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行音樂做為社會反應：張雨生歌詞創作之淺論 
 

 

1 

 
 
 
 
 
 
 
 
 
 
 
 
 
 
 

篇名： 
流行音樂做為社會反應：張雨生歌詞創作之淺論 

作者： 
陳彥羽。曉明女中。高二甲班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流行音樂做為社會反應：張雨生歌詞創作之淺論 
 

 

2 

壹●前言 
 
『流行音樂是一種「以迎合廣大市場為基礎，從而發展出創作概念、作品與訴 
求對象的音樂」。』（註一）有別於古典音樂、民俗音樂或是其它形式的音樂，流

行音樂是透過大眾傳播的管道，包括電視、廣播、唱片等等，向大眾進行傳播，

而流行音樂往往被視為一種市場或是商品。流行音樂除了具有商業意涵，亦包含

社會文化因素，因為它是人類目前廣為流傳的音樂形式，其歌詞內容亦可視為順

應社會變遷的軌跡。因此，流行音樂中的文化意涵不可忽略。張雨生是在民國七

零年代出道的歌手，那剛好是台灣政治開放以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年代。隨著黨禁

報禁的解除，媒體在台灣的影響力才開始顯現。其中又以電視在當時的影響最為

重大，各種綜藝節目或連續劇帶來了社會的庸俗。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張雨生

典雅而詩意的文字、爽朗輕快的曲風、完整不參差的專輯風格顯現其獨特性。隨

著張雨生音樂生涯的大起大落，他所書寫的文字透露出對環境的省思甚或無奈。

這樣的低潮中他如何轉換思考的方向，對社會的各種現象作出反應，就成為研究

張雨生歌詞創作不可或缺的功課。要對張雨生做通盤的研究，必須要對文學、哲

學、戲劇、音樂等諸多方面都有一定認識才可為之，只是因個人學識、資源和時

間的不足，只好縮小面向於張雨生的《張雨生創作專輯．帶我去月球》專輯作較

詳細的探討在輔以其他專輯的部份歌詞創作。 
 
貳●正文 
 
(一)《張雨生創作專輯．帶我去月球》 
 
『《張雨生創作專輯．帶我去月球》出版於民國八十一年，為張雨生退伍後的時

期。退伍後張雨生希望能唱些不一樣的歌，於是發表自己創作的新作品。他特地

到美國錄製這張自己完全創作的專輯，並以（帶我去月球）與〈我呼吸我感覺我

存在〉作主打歌宣傳。仗著當兵前的人氣，此張專輯雖然依然賣得不錯，可是也

開始了他的歌迷的兩極分歧。多數聽眾反應這些歌曲不夠順耳，但也有少部分聽

眾愛不釋手，樂於見到雨生嘗試自己創作。不管如何，當年的前衛，現今看來卻

全是主流，雨生的文字功力也自此完全展現。』（註二） 
 
縱觀這張專輯，就出現了四種不一樣的書寫題材： 
 
1. 自我哲學： 
 
本項有〈我想把整片天空打開〉、〈無題〉、〈現在這樣〉等三首歌曲。 
 
『對「我」的關照是這張專輯的基調。但必須要強調的是這種「我」並非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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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或是利己主義，而是破除自私以後的客觀存在。〈我想把整片天空打開〉所

提到到的「『天空』狹義地象微『從我』『縛我』之有形無形的包袱；廣義地表示

『我思』『我見』之林林總總的看法，把天空打開正是我大破大立的宣示」。』（註

三）這樣的說法消除了以自我為出發的意涵也消除對「我」的執著。『其中有出

世又入世的想法，「讓垂簷的樹蔭不再遮蔽我仰視的心靈」和「讓塵世的埃粒不

再沮喪我透視的方向」之後，還要「我不這樣做，誰會知道該怎麼做」。』（註四）

天空所象徵的就是人所生存的環境，但這個環境是封閉的，它「遮蔽」了人的視

線、「沮喪」了人的靈魂，所以「我」也就是敘事者張雨生要將整片天空都打開，

意味著要解放整個社會，讓這個結構不再侷限著人的視角。 
 
『〈無題〉則是提到人生哲學的形成：「天空之下所以有『無題』，本於人生的問

題沒有定論。我常常感概偉哲聖賢金玉良言竟不得千千萬萬黎民百姓的奉行，幾

千年來流失的智慧真數以萬計！」』（註五），有意無意的暗示他以承續傳統哲人

思想為思想形成的源頭；『「我不得不流俗，當情情愛愛的世界氾濫成災，我必須

攤開我的人生理念，讓此『世風不古』的紅塵也有一點點淡而幽遠的清醇」』（註

六）一言可為佐證，也表示了不與俗同和希望影響他人的理念。 
 
〈現在這樣〉歌詞中說「所以我要現在這樣的唱歌」「所以我要現在這樣的活著」，

張雨生曾經寫過「未來是什麼？未來是一連串現在的繼續」這樣的句子，可以作

為他對「當下」的重視。 
 
2. 社會現象： 
 
本項有〈帶我去月球〉、〈我就要轉彎〉、〈魔幻台北〉等三首歌曲。 
 
『（我就要轉彎）如張雨生在專輯文案中所說的是「我自己對於升學掛帥的填鴨

教育的沉痛反思」，在這個故事中彎道所象徵的是升學，只要轉過那個彎，「生命

會有成就的驕傲」、「生命在那裡才有實現的必要」，而「根據你們的說法、看法、

經驗、推演」，這些其實都是代代相傳的主流價值，在台灣或說是中國傳統中，

讀書人的地位是很高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再加上台灣現實社會中
仰賴學歷大於能力，導致一種畸形的教育體制。』（註七）張雨生所唱出的不僅

是他對教育環境的質疑，更是所有莘莘學子的共同心聲。但對於這些學生來說，

轉過彎真的就一帆風順了嗎？ 張雨生說：「但我從來想像不到那個彎的崎嶇好比
在我心中插滿了刀我一路走一路拔仍然對行來的足跡做作堅定的宣告」、「但我從

來意料不到那個彎的顛躓好比在我耳旁淒厲的呼嘯我一路走一路遮仍然對路旁

的屍骨默念和平的晚禱」這個彎道看來是崎嶇難走，多少人因為走不過去而成為

路旁的屍骨。『為了順利轉彎，張雨生受盡苦難，他「不停地絆倒、止不住的心

焦、收拾起執傲、不再堅持思考、搖頭晃腦、莫名其妙、有一點苦惱、有一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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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而在這過程中他仍然想像著轉過彎就會有個美好未來等著他， 他說「幻想
生命在那裡獲得脫俗的清高」、「仍然對行來的足跡做作堅定的宣告」、「希望生命

在那裡展示血熱的激潮」』（註八），只是沒想到這個教育體制不希望學生有太多

自己的思考，不需要太多質疑，照著大家所說的轉過彎去就好了。這樣卻忽略了

學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以及那些不適合讀書的人成為「屍骨」(象徵失敗)的後果。 
 
這四首歌都是表達面對社會現象所做的一些反應，基本上四首歌都是對社會進行

批判。〈我就要轉彎〉在專輯文案中很清楚的表明是「對於升學掛帥的填鴉教育

的陳痛反思」，其他只能看出彷彿間的意有所指，『有「我」主體的存在卻沒有明

確的客體，這頗能反映前面〈我想把整片天空打開〉的活脫。』（註九） 
 
3. 愛情： 
 
本項有〈這一夜我睡不著〉、〈湖心草深長〉等二首歌曲。 
 
異於一般抒情歌曲，這兩首歌使用的辭彙並不直接。兩首歌詞的寫作都是用白描

的方法，對景物作書寫。〈這一夜我睡不著〉、〈湖心草深長〉，兩者相同的是對感

情的委婉描寫。 
 
『一開始是一個沒有點明的主體「我」，走在路上把景物轉化成對話的客體－「守

著春天的火燄，笑問天上的雲霞：我該不該細細想她」、「疏星幾點新月淡，路上

沒有夜行人，我該不該細細想她」；但情境一轉，主體變為點明的「我」，客體則

是表達焦急情緒的伊人，而「我」所給予的答案雖然不直接，卻仍然是肯定的：

「湖心草深長，我心無處藏」。』（註十） 
 
4. 敘事： 
 
本項有〈總髮遊〉一首歌曲。 
 
〈總髮遊〉一曲，首段回憶過往年紀輕輕，只煩惱玩：「記掛河堤邊的那片青草

地」；次段接著就風景作敘述，三段是對玩伴的描寫「有很多朋友都是些小人物

卻從來不煩憂」；末段則是為年少的心境作總結，傲、狂、躁進卻又灑脫，雖然

年少卻也風流，而過往雖然「去日苦多」，但也是「悠悠行吟過今昔」。『「有很多

朋友都是些小人物卻從來不煩憂往海裡丟淚水和懵懂嬉戲雷雨過的午後種種詼

諧中的稚幼模糊又熟悉多時的面孔」小人物何以不煩憂？因為他們無所求、無所

欲，他們的生活很簡單，煩惱就少的多，這些人「不愛財寶愛英豪」「不羨人間

羨唐朝」「不知跋扈知炫燿」財寶、人間、跋扈是指世俗生活所追求的，而英豪、

唐朝、炫燿則是人心理所懷抱的夢想，他們所追求的是屬於自己的一點點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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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世間的苦難可以在談笑風聲、吟詩作賦之中迎刃而解。』（註十一）這就是

「去日苦多的時候青青子矜悠悠行吟過今昔」的不羈，不受世俗力量的牽引，堅

持初衷。 
 
（二）其他張雨生創作專輯中多面向的題材 
 
1. 老兵 
 
（他們〉是張雨生為他的父親與父親的朋友們所寫的歌曲，他在專輯文案中.這
首歌所寫的注解提到「…每次父親神情奕奕的談起當年，我知道他的心底，就會

抽痛一陣，那些孤身守著殘燈的老者，是文明無能撫及的疤痕。」『這個故事從

老兵為國家征戰沙場開始，「他們滿臉風霜他們眼神迷茫他們箕踞圍坐他們孤獨

踡縮他們蹣跚的步履踩過整個中國他們交疊的皺紋是歷史的跡痕他們黑黃的脣

齒噬過泥濘雨雪他們抖顫的雙手曾在炮火下穿梭」這些老兵經歷戰爭的洗禮，在

臉上增添了許多風霜，他們的眼神透露著他們的迷惘，他們所走過的路、吃過的

泥巴、留下的皺紋都是歷史戰爭的記號，他們也害怕、也迷惘，可是為國家社會

奉獻這麼多，這個社會回報他們的又是什麼呢？ 接著故事來到老兵隨政府來台
的生活，「總在朝霞未昇他們就已起身，露珠不及親吻大地已被汗水濕潤穿著粗

布的寬衣走在縱橫的田埂吐著濃濃的煙霧恣任冥思出神燦爛的陽光溫暖不到這

樣的角落一個慘被自私的文明遺忘的角落」老榮民的生活並未因為他們的貢獻而

獲得良好的照顧，他們必須比太陽還早起工作，在露珠滋潤大地以前，他們就已

經工作一會兒了，可見他們多早起床。從他們的穿著也可以看出他們生活的貧

苦，在煙霧一吸一吐間似乎透露著戰爭所遺留的傷害，而這個傷害卻是外界無法

想像， 也不願關心的。這個文明社會的自私，狠心地將老兵遺留在角落。張雨
生想起他高中時期學校的校工，他對校工是這麼形容的：「他的老臉漲的通紅他

騎著機車橫行在校區步道他破口大罵學生的疏於打掃」，在他的印象中這位校工

是令人討厭的，「他的跋扈他的倚老令我深深憎厭」，直到有一天他知道了校工是

「抗戰中的無名英雄」，才感到「一身罪愆難是卑微良心所能撫慰」。』（註十二）

這時張雨生說到這些無名英雄在戰爭之前也像我們一樣有自己的生活，「他們以

前也唸過詩書也談過戀愛也擁有天倫擁有工作和自己的一片天空」，但現在呢？

「他們今天有山上種樹有廁所收錢也有人賣麵賣臭豆腐和自己的風燭殘年」他們

的青春全部獻給了國家，他們拋下一切原本擁有的家庭、工作、美滿生活，投入

戰場，勝利後卻是獨自一人的落魄生活。 
 
2. 受虐兒 
 
〈我是多麼想〉所敘述的故事是有關受虐兒童的問題。『在歌曲中他所描述的受

虐兒有著「瘦骨嶙峋的小手」「茫然無神的面孔」「弱不禁風的皮囊」「淚珠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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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龐」「虛脫鬆垮的肩膀」，而這些「傷痛」「折磨」在小小心靈深處成為「惡

夢」，對他們來說是「沉沉重重的陰霾」，使他們產生「何去何從的心慌」。在這

個社會當中，受虐兒存在人們以為的溫暖家中，獨自受著委屈，張雨生在這首歌

中不斷地對著這些小孩說「我是多麼想說我甘心在這裡停留我是多麼想做我情願

在這裡守候你燦爛的笑容」，讓他們知道在社會中仍然有人關懷他們，未來仍有

希望。』（註十三）在此處張雨生的聽眾就是受虐兒，他要「握住」他們的「小

手」、「捧起」他們的「面孔」、「聆聽」他們的「惡夢」、「擁抱」他們瘦小的身體、

「拭乾」他們的眼淚，並且告訴他們一個「雲朗天青的地方白米綠蔬多肥壯花飛

蝶舞多徜徉」的樂園；他要「承擔」他們無力的「肩膀」、「扶持」他們的「希望」、

「唱出」他們的「善良天真」、「安慰」他們的心理、「指引」他們一個「觸手可

及的天堂」，並.他們「掃除陰霾」、「灑下金黃色的愛」。他要這些幼小心靈相信
他、靠近他，讓他有機會可以幫助大家。『在歌曲中段張雨生有段數來寶唱給聽

這首歌的人：「竹板一打劈哩啪來把我們的社會想一想公益觀念剛剛才發了芽孰

輕孰重誰緩誰急費思量別學兔兒爺打滾兒沾了一身臭泥巴別看兔兒爺吃飯兒七

葷八素鬧胃腸要嘛規規矩矩真心真意愛心來出發管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來皆菩

薩」』（註十四）旨在向聽眾述說作公益的重要，每個人都應該為社會盡一分心力，

一同為這群被社會忽略、需要關懷的孩子們努力，而既然要做就要全力去做，不

應有淌個混水或看熱鬧的心態。 
 
3. 流浪狗 
 
〈動物的悲歌〉所描述的是有關流浪狗的故事，在這故事結構中的人物是小黑、

小花以及小黑小花的媽媽，故事的鋪陳從小黑、小花在媽媽滿懷呵護的盼望下出

生開始：「小黑與小花欒生於晨光下也是母親心裡呵藏已久的願望他們生來便強

壯他們歌聲正清亮形影不離天不怕地不怕小黑與小花嬉遊於碧山下追著落日餘

霞浮雲微風和星光他們開懷而歡笑他們並沒有看到地平線上聳起鋼鐵爪牙」『碧

山所象徵的是一個自然、無憂無慮的生活環境，在這個環境下小黑和小花每天都

與落日、餘霞、浮雲、微風和星光等自然事物在一起，他們是健康的、快樂的，

但是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文明災難卻從地平線上升起。』（註十五）這些人類文明.
自然世界以及小黑一家狗帶來什麼樣的傷害呢？「快樂的日子卻並沒有很長萬丈

高樓大廈遮住金黃的陽光他們才兩個月大他們依然在玩耍直到那天他們找不到

媽媽小黑與小花流浪在工地旁聽著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喧嘩他們飢渴又疲乏他

們落拓而骯髒形影不離還抱一絲希望」他們原本快樂的日子被人類社會所剝奪，

因為人類所建築的高樓大廈遮住了陽光，使他們原本自然的生存環境變得喧嘩、

髒亂，他們在人類社會中找不到天然的食物與水源，因為這一切都因為人類自私

的無限開發所壟斷，一個家庭也因為媽媽的失蹤顯得破碎，小黑小花因而注定孤

獨流浪。然而生活在人類文明下的動物們，最終的命運究竟是「小黑站在小花冰

冷的身體旁試著哄他叫他舔他咬他推弄他北二高的馬路上車行狂亂而爭吵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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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沒小黑悲戚的呼嚎」最後小黑被車子撞死了，小花在一旁無能為力，卻用盡力

氣想喚醒牠，小黑的呼嚎在吵鬧的北二高上終究被掩蓋過去，就像牠們的命運被

人類所忽略一樣。『因為這個自然世界為人們所獨占，其他動物只好生活在這個

被人類再造的環境，「這個家園充滿芬芳的青草春風吹過響起感激的歌謠而如今

天不是他們的地不是他們的他們還擁有什麼山不是他們的花草不是他們的生命

之泉行將乾涸天不是他們的地不是他們的他們還擁有什麼樓宇不是他們的道路

不是他們的只剩這首動物的悲歌」原本快樂無憂的生活環境，現在卻都不屬於他

們，天、地、山、花草都不是他們的，他們的生命泉源被人類奪走，而人類在土

地所建造的大樓、道路也不屬於他們，只有這首歌屬於他們、為他們發聲。』（註

十六） 
 
4. 流浪漢 
 
〈永公街的街長〉以台語傳統唸歌的方式唱出主流社會觀點如何看待流浪漢。一

般人對於這個故事中的人物是這樣看待的：「那個永公街上說有一個奇怪的人他

每天行來行去面黑黑又打赤腳不過他都行去滿滿的垃圾筒找垃圾筒裡面別人拋

棄的東西」由此可知流浪漢在一般人眼中就是黑黑髒髒的，甚至沒有鞋子可以

穿，他每天在街道上徘徊，是個異於常人的、奇怪的人，而他賴以生存的正是那

些被別人所拋棄的東西，而事實上他也被這個社會所遺棄。「他只在附近遊蕩全

村的人都知道他我喜歡這樣稱呼他說他是永公街的街長他不痴也不是傻瓜他不

狂也不常說話他的世界裡用著吊詭文法他是永公街的街長」用街長來稱呼他其實

是非常反諷的用法， 因為「長」在現實社會中所代表的是權力，「街長」的稱呼
意味他可以握有管理整條街的權力，也就是說流浪漢表面上看起來不太得體，但

他卻比任何人都了解永公街。『「不可以世俗斗量的情感不可以世俗斗量的牽絆」

永公街街長無法以世俗的觀點來衡量，因為人們這樣看的同時，忽略了他其實是

文明社會所帶來的後果。「永公街的街長他是文明社會的罪與罰永公街的街長像

隻漂鳥因固執的追尋而跌下永公街的街長他在櫻花繽紛裡玩耍永公街的街長像

隻漂鳥因逆風迷失了方向」當社會過於強調某種價值，驅策著人們追求某些目標

(例如名利)，那股氛圍與壓力會逼迫著那些因資源不足而無法達成的人， 導致
他們跌落深淵。「固執的追尋而跌下」「因逆風迷失了方向」所指的都是按照主流

的分類方式去追求某些堅不可破的理想，在與環境不斷對抗的情勢下終究失敗，

最後「他在櫻花繽紛裡玩耍」，可憐的並不是他，因為他正快樂地活在自己的世

界裡，可憐的是這些被主流規範禁錮的人們。』（註十七） 
 
參●結論 

 

從張雨生歌詞中可以得知張雨生的音樂創作是一種對社會做出反應與回響的力

量。他所描繪的無聲的人物也確實默默地生活在你我的生活之中，公益觀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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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的行動亦在我許多團體的介入與支持下漸漸地傳佈開來。本文所探討的

中心目標是流行音樂作為一種社會反應的力量是否有其說服效果，在張雨生的歌

詞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張雨生如何以及為何質疑並寄託一個美好的理想世界。但

也因為他的創作頗為深奧，也因此降低了說服效果。社會大眾對張雨生的認識仍

然停留在唱「我的未來不是夢」的張雨生，而不是具有社會反叛力量的張雨生，

直到他的英年早逝，才逐漸喚起更多人接近與認識他的創作作品。然而即便如

此，張雨生的創作歌曲透過對不同故事的描述，使得生硬的社會議題變得更為生

動，不再是距離民眾生活遙遠的新聞議題而已，而是每個人人生都會遇到的小故

事，加深了聽者的感受力。因此，流行音樂可有社會反應的力量，若能在文字的

處理以及旋律的編排上加以修飾、使之大眾化，則為另一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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