

代臺灣歌謠作詞家，對臺灣的情感，愛與祝福，透過歌曲的傳唱，一代又一代的

延續下去。

陸、結語

臺灣歌謠豐富多元的內容和曲風不但是民族音樂之瑰寶，也蘊含通識教育之

內涵與精神。藉由臺灣歌謠的學習，可認識臺灣各地的民間流行音樂與民俗文

化。而整部臺灣歌謠發展史更是臺灣近代社會發展演化之縮影，從歌謠之傳唱，

9 同註 5，頁 228。



可體會、感受不同時期臺灣庶民的價值觀與時代心聲。以臺語為主的臺灣歌謠，

是學生學習臺語文的最佳媒介，臺語傳承自漢語，其中不但保留不少周代雅言，

更是唐代的官方語言，是古代詩詞創作、吟誦的文字語言，富有中原華夏文化的

內涵與精神，臺灣歌謠中的許多作品之歌詞，即運用了對仗、押韻、典雅的文詞。

臺灣歌謠的內容蘊含許多尊重生命；規矩作人與情感表達等課題，學生可藉臺灣

歌謠的學習，內化這些課題於無形，進而對學生之人格健全發展產生良好的影響。

臺灣歌謠如何運用於通識教育之課程中，個人認為各校可有效的整合通識教

育中心之資源，例如，由幾位不同學科專長的教師共同開課，從文學、語言、地

景、時代變遷與價值觀、民情、風俗、音樂風格與特色等不同的領域、角度，切

入臺灣歌謠的世界，使得學生得以從多元面向之觀點深入認識台灣歌謠的世界，

並從中延伸學習之觸角而認識、瞭解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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