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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們曾聽過一場邀請到了「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的演講。黑手那卡西是一

個由工人和工會組織者成立的工人樂隊，他們寫詞譜曲、改編歌曲甚至是與工人、

弱勢者集體創作，透過音樂演出的形式替弱勢階層發聲，而那次的演講中我們了

解到在社會運動中音樂所扮演的是如此重要的角色，當下也深深地被他們的音樂、

理念和精神感動。 

 

  其中他們的一首創作「福氣個屁」令我們印象深刻，歌詞描寫的是 1990 年

代台灣正面臨許多中大型紡織及電子傳統產業資金外移，一連串工廠關閉導致一

群失業工人被迫走上街頭，但對比當時火紅的提神飲料廣告詞「福氣啦」顯得格

外諷刺，於是產生了這首歌曲，這是社會運動音樂中很特別的一頁，而我們想台

灣工人在不同的時期一定有屬於他們的歌曲，因此選定這個方向進行小論文的撰

寫。 

 

二、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藉由台灣各時期有關工人的音樂串聯出台灣勞工運動的歷史和脈

絡，由另一種角度來詮釋台灣工人的發展歷程，也透過音樂的創作，更深刻的看

出台灣工人所面對的困境。 

 

三、研究方法 

  

（一）查詢資料了解台灣工業與工人發展的相關背景 

 

 （二）找出台灣各時期有關工人的音樂創作 

  

 （三）將這些音樂創作串聯出不同時期工人的發展所面對之困境與他們對外發

聲的歷程 

 

貳●正文 

 

一、台灣經濟發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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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代台灣實施第一次進口替代期，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一面發展農

業，一面將部分農業發展所得引導到工業，以提高關稅、限制進口等方式，扶植

民營企業。 

 

到了 1960、1970 年代初期，美國等先進國家希望能將勞力密集的產業移轉

至國外，台灣則決定採取較自由的經貿政策，以調低關稅、放寬進口條件、鼓勵

產品出口、單一匯率等政策應對，並陸續成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來台；到了

70 年代後期，國際間連續爆發了兩次的石油危機，全球經濟已不景氣，再加上

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備受打擊，導致外國的投資意願下降。 

 

1980 年代，台灣再度受到石油危機影響，遂開始發展消耗能量較少、污染

較低並且擁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於 1980 年設立新竹科學園區後，隨即在 1984

年提出「十四項建設」。此時期，台灣與鄰近國家經濟起飛，但也在發展電子產

業的同時，台灣勞力密集的產業，如紡織業、造紙業也遭遇了利潤下滑的狀況，

資本家為獲得最大利益，故將產業外移，以「壓低生產成本、迎合競爭趨勢，卻

在最後引發了關廠潮，在台灣本地製造了大批失業工人。」（蔣闊宇、郭冠均，

2013） 

 

二、社運音樂的開端：1988 年新光紡織廠抗爭－我們都是一家人 

 

（一）1988 年新光紡織廠抗爭背景 

 

  1988 年，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以機器過舊及生產虧損等為理由，關閉

了台北市士林區的新光紡織士林廠，實際關廠原因為士林廠位屬黃金地段，

新光紡織少東吳東進爲了可觀的土地利益而將其關閉，現址改建為新光吳火

獅紀念醫院。 

 

  當時新光紡織廠中的 400 多位員工中，有三分之二是來自花蓮、台東的

原住民少女。他們用歌曲與舞蹈，用自己的文化爭取權益，積極投入為期二

個多月的抗爭中。 

 

（二）歌詞內容及背景 

 

「………／手牽著手 肩並著肩 盡情地唱出我們的心聲／團結起來 相

親相愛／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黑手那卡西，1998）(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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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一)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 

  在為期二個多月的抗爭中，愈到後期，新光抗爭事件被媒體封鎖消息的

困境愈趨明顯，而每當報紙報導時，報導面向也總向資方靠攏，抹黑新光紡

織廠勞工。 

 

  歌曲，便成了工人向外傳遞訊息並凝聚力量、形成集體感的媒介，在抗

爭期間，員工在宿舍的集體生活中，最平常且最能傳遞能量的消遣便是歌唱，

員工中也不乏一生為新光紡織奉獻，未結婚的中年婦女，年輕的建教生為這

些較年長員工挑選能朗朗上口的歌曲做改編，改編歌詞，唱出心情，也有了

「我們都是一家人」的集體意識。 

 

  這首歌「我們都是一家人」原是一首原住民歌曲「你的家鄉在哪嚕灣」，

在此次新光關廠事件中被改唱為「我的家鄉在士林廠」，這樣的改編也為這

首歌增添了抗爭的色彩。每當有外賓來支持她們，他們便會唱起這首歌，用

這樣的方式知道自己不孤單。 

 

 （三）後續發展及影響 

 

  雖然在 1989 年 1 月 7 日，新光紡織廠員工投票通過停止抗爭行動，但留

下的一條一條歌曲，便是歷史的最佳見證。這樣的抗爭形式也「慢慢的因為

新光抗爭的關係，成為一種模式，在往後的工運抗爭中為抗爭中的行動者所

使用」（陳柏偉，1997）。這首歌後來也成為許多社運場合中最能凝聚不同族

群力量、展現團結感的歌曲，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三、媒體假象的背後：1996 關廠潮－福氣個屁 

 

（一）創作背景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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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周潤發拍攝了一則提神飲料廣告，他在廣告中登高一呼，對所有

勞動者喊話：「各位勞動的兄弟姐妹們，你們是台灣經濟奇蹟幕後的無名英雄。」，

而台下的群眾則高聲歡呼：「福氣啦！」(如圖二)，但廣告中「福氣」二字只

不過是傳播媒體所製造出的假象，當年一波產業外移的經濟風暴正圍繞著台灣，

一批一批失業工人被迫走上街頭，爭取資方該給付的資遣費與退休金。 

 

(圖二)周潤發拍的提神廣告—福氣啦 

 

一次工運組織工作者與工會幹部的討論會中，在黑手那卡西的協助下，工

會幹部、生產線上的勞動者與工運組織工作者共同創作出這首歌曲，寫出當時

台灣真實的勞動狀況，他們共同創作並練唱，完成了「福氣個屁」的最後版本。 

 

（二）歌詞內容及後續發展 

 

「經濟的大餅頭家吞 台灣的工人攏無春／野生的動物伊孝姑 幕後的英雄

是攏無份／我咧 福氣啦 福氣啦 福你一元屁／……」（黑手那卡西，1998） 

 

  「福氣個屁」這首歌曲為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成立之初創作的歌曲，從

創作到現在，這首歌仍是他們替各項社會運動聲援時經常會表演的歌曲，進

行曲式的旋律在抗爭場合中總能振奮人心，儘管時代背景有了改變，但這首

歌曲依舊能跨越界線，以直白的方式傳達出中低階層的心聲，也讓工人們在

壓迫與憤怒之中，找到了一個發洩的出口。 

 

四、勇敢的台灣工人：工傷者的心聲－回家 

 

  （一）創作背景與歷程 

 

  「在台灣，每一個工作天就有五名勞工因職業傷害或職業病死亡，近二

十名終身殘廢。」（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2013），台灣在經濟奇蹟光環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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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必須面對的風險一直都在，因為工傷而改變一生命運的人們不在少數，

他們所要面對的除了身體上的痛苦外，經濟上的壓力和心理的折磨更是常人

無法想像。 

 

  「回家」這首創作是由工傷協會詩詞工作坊與黑手那卡西共同譜曲，前

工傷協會理事長張榮隆寫詞而成，「職災，是我人生一個轉折點。除了要熬過

肢體切除的痛苦，面對未來的茫然，還有爸媽的淚水。」（張榮隆，2009)，他

以歌詞他寫下了這段過程和內心的感受，這首歌透過集體創作以文化表達的

方式，工傷者也能用音樂說出他們的心聲。 

 

 （二）後續發展 

 

  「回家」這首歌曲一開始雖然是工傷者的集體創作，他們唱道：「阿爸 阿

母 我回來了……／我知道 你們已經哭過了／是因為你們的孩兒 已經變

了／是因為破碎的身軀 失去了自由」（黑手那卡西，2009），描寫的是他們

的心聲，但歌詞的內容卻能觸動到不同族群的人，在 2011 年黑手那卡西 15

周年演唱會時，工傷者與外籍配偶共同合唱此曲，雖然他們的處境並不相同，

工傷者面對的是家人的無奈與辛酸，外籍配偶則是有著身處異鄉濃厚的鄉愁，

一首歌，不同的弱勢族群有著各自的辛酸，卻同樣的在演唱歌曲時抒發了自

己的情感，或許這就是音樂的力量。 

 

三、書寫現在：勞工心聲－巧門 

 

  在進入 2013 年後，許多問題仍然存在。每年的五一勞動節，工人發表宣言，

上街遊行爭取權益。而在去年的「台灣勞工陣線反血汗經濟聲明稿」中，工人表

達了對當前經建會極力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質疑，擔心這將是台灣血汗

經濟的再升級版。政府打破「特區」的地理侷限，以降低台灣基層勞工條件為目

的，用廉價吸引台商回流，工人們擔心，這非但不是台灣經濟解藥，而是毒藥。 

   

  巧門這首歌便是由在 1996-98 年間遭到惡性關廠的員工組成的自救會「全國

關廠工人連線」(如圖三)在 2013 年所集體演唱的歌曲。他們這樣唱：「老闆的鈔

票這樣多 關廠就落跑／16 年前就告訴你 你沒改變過／2056 萬這樣多 花錢

來告我 80 個律師湊一起／討債拚經濟」（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歌曲，2013），

這首歌寫出工人在抗爭的這麼多年裡，歷經臥軌、絕食、上街抗議等行動後，仍

得不到政府善意回應的憤怒與無奈。但歷經了十七年，他們終於在 2014 年 3 月 7

日贏得了行政訴訟的勝利，勞動部也宣布不繼續上訴，並全面撤回告訴、退還先

前已向勞工徵討的款項。但關廠的問題並未絕跡，現在勞工團體極力爭取的便是

勞基法 28 條的修法，希望將資遣費、退休金納入墊償範圍，以給予勞工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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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得的保障。 

 

(圖三)全國關廠工人連線 

 

參●結論 

 

    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不應忘了勞工─這些幕後英雄，他們真的福氣

嗎？很多時候，那只是個口號，在更多情況下，它甚至像個諷刺，在政府越向財

團靠攏、討好資本家的同時，如何讓政府聽見百姓的聲音，並促進、推動勞工權

益，是我們該思考如何去做並且實踐的。向外開放的趨勢勢不可擋，但如何保護

勞工權益，不一味追求經濟成長，而以人民福祉為基本信念，使所有人享有基本、

平等的權利，是政府更不應忘記，並且該取得平衡的。 

     

    本因歷史應運而生的音樂，回過頭來看，它們不僅是勞工表達訴求，凝聚力

量的媒介，同時也紀錄了歷史、成為現在我們「回頭看」的媒材。我們看見，在

整個工人的歷程中，工人的聲音不被聽見的現象一直存在，除了動員勞工上街抗

議表達心聲以及積極爭取修法外，我們到底還能做什麼？我們應持續不忘初衷的

表達訴求─努力尋求正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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