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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顯真情，補網表希望

－李臨秋歌謠中的美感呈現

郭慧娟

摘 要

李臨秋以一百八十六首歌詞豐富多產的形象，在台灣歌謠史上有其重要的地

位。雖然他所創作的歌詞並不見得都已編曲演唱，但就其為人所熟悉傳唱的〈望春

風〉、〈一個紅蛋〉、〈四季紅〉等，甚至晚年發表的〈相思海〉，不僅是歌詞文句優

美、內容淺顯易懂，其歌境自有其獨特美感的呈現。

本文從其傳世的一百八十六首歌詞，採用通行傳唱的版本，嘗試將其歌詞做一

初步分類分析，並由審美的角度來解讀其歌詞呈現的美感意識。大致分成以下研究

進路：

一、李臨秋歌謠中庶民生活圖像的美感呈現：此部份採取音樂社會學的方法，以庶

民生活為標準將歌謠做一分類，並從探討歌謠中各類生活圖像的美感呈現。

二、李臨秋歌謠中古典韻文的美感呈現：此部份是分析李臨秋歌謠中承襲古典漢詩

的創作手法，或轉化古典文學的意象之處，其中呈現一種具有融合典雅和通俗

的美感意味。

三、李臨秋歌謠中呈現的審美風格：李臨秋創作歌謠的時期橫跨日治時期、國民政

府來台初期至一九七○年代，其歌謠內容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文化氛圍，再加上

其人創作的個人風格和慣有角度，也展現其看待當時社會文化的角度，而營造

出屬於其歌謠的審美風格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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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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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什麼是美？歷來美學家對此可能有很多的說法，本文意不在討論美的定義是什

麼，而是透過這樣的發問來做為研究的問題源起。

是此，當聽眾感受到音樂的美時，其可能來自於樂章結構的形式和諧或音聲所

表達的情感內容，而內容包含喜悅／悲哀、崇高／平凡、深刻的／嬉遊的、邏輯的

／直觀的、有序的／混沌的、樂觀的／悲觀的等美的範疇1，但樂聲的感受是較為

抽象的，其引發聴眾的情感圖象是不確定性的，若此時聽眾聽的是配上文字表述的

歌曲，音樂的表情性就能更明顯的呈現，而審美感受亦之更具體明確。這些是因為

歌詞的文字較樂聲具體。

所以，一首歌曲能夠引起共鳴，除了優美的旋律外，歌詞對聽眾情感的感發力

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甚至摒除樂聲旋律，歌詞本身的文字就是一種文學的欣賞，

中國古典的詩詞曲不就是一種文學美的展現嗎！

然而歌詞如何能感動人？令人有美的感受？筆者想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亦

就是當吾人感受到歌詞的美時，當下的心理感受是什麼？這種美感領會對吾人產生

什麼影響？而這些是否就是因為歌詞具備了某些特質呢？

《詩經序》曾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自人類開始通過聲音的吟詠來表達對生活的感受，音樂就成為表情達意的工具之

一，再加上歌詞對情感具體的抒發，一首歌謠可以突破階層的限制，感動不同背景

的聆聽者，甚至可以超越時空，成為經典，令不同世代的人們傳頌不已。

而歌謠之所以有如此穿透力，就如《漢書・藝文志》所云：「《書》曰：『詩言

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時，詠其聲謂之歌。」歌

謠是當時人們情意的發抒，其呈現的涵義蘊含當代的共同心聲，這些心聲有時不僅

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它同時也可能是人類的共同情感，例如對美好愛情的期盼、對

生活辛勤奮鬥的堅持、或對不平待遇的抗爭等。

因此美是否可以如蔣勳所說：「美，有沒有可能幫助拿掉壓力，使他們在美的

世界當中，感覺到生命本元的一種熱情、生命本元的一種渴望和追尋？2」透過歌

詞去感受美時，同時也抒發吾人對生命的種種想望和期待呢！所以美真正關心的，

其實是心靈，而不是感官。美應該是一個心靈的打開，美是一種心靈的展放。美，

在人的身上，其實是一個自我完成的過程3。

而李臨秋以其對台語歌謠的創作熱情，將其眼光放至中下階級的芸芸眾生，透

1 參見王次炤：《音樂美學新論》〈論音樂性內容〉，臺北：萬象圖書，p.123。
2 蔣勳：《美的覺醒》，臺北：遠流出版，2006，p.26。
3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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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他的文字傳達著眾生們的喜怒哀樂愛憎，伴著旋律撫慰著眾生們在艱困環境考驗

下的寂寞心靈。他所創作的歌謠不只是當時傳唱的流行歌曲而已，它更展現出當時

人們的審美美感，並因其創作的個人風格形成具有橫越時代的美學意義。

本文試著從其現存的歌詞中4，分析其展現的美感特質，探討其中那種從生命、

生活體悟而出的情感圖像，並配合著雅俗適切的文字、句型所呈現的審美感受。最

後提出筆者對李臨秋歌詞美學風格的評價。

貳、李臨秋歌謠中庶民生活圖像的美感呈現

自有音樂以來，音樂的產生及作用必然和社會有某種程度的聯繫，一方面音樂

的內容、形式、體裁的繁衍、風格的形成以及音樂歷史的發展、音樂認識觀念多樣

化，都受社會背景、社會生活條件所制約，是社會的產物；另一方面音樂作品又間

接、曲折地反映社會生活及現象，所以音樂與社會呈現是一種雙向的聯繫。此外，

音樂不僅反映社會，有時更作用於社會，產生某種影響或引導社會風氣的功能5。

而歌謠除了具備音樂的特性外，更因其訴諸文字，有其具體可徵的依據。

李臨秋所創作的台灣歌謠在當時多為傳唱發行的流行歌，而就流行歌特質來

說，除了娛樂性、文藝性、商業性外，亦具備某種社會性，畢竟流行歌曲為了推廣

銷路，自然需要揣摩社會大眾的心理，並將社會現象表現在音樂之中，以吸引大眾

聆聽，因此它能充份反映當代的社會現象及大眾心理狀態，具有相當程度的史料價

值6。

就目前現存的李臨秋一百八十六首歌詞，其中有廿首是有題無詞，有四首歌名

雖異但內容重複前作7，有一首歌只變化其中句尾，其餘與前作歌詞皆相同8，其發

行者有八十一首9。

若按照歌詞內容分類10，大約有十五類：情愛類、閨怨類、命運類、離鄉類、

煙花類、勸世類、打拼類、青春調、飲酒類、行船類、親情類、社會寫實類、工作

歌、江湖類，以及其他難以歸類的廿七首歌詞。這些歌詞以情愛類的內容最多，約

六十餘首，超過李氏創作歌詞總數的三分之一，顯然愛情仍是吸引普羅大眾最好的

主題。而從以上分類，吾人可以發現除了難以歸類的歌詞外，其內容大多是貼近庶

民熟悉的生活場景及人物描述，而由此吾人可以看出李詞中所展現的庶民生活圖

像：

4 本文所探討之歌曲範圍以黃信彰所整理之 186 首為主。見其所著《李臨秋與望春風的年代》，臺
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9.04。

5 參考曾遂今：《音樂社會學概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P.50-51。
6 楊克隆：《台灣歌謠欣賞》，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初版，P.16-17。
7 〈雙燕敲風〉與〈伴君敲風〉、〈青樓紅淚〉與〈飄風夜花〉、〈四季渡〉與〈桃花搭渡〉、〈破鏡碎
心〉與〈碎心鏡〉內容相同。

8 〈憶桃花〉的歌詞除了二四六句尾外，其餘皆同〈異國之夜〉。
9 資料參考黃信彰所著《李臨秋與望春風的年代》一書附錄。
10 有關歌詞內容分類係參照楊克隆《台灣歌謠欣賞》一書之分類，再加以調整，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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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愛情生活的酸甜苦辣

李臨秋創作的歌詞多以愛情為其表達的主題，除了這是一般流行歌曲為求通俗

化、商業化的訴求外，詞中不論文字或內容都顯露出李臨秋對於一般庶民在追求愛

情過程中的心理變化，觀察十分深刻細膩。舉凡求愛過程中的羞澀渴望、相愛出遊

的濃情蜜意、愛情生變的委屈不甘等幽微的心理感受，在李氏詞中皆娓娓述說。例

如李臨秋最負盛名的〈望春風〉：

獨夜無伴守燈下 冷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 見著少年家

果然標緻面肉白 誰家人子弟 想要問伊驚呆勢 心內彈琵琶

想要郎君作尪婿 意愛在心裡 等待何時君來採 青春花當開

聽見外面有人來 開門該看覓 月娘笑阮憨大呆 被風騙不知

透過歌詞令人想望女孩家那種情竇初開，既靦腆又期待的情懷。對於愛情的追求是

多少青年男女的青春夢，因此在李詞中多有對自由戀愛的歌頌，如〈自由船〉：

自由船 自由船 港中亂主奔 能得你我來作群 真是咱緣份

雙人歡喜嘴肉呅 不笑格唅唇 不管世人怎議論 也撾自由船

自由船 自由船 得意身難分 做著會死也無忍 只曉保青春

你若手酸來休睏 換我出一軍 不怕波浪怎樣滾 也撾自由船

這裡我們看到青年男女對於自由戀愛的追求，是那樣不畏辛苦，拼死也要趁青春愛

一回的精神，象徵當時男女欲衝破傳統禮教之束縛的渴望。

愛情最令人心醉的，除了兩人相處的濃情蜜意外，那種期待相會的興奮或私下

幽會的冒險心情，更能引發戀愛中人們的共鳴，如〈半暝行〉：

半刻亦都拼 空想引心成 開後門身偎壁 ㄐㄧㄤ ㄐㄧㄚ ㄐㄧㄤ

忍腳步 毛蟹行 喂 為著兄 毛蟹行

暝半伴月影 春色沿路邊 小黑狗吠未定ㄐㄧㄤ ㄐㄧㄚ ㄐㄧㄤ

假拔鞋給伊驚 喂 為著兄 給伊驚

行到卜半命 不見伊厝庭 遼溪水 爬山嶺ㄐㄧㄤ ㄐㄧㄚ ㄐㄧㄤ

此處將女子為了與情郎相會，趁著黑夜獨行，怕人知道，一路上小心翼翼，偏偏小

黑狗不識相一直吠，害得女子又緊張又引人注意，路途涉水越嶺十分辛苦，但這一

切都是為了那位心上人。這種隱微的心情，李臨秋寫來活潑生動，讓人替詞中女子

這種為愛奔走的勇氣深深感動。

當然愛情的路途中不見得都是那樣甜蜜圓滿，有時以因暗戀某人的單相思之

情，如〈蝴蝶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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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粉查某嬰 孤單行過阮身邊 才縹緻 花容那西施

誰家千金女 目箭射著亂心機 雖是合我意 噫 不敢去問伊

男子面對鍾情的女子，不敢上前認識，只能在心中暗暗思戀。在此類單相思的歌詞

中，李臨秋多以女子身份代言，筆者以女子口吻來表達這種單戀思念之情更易動人

心聲，如〈思君〉：

樹下遊賞行花巷 二八青春心意茫 蝴蝶双双大戲弄，見景思君伊一人

愛

情中有聚散離合，有時並非雙方達成共識，所以歌詞中就充滿了不願分手的憤

懣怨恨，如〈不愿煞〉：

啊！不愿煞 不愿煞 不愿來看破

風吹雖然斷了線 情絲猶原也相拖 也相拖 映你來做伴

啊！不愿煞 不愿煞 不愿來看破

做若無意卜愛我 也著安慰阮心肝 阮心肝 歸圓隴袂散

啊！不愿煞 不愿煞 不愿來看破

或是慘遭拋棄的哀思委屈，如〈碎心鏡〉：

碎去鏡片滿房內 見景大悲哀 鏡破雖然無障礙 心碎不應該

我君怎樣袂理解 性情真難猜 昔日二人阮恩愛 今朝分東西

這些情緒各異的歌詞都使愛情更顯曲折。當然歷來的愛情故事一定要碰到挫折阻

礙，才能顯其圓滿結局之可貴。受阻原因有時不是雙方情感生變，而是因階級關係，

如〈恨女性〉：

恨女性 情無順 做事傷腦筋 講戀愛 重情份 到時伊倒腀

查來歷 嫌元本 敢有合時袸 交富女 惹怨恨 貧男誤青春

恨女性 情無順 做事傷腦筋講嫁娶 重緣分 到時閃求婚

分階級 不允准 敢有合議論 交富女 惹怨恨 貧男誤青春

這是一首因貧富差距而愛情受阻的歌詞，詞中男子天真地以為愛情婚姻講求是情份

和緣份，沒想到家世的懸殊以致於為愛耽誤青春，男子悔恨埋怨的心情表露無疑。

不過亦有不顧身份為愛反抗父權的堅強女性，如〈河邊思望〉：

你我二人才好情意 可惜心頭月隴未圓 無理我爹迫咱分離 不顧女兒重金錢

你我二人不可失志 提出勇氣來解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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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歌詞各自表述了愛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看見李臨秋觀照愛情面貌之

廣。

（二）女性生活的無奈愁悶

自古中國詩詞就常藉以女性口吻來表達許多情感，有時是替在傳統社會下被禮

教束縛的女性發聲，有時可能只是男性作家的借題發揮11。而李臨秋的歌詞正是為

當時社會不同環境下的女性代言，替她們述說難以傾訴的哀愁與煩悶。大抵可以分

成三種類型：

1.婚姻生活不諧的閨中怨婦

此類型的女性雖在李詞中並未佔有很高的比例，但李臨秋卻以男性作詞者的身

份深刻描繪那種女性難以言喻的抑鬱，尤以「一個紅蛋」令人傳唱多次，其詞云：

思欲結髮傳子孫 無疑明月遇鳥雲 骯婿耽誤阮青春 哎唷！一個紅蛋動心悶

慕想享福成雙對 那知洞房空富貴 含蕊牡丹無露水 哎唷！一個紅蛋引珠淚

春野鴛鴦同一衾 傷情目屎難得禁 掛名夫妻對獨枕 哎唷！一個紅蛋鑽亂心

愛情今生全無望 較慘水虌墜落甕 堅守活寡十外冬 哎唷！一個紅蛋催苦痛

此首原是為電影「一個紅蛋」所寫的主題歌，所以它的唸法是以國語發音而非台語。

內容講述一位婦女因為嫁給不能人道的丈夫，每每為著別人贈送「滿月卵」（滿月

紅蛋）而觸景傷情。其中那種對夫妻情愛的失望、牡丹無露水的無奈，透過演唱者

的歌聲彷彿看見那位獨守空閨的少婦。此外，對於丈夫久置在外不歸，獨留妻子每

日對窗望月之愁思，李詞亦寫得婉約含蓄，如〈閨怨〉：

閨深無聊獨相思 想著夫妻析分離 東西兩別二鄉里 失了鴛鴦好情誼

牛郎織女卜相見 每年伊在天河邊 阮的七夕待何時 誰人可來相通知

一遍鬱悴卜透氣 寄風送去入君耳

婦女遙想遠方的夫婿，看天上牛郎織女兩星，每逢七夕能夠會面一次，而在人間的

她和丈夫卻不知何時相見，此番鬱悶心情或許可藉風來寄送，但真的能傳達嗎？也

只能在家空想而已。

2.墮落風塵打滾的煙花女子

在台語歌謠常見描繪風塵女子的創作，例如陳小雲演唱的〈舞女〉、蔡琴演唱

〈漂浪女之歌〉等，不知是否因為這類女子在社會中都是較弱勢的族群，以及創作

者時常接觸的關係，使得她們常成為台語歌曲的描述對象？在李詞中讓吾人看到在

風塵中討生活的煙花女，她們的感情、她們的想望，那種迫於環境的辛酸，如〈城

11 參見葉嘉瑩、陳邦炎：《清詞名家論集》，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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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夜〉：

胭脂水粉嬌裝樣 踏在跳舞場 面上歡喜在風流 心內藏憂愁 藏憂愁 誰人會

曉替阮想

要去身軀現犧牲 那不厝內窮 生活戰線亂心性 貧女極不幸 極不幸 真是可

恨的世情

金錢魔鬼引阮來 才著流目屎 這款事情若早知 開門在庄內 在庄內 免入城

市在悲哀

為了生活在舞場打拼的女子，雖然臉上帶著笑容，但心中悽楚有誰知曉，在經濟的

壓力下，女子犧牲不僅是外在肉體，內心的空虛荒蕪豈是不幸二字，在金錢趨使下

落入風塵，想回頭已無能為力。如果不是觀察細微或有所接觸，在燈紅酒綠、紙醉

金迷的舞場中，誰能去表露煙花女子的悲哀呢？另外如描寫酒女的〈漂浪花〉：

漂浪在酒場 相像大海一孤舟 終身代誌若要想 只有添憂愁

諒苦歌詩罔來唱 快樂過日學風流

或是描述歌女的〈天涯歌女〉：「走唱呀 度三頓 不是愛食風流飯 念歌唱曲做錢槓

歌女命薄飲苦湯 悽慘離家離鄉庄」，以及〈走唱少姑娘〉：

我是走唱少姑娘 賣藝出入交際場 花才初蕾年紀幼 隨人學風流

輕鬆歌詩一直唱這 陪人打井泅 明天代誌明天想 大家歡喜放捨哀愁

走唱少姑娘

那種因貧而淪落入風塵的女子，未來對她們而言是遙遠的，所以就姑且即時行樂，

隨人學風流，這一切不過是為一日三餐吧了！透過傳達煙花女子的心聲，其實也可

略見當時中下階層人民的心聲，不管是日治時期，抑是國民政府來台初期，這些人

民永遠都在社會的底層及角落，他們可能沒有太多的人生理想，有的是求三餐溫飽

的微薄心願。李臨秋的歌詞不是只有流行趨向的綿綿情歌，他的眼睛望向那無處訴

苦的中下階層人民，試著替他們發聲，替他們傾訴生活的種種感受。

（三）現實生活的掙扎與希望

承上段所述，李臨秋對普羅大眾的關懷不僅僅是愛情百態，他更關注他們對現

實生活的種種心聲，如〈織布歌〉：

織梭弄 頭就痛 悽慘在機房 阮織布 做苦工 暝日後 會成人

…時機流轉秋桂香 阮動機 目眶紅 目屎流落滲紗網 忍苦痛 度過冬



8

雖然織布工作辛苦，但為了生活也只能強忍淚水，希望能度過寒冬，這可算是市井

小民最基本的訴求。此外有一首描寫礦工心情的〈礦工〉：

腰帶飯包卜活動 增產報國潛炭空 空內好作青春夢 石聲配樂人輕鬆

頭帶鐵帽地活動 勞動一日休一工 工課若閒有所望 出坑大飲心輕鬆

腳踏膠鞋大活動 賺錢顧家好過冬 冬尾相像魚入網 一家大小齊輕鬆

台灣早期有挖金挖煤的礦坑，例如金瓜石、猴硐等地都是著名採礦地區，隨著礦坑

陸續出現事故，在民國七○年代就停止採礦的工作。所以對於六年級以後出生的世

代，對於礦工這份職業是很陌生的。但透過李詞的描寫，吾人可以了解那些願意深

入地下，終日不見天日的礦工們，為了賺錢養家而不辭勞苦和危險的心情。這種在

現實中討生活雖看似辛苦，但他們總是有種對未來美好的想望，所以當初那首〈補

破網〉原只是李臨秋想要彌補吵架後出現裂痕的感情，藉此對女友表達心聲，後來

竟然變成戰後人們對生活的寄望和期盼。

見著網 目眶紅 破甲這大孔 想欲補 無半項 誰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將這來放 是永遠無希望 為著前途針活縫 尋傢司補破網

手提網 頭就重 悽慘阮一人 意中人 走叨藏 那無來鬥幫忙

枯不利終罔珍動 舉網針接西東 天河用線做橋板 全精神補破網12

雖然李詞原創時本無補希望之意，但因流行於戰後初年，人民正處於百廢待舉及二

二八事件所造成隔閡衝突的狀況，這首歌詞無疑表述人民期待融和的願望及心聲。

（四）良善風俗的勸世與勵志

從李臨秋創作的歌詞中有一部份具有傳統台灣歌謠的勸世意味13，可見李氏對
於良善風俗的重視。此類歌詞有些是根據電影所創作之主題曲，如〈懺悔的歌〉：

懺悔前非來歸正 去暗投明是正經 人無墜落呆環境 不知何路是光明

前甘後苦變愛路 千萬不可做糊塗 若有尪婿咱都好 一馬兩鞍起風波

後悔莫及是梅氏 臨渴掘井有較遲 牡丹當開糖蜜甜 花落無人相看見

悔悟回鄉尋尪婿 不報尪婿在墓內 自知有過入佛界 今生無望花再開

或如〈倡門賢母的歌〉：

倡妓賣笑面歡喜 哀怨在內心傷悲 妙英為子來所致 寡婦墜落煙花坑

12 李臨秋表示當時增列第三段歌詞是為了應付政府對此詞灰暗色彩的修改，但其實本屬贅詞，演唱
者實不須增唱。筆者尊重原作者之意願僅列前二段。此可參見莊永明《台灣百人傳》〈春風傳情
訴心聲〉，p.158。

13 參見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初版，P.306-309。



9

門風不顧做犧牲 望子將來能光明 投入嫖院雖不正 家庭義務是正經

賢明模範蓋世稀 出生入死為子兒 可惜小鳳無曉理 反責她母做不是

母心愛子是天性 艱難受苦損自身 教子有方人可敬 倡門賢母李妙英

這兩首是李臨秋初試啼聲的作品，雖以敘述電影內容為主，但透過歌手純純的演

唱，大受市場的歡迎，間接傳達歌詞中勸人要珍惜夫妻情份及父母養育之親情。除

此，針對當時自由戀愛風氣的提倡，李臨秋也看到自由戀愛所衍生的問題，而提出

他的反省與批判，如〈一夜差錯〉：

一時做差錯 事到無奈何 當初糊塗 貪著極樂道 無想善惡報 才著抱狠心頭慒

夜間無人知 對死哭返來 自由戀愛 引阮入悲哀 鴛鴦同池內 禍端獨擔大不該

錯食風流飯 目屎準菜湯 面色黃黃 悽慘割心腸 腹肚那硽缸 看卜按怎被人問

此詞描寫未婚男女因一時情愛而發生關係，以致女方珠胎暗結，而詞中正表露女子

悔恨不已的心情。雖然李詞中不乏對自由戀愛的歌頌，但情愛與禮制之間的尺寸如

何拿捏，是值得去省思的課題，故此首頗有警戒熱戀中男女之意，具有警世，勸世

的社會寫實意味。

綜上所述，李臨秋所創作的歌詞雖以流行歌曲的型態發表，但他卻沒有為了迎

合流行歌曲的商業需求，而呈現媚俗的詞作內容。反而因創作著眼於生活的各個面

向及不同階層的人民，展現其傳達庶民圖像那種為生活奮鬥的精神。這種美感的呈

現是奠基於現實真誠的表露與關懷，因而能感動普羅大眾心中那份對於生活的情感

與領會。所以這種美是來自於生活、生命本元的熱情，或許透過歌詞優美的抒發也

消解了聽者在生活生命過程所造成的困境及壓力。

參、李臨秋歌謠中古典韻文的美感呈現

李臨秋所創作的歌詞能夠橫跨日治時期到今日，超越了當時流行歌曲的地位，
而成為某種台灣歌謠的代表，尤其是〈望春風〉不僅傳唱至今，還成為台大的地下
校歌，以及海外遊子必唱的指定曲14，而〈補破網〉更是戰後四大名曲。顯然除了
旋律外，李氏歌詞中必有動人之處才能有如此地位。

前段已論述過李詞在內容上呈現的美感，此段將要探究李詞在文字創作上的特
色，以分析其歌詞動人的另一因素。

莊永明曾評析過李臨秋的歌詞，其云：

方言遣字用詞的細膩、嚴謹、獨特，少有人可以抗衡，尤其對民間語彙的應
用更是得心應手，創作的雋永詞句深受大眾喜愛，其能達「凡有井水處，即
能歌李詞」的程度，決不是偶然。15

14 參見郭玉茹：〈傳唱百年千年的望春風─李臨秋百年冥誕紀念〉，臺北文獻，168 期，p.35-49。
15 《台灣百人傳》〈春風傳情訴心聲〉，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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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提到幾個重點，首先莊永明認為李詞對於方言語彙十分嫻熟，少有人能與之抗
衡，其次他認為李詞之文字淺易，所以以「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李詞」來讚美。吾
人可知台灣歌謠的方言來自於閩南語系統，而閩南語承襲中原古音古語，連橫《臺
灣語典》序云：

夫臺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其源既遠、其流又長，
張皇幽渺，墜緒微茫，豈真南蠻鴃舌之音而不可以調宮商也哉！16

故若無深厚的漢語詩歌押韻對仗的基礎，是很難從事台語歌謠的創作。從李臨秋的
傳記中，吾人可以知道雖然李氏只有公學士的學位，但靠著自修，完成高中的學歷，
而他對於漢文研究非常深入，使得他的歌詞充滿了古典漢詩的韻味和美感。吾人可
以以下幾個方面來探析。
（一）押韻對仗嚴謹

李臨秋早期創作歌詞時非常注意韻腳是否合宜，故其詞唱來特別圓潤動聽。如
〈人道〉：

家內全望君榮歸 艱難勤儉送學費 那知踏著好地位 無想家中一枝梅
中途變心極罔懂 人面獸心薄情郎 柴空米盡是難當 幼兒哭飫双親亡
梅花葉落流目屎 千辛萬苦為夫婿 節孝完全離世界 香名流傳在後代

或如〈瓶中花〉：

瓶中生花清香味 狂風吹來亂心機 紅顏本是為容死 心內悲調彈不盡
花有青春再開時 獨阮瓶花無春天 薄命實在難清移 暝日矇霧罩目墘

由上兩首，可以發現李詞對於韻腳的掌握，這除了是李氏熟讀古典詩詞的影響外，
他在創作後還請歌人醫師林清月過目指導，深受其所輯注蒐錄的《仿詞體之流行歌》
與《歌謠集粹》之影響17。

（二）字句排比工整
早期李臨秋的作品非常講究排比的工整，以傳統的歌謠的「七字仔」型式創作。

除了先前提到的〈懺悔的歌〉、〈倡門賢母的歌〉、〈人道〉外，尚有〈花前嘆月〉：

一時方針掠無正 意志失落沒心成 二人當好像鳥隻 離開聲中叫君名
三日沒想卜照鏡 衫褲襤褸袂曉驚 四處尋無哥腳跡 死活不知阮親兄
五更月娘採花影 誤阮青春謂敲聽 六點日頭上山嶺 陸續()阮哭歹命
七夕天河光熒熒 拭起目屎看星行 八月十五雨搧() 扒破希望嘆一聲

此首歌不僅是以七字句創作，甚至按數字順序排列，展現作詞者對於遣詞用字的高
超技巧。此外，李臨秋特別喜用四季遞嬗的意象來創作歌謠，如〈四季紅〉：

16 連橫：《台灣語典》，臺北：金楓出版社，1991，p.30。
17 黃信彰《李臨秋與望春風的年代》，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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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花吐清香 雙人心頭齊震動 有話想要對你講 不知通也不通 叨一項
敢也有別項 目呅笑 目睭講 你我戀花朱朱紅
夏天風正輕鬆 雙人坐船在遊江 有話想要對你講 不知通也不通 叨一項
敢也有別項 目呅笑 目睭講 水底日頭朱朱紅
秋天月照紗窗 雙人相好有所望 有話想要對你講 不知通也不通 叨一項
敢也有別項 目呅笑 目睭講 嘴唇胭脂朱朱紅
冬天風真難當 雙人相好不驚凍 有話想要對你講 不知通也不通 叨一項
敢也有別項 目呅笑 目睭講 愛情熱度朱朱紅

還有男女對唱的〈對花〉：

春梅無人知 好花含蕊在園內 我真愛 想欲採
做你來 糖甘蜜甜的世界
夏蘭清香味 可惜無蝶在身邊 真歡喜 我來去
免細膩 少年不好等何時
秋菊花舖路 閒人袂曉來 迌 這呢好 極樂道
較大步 來看青草含秋露
冬竹找無伴 落霜雪凍風真寒 大聲嘩 我來看
緊卡偎 哈人知咱的快活

除此，尚有〈四季相思〉〈四時春〉〈四季渡〉〈空谷開花〉〈四季譜〉等都是排比四
季的文字來表達歌詞的內容，這也間接展現了臺灣四季的景物，具有濃厚的「臺灣
味」。

（三）善於轉化語典意象
李臨秋的歌詞除了在韻腳和字句的處理具有古典漢詩的格律外，在歌詞意象的

營造上也頗能轉化古典詩詞或文學語典的意含，使其傳唱於普羅大眾的流行歌曲同
時具有雅致的文學風格，這些或許可以肇因於李氏漢語文學的研讀很深入，尤其是
古典章回小說，故雖然情歌，但意境卻不俗18。例如最有名的〈望春風〉詞中那句
「聽見外面有人來 開門該看覓 月娘笑阮憨大呆 被風騙不知」，據李氏自敘那是
因元曲〈西廂記〉的詩句「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激發出他的靈感，在他的詮
釋下就成了少女欲語還休的含蓄情懷19。

除此之外，晚年在經林二譜曲所發表的〈半暝行〉，詞中描寫少女半夜幽會情
郎的情景，語調活潑生動，尤其那種為掩人耳目，依壁潛行的姿態似乎躍然紙上，
其云：

半刻亦都拼 空想引心成 開後門身偎壁 ㄐㄧㄤ ㄐㄧㄚ ㄐㄧㄤ
忍腳步 毛蟹行 喂 為著兄 毛蟹行

這是否和南唐李煜詞作〈菩薩蠻〉在描述當時他和小周后幽會時，小周后半夜提鞋
那種嬌態有異曲同工之妙呢？其詞云：

18 參見莊永明：《台灣追想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新版四刷，p.92。
19 同註 18，p.90。



12

花明月黯籠輕霧 今霄好向郎邊去 剷襪步香階 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 一向偎人顫 奴為出來難 教君恣意憐

或許李氏創作時未曾想過李煜詞中的這一段意象，但其中那種女子不懼深夜，獨行
於路途，只為會見心上人一面的情態，令想望愛情的箇中男女頗能有共鳴之效。
其次，在〈一個心肝〉中的這位女子是既想要相會意中人，但又怕父母發現，所

以叫男方躲在屋後別出聲，那種欲迎又懼的緊張心情，在李臨秋寫來真是入木三
分，詞云：

我君約卜來阮樂 暗中歡喜地等侯 給阮相像風頭狗 噯唷 一個心肝亂操
叫伊抈在厝角後 等阮出聲才浮頭 父母未睏不敢走 噯唷 一個心肝亂操操

這和《詩經》那首〈將仲子〉中的女子對於情郎的夜探既歡喜又怕驚動家人的矛盾
心理是否有相似之處呢？詩云：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
之言，亦可畏也

雖然，三○年代後已漸漸提倡自由戀愛，但對女子而言仍有諸多限制，大白天在眾
人眼光下，不敢明目張膽地與愛人約會，或是熱戀中不捨片刻分離，只求時刻相守
相聚，故等待夜晚私會情郎。可是夜深人靜怕驚擾他人，所以那種偷偷摸摸的掩藏
行徑，但心中卻興奮緊張難掩的神態，跨越了千年，似乎轉入了李詞中女子幽會情
人的場景。

再言，李臨秋的歌詞有許多以花來喻人之作20，其中〈瓶中花〉說道女子青春
正好，可惜無人理會只能任其凋零，詞云：

瓶中生花清香味 狂風吹來亂心機 紅顏本是為容死 心內悲調彈不盡
花有青春再開時 獨阮瓶花無春天 薄命實在難清移 暝日矇霧罩目墘
怨恨園翁不曉理 貪財全無惜花枝 悽慘引出目屎滴 新憂舊愁添傷悲
嘆淚活泉流不止 若知此款不出世 今朝蝴蝶糖蜜甜 花落無人相看見

這讓筆者想起《牡丹亭》中杜麗娘遊園尋春之後的感慨，其詞云：

沒亂裡，春情難譴。驀地裡懷人幽怨。則為俺生小嬋娟，撿名門一例一例裡
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俺的睡情誰見？則索因循靦腆。想幽夢誰
邊，和春光暗流轉？遷延，這衷懷哪處言？淹煎，潑殘生，除問天！

感嘆青青美好生命的虛度，無人陪伴缺乏情愛滋潤的感慨，想來是古今詩詞中女子
常見的情態。在李臨秋的創作中雖非刻意為之，但那種相似意象的聯繫，使其詞文
呈現亦詞亦文亦溫21的美感意味。

20 如〈白茉莉〉、〈空谷開花〉、〈六月茉莉〉、〈水蓮花〉等。
21 此詞借用黃信彰在《傳唱臺灣心聲─日據時期的臺語流行歌》(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9)對李
臨秋的形容，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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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李臨秋生平及詞作頗有研究的黃信彰，也說：「〈四季紅〉裡的一詠四歎，
是否來自《詩經》裡〈關雎〉和〈蒹葭〉善於迴環返復的餘音之意呢？這種點到為
止的男女情調，不也正是臺灣鄉間含蓄愛情的寫實筆法？22」或許可呼應筆者的觀
點。

總結前段所論，李臨秋的歌詞不只是以當時台語方言的語彙來創作，以求其通
俗便於傳唱，在詞文的美感上更懂得聲韻及文句的形式構成，活用語典意象，達到
具古典韻文的溫婉典雅之詩境。故有學者稱其歌詞有「詩」的性質，肯定其詞境上
的營造23，其淺易且典雅的文字琢煉所引動人的美感想像，或許也是李詞能夠感動
不同階級、不同時代的人們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吧！

在「臺灣歌謠與李臨秋的年代座談會」中呂興昌從臺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李臨
秋歌詞的文學地位，認為李臨秋和那個時代的臺語作詞人，都是臺語詩的詩人，其
中保存大量臺語古典文言音系統，並影響戰後臺語現代詩的創作24。與會的台語歌
謠創作者陳和平也以自身的創作經驗敘述台語歌謠和古典韻文的關係，他認為臺語
歌是依唐詩而寫的，所以具有古典韻文的美感特徵25。由此可知，李詞中具有的古
典韻文的之美感意味並非偶然。

肆、李臨秋歌謠中呈現的審美風格

筆者在探討李詞內容時，曾言及李臨秋並未因受限於流行歌曲的通俗化、商業

化而使詞作有媚俗的傾向，反而流露出對當時社會普羅大眾的關懷，及對社會風俗

的反省思考。

其詞保留了臺灣人純樸、敦厚的性格，對於時代氣氛的掌握亦頗具代表性26。

不論是〈一個紅蛋〉、〈望春風〉、〈四季紅〉，還是〈補破網〉都溫和含蓄表達庶民

的心聲，也正因為其詞傳唱的普遍，其作〈補破網〉與〈四季紅〉受到有關單位的

關切，甚至修正歌詞歌名，可見其對臺灣庶民文化的影響力27。

李臨秋除了展現詞作中對庶民心聲的傳達外，呈顯親民樸實的審美風格，對於

戰後有段時期日曲台詞的混血歌28充斥於全島，為發出其無言的抗議而封筆，顯見

其對臺語歌謠強調本土文化原滋原味創作的堅持，也因此其詞皆呈現具臺灣鄉土風

味的審美感受。

據黃信彰所記，每次李臨秋作完詞一定朗頌給不識字的母親聽，母親若能解讀

詞義，表示詞義定能為大眾所通曉29，頗有白居易「老嫗能解」的創作理念。李詞

22 見《李臨秋與望春風的年代》，p92。
23 參見呂興昌在「臺灣歌謠與李臨秋的年代座談會」的言論，座談會紀錄見《臺北文獻》，168 期，

p.8
24 同前註，p.7-8。
25 同註 23，p.9-10。
26 見《李臨秋與望春風的年代》，p68。
27 同前註 26。
28 參見杜文靖：《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5，p60-62。
29 見《李臨秋與望春風的年代》，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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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追求平易淺顯的寫作風格，除了是李臨秋個人堅持歌曲要能傳達庶民心聲外
30，重點亦要能感人於心，所以面對當時教育不甚普及的環境，淺白易懂的歌詞可

以讓大部份的民眾藉由聆聽來感受其歌曲之情感，以抒發寄託對生活、生命的各種

體會及經驗 。這種創作特色形成李詞中特有平淺易解的審美風格，但又因其詞文

字雖淺但意境雅致，故其整體而言，李詞展現是一種雅俗共賞、言淺意深的質樸柔

美詞風。

伍、結論

本文試著從李臨秋歌謠中的內容、創作特色、營造風格去呈現其詞的美感，主

要探析的是李臨秋的歌謠何以能夠橫跨日治時期至今日而傳唱不已？不同時空的

人們何以能受其歌詞感動，並成為臺語歌謠的代表作品？

筆者認為李臨秋歌謠之所以能有如此影響力，主要是其詞傳達庶民的生活和心

聲，展現出奠基於現實的美感經營，而透過優美文詞的建構使其歌謠典雅流暢，意

境不俗。其對於社會風尚的觀察及創作的堅持，使其風格淺易而溫厚。故李詞中那

種美感呈現是一種生命本元熱情的自然流露，是透過生命不斷成長的美學經營。

30 李氏曾自云其創作理念：「我是為百分之七十五的聽眾作詞的」，同註 29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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