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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歌謠賞析：美麗島、咱臺灣 

林翠鳳  

臺灣子弟的心頭糖--美麗島 

〈美麗島〉 

黃得時   作詞   /  朱火生   作曲   /  芬芬   演唱  

你看呢  一二三  水牛吃草巡田岸 1 

烏鶖娘 2 阿來做伴  肩胛上站著看高山 

美麗島  美麗島  咱 3 臺灣 

你看呢  好事雙  晚餐吃飽閒暇暇 

某唱山歌 4  尪拉弦 5 香蕉下月娘出聲音 

美麗島  美麗島  咱臺灣 

你看呢  甘蔗園  阿兄能做棗蜜糖 

愛情蜜甜卡甜糖 6  一步行一步心頭糖 

美麗島  美麗島  咱臺灣  

歌詞小注：  

1.水牛吃草巡田岸：水牛是臺灣農民耕種最主要的助力。平時下田工作，農閒

時在田埂、農地間來回走動吃草，彷彿幫忙農民巡邏田地，是農民最信實可

靠的好夥伴。巡，到各處來回走動查看。 

2.烏鶖娘：烏鶖全身烏黑亮麗，是臺灣田野間常見的禽鳥，是與農民農家最親

近的鳥類之一，別稱大卷尾，領域性、攻擊力都很強。牠在農田間捕蟲為食，

經常在牛背上棲息，也捕食牛背上的寄生蟲，牛隻因此得到了驅蟲後的舒適，

二者可說是各取所需的共生關係。臺灣鄉村早年有「烏鶖騎水牛」的俚語，

緣於烏鶖與水牛的形體差距懸殊，而用以形容瘦弱矮小但強悍的丈夫，娶了

高大壯碩卻溫順的妻子。但在〈美麗島〉這首歌謠中，卻相反地視嬌小的烏

鶖為女性，壯碩的水牛為男性，因而稱為烏鶖娘。 

3.咱：我們，是親愛之辭。臺語音如「懶」。 

4.某唱山歌：妻子唱歌謠。某，臺語稱「妻子」。山歌，鄉野山林民間自由傳唱

的歌謠，往往具有形式短小，節奏自由，曲調爽朗，風格質樸的特色。臺語

也稱作褒歌，隨韻而出，常作男女對唱，互相褒刺，趣味盎然。 

5.尪拉弦：夫婿拉弦琴。尪，臺語稱「夫婿」。 

6.卡甜糖：比糖更甜，是倒裝語的手法。卡，臺語稱「更加」。 

臺灣，是在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長期互相擠壓的造山運動中，所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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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島嶼。島嶼土地面積不到 3 萬 6 千平方公里，卻擁有高達 268 座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這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其中最高的玉

山主峰，還達到海拔 3,952 公尺。日據時期日本人發現：臺灣玉山比日本最高

山富士山的 3,776 公尺還要高，為東北亞第一高峰，大為驚訝之餘，曾為玉山

另取名為「新高山」。臺灣高山林立，隨著海拔高度的變化，使一個小島臺灣

卻能同時擁有熱帶、亞熱帶、溫帶及寒帶等不同氣候類型，造就了臺灣傲視全

球的豐富林相與美麗大地。  

臺灣位於北回歸線上，但綜觀地球上同樣位於北回歸線上的地區，有非洲

的沙哈拉沙漠、印度的印度旱地、亞洲的雅努藏布江、美洲的墨西哥沙漠等，

可見北回歸線所經之處有大規模的沙漠和次貧惡地。然而，臺灣卻因季風和熱

帶氣旋帶來的豐沛雨量，滋潤了動植物的生長，得天獨厚地成為綠色覆蓋的島

嶼。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相傳當葡萄牙船隻航海經過臺灣海峽，看到這座覆

蓋著濃密綠色森林的島嶼時，生氣盎然的美麗景象令人禁不住讚嘆「Formosa」！

「Formosa」本是拉丁文及葡萄牙文中「美麗」之意，這一聲「美麗島」的讚嘆，

數百年來相傳不斷，至今已經成為臺灣最本色的代稱了。 

臺灣幅員不大，但歷史以來所累積的文化資源的深厚，以及社會現象的豐

富，卻是極具特殊性。臺灣族群多元，一路走來滄桑歷盡，真是甘苦備嘗。但

有許多歌頌臺灣之美的故事，散發著臺灣大地的光輝。尤其是有許多作詞作曲

家展現他們至情至性的才華，以音樂歌頌臺灣，令人振奮不已。三○年代的〈美

麗島〉便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綜觀臺灣開拓史，水牛，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傳統

農村社會的水牛，是稻田、蔗園最鮮明的一道風景，更是載貨運輸不可或缺的

主要勞動力，是一家生計的依賴。水牛，可視為臺灣開發史的一大指標。清代

浙江郁永河來臺時寫下〈臺灣竹枝詞〉曾記載：「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

夜中行」，直言臺灣先民在三百多年前，夜半時分仍然驅乘牛車工作不鬆懈的

勤奮精神。臺灣農民任勞任怨、無怨無悔、一步一腳印的實在耕耘。臺灣民間

便常以水牛比喻，例如：「甘願做牛，不怕無犁可拖」、「做人要磨，做牛要

拖」等俗諺，都是以牛的勤奮操勞為形象來勉勵人們。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也以水牛作為臺灣的代表圖像，進獻於日本皇室。如

臺灣的劇團到日本表演的宣傳劇照中，特別安排加入牧童騎牛的畫面，以表示

「臺灣來的」的意涵。可見得，牧童騎牛是早期經典的臺灣印象。  

水牛在田野吃草，一隻小鳥站在牛背上，有時是黑色的烏鶖，有時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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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鷺鷥。小鳥的輕盈搭配牛隻的厚實，大小輕重對比鮮明，畫面極具趣味性。

小鳥與大牛，就像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靈巧活潑與穩重可靠互依互補，帶著

濃郁的溫馨。鳥兒們悠閒又安全地在牛背上遠眺高山，多麼動人和諧！這是農

業時代臺灣鄉間最熟悉、也最美麗的風景。  

作詞者黃得時(1909~1999)，出生於今新北市樹林區，是著名的作家和學者。

當時還是就讀於臺北帝國大學 (今國立臺灣大學 )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的學生，

他將此令人難以忘情的田野風情，融合臺灣農民知足樂天、家庭和樂幸福的農

村情景，寫成〈美麗島〉的詞，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昭和 9 年(1934)泰平唱片公

司邀請朱火生為之加以譜曲，由歌星芬芬演唱後正式發行。 

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昭和 20 年(1945)，盟軍飛機猛烈轟炸東京。

當 時 有 數 十 名 等 待 返 臺 的 留 日 學 生 在 流 離 顛 沛 之 際 ， 暫 時 棲 身 於 東 京 一 座 已

被毀損的房舍，取名「烏鶖寮」。烏鶖，是當時臺灣人最熟悉的禽鳥，這親切的

小鳥成為臺灣留學生們共同的鄉愁印記，是海外遊子們心懷臺灣的故鄉圖騰。

戰爭滯留期間，〈美麗島〉這首歌便被當成了「烏鶖寮寮歌」。以歌詞中美麗和

樂的臺灣來提振士氣，透過濃烈的鄉土情懷，鼓舞大家為返回臺灣而堅持不懈。

特別是烏鶖鳥身形雖然嬌小卻不懼猛禽的勇進精神，及其與大水牛相伴相助的

形象，更成為臺灣留學生面對困境時緊密攜手團結的最佳精神指標。 

附錄：〈美麗島〉紙上音樂會     

◎讀者請以智慧型手機掃描 QR code，便可立即欣賞。 

◎本文 QR code 及圖片等資料，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工系退休許華青教授

熱情提供，敬致衷心謝忱！  

 

大學生黃得時寫下〈美麗島〉

白話詩，以其青春熱情讚嘆寶

島臺灣的美麗和樂。後由泰平

唱片公司正式發行曲盤。二戰

期間窩居東京等待返鄉的臺灣

留學生，曾以此為「烏鶖寮寮

歌」，鼓舞大家團結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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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瑞士讚嘆歌--咱臺灣 

〈咱臺灣〉 

蔡培火 詞•曲 / 林氏好 演唱 

臺灣臺灣咱臺灣  海真闊  山真高  大船小船的路關 1  

遠來人客講汝美 2  日月潭  阿里山  

草木不時 3 青跳跳 4  白鴒鷥 5 過水田  水牛腳脊烏秋叫 6 

太平洋上和平村 7  海真闊  山真高 

美麗島是寶庫  金銀大樹滿山湖 8  挽茶囝仔唱山歌 9 

雙冬稻仔割昧了 10  果子魚生較多土 11  當時明朝鄭國姓 12 

愛救國  建帝都 13 開墾經營大計謀  

上天特別相看顧 14  美麗島  是寶庫 

高砂島 15 天真清  西近福建省  九州東北平 16 

山內兄弟尚細漢 17  燭仔火 18  換電燈 

大家心肝著和平  石頭拾倚 19 來相供 

東洋瑞士 20 穩當 21 成  雲極白 山極明  高砂島 天真清 

歌詞小注：  

1.路 關 ： 道 路 上 的 關 口 。 臺 灣 正 位 於 亞 洲 大 陸 與 太 平 洋 的 交 接 處 ， 也 是 東 北

亞 到 東 南 亞 的 中 間 跳 板，臺 灣 海 峽 以 其 地 位 之 優 勢，成 為 海 上 交 通 的 險 要

關 口 ， 自 古 以 來 也 為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  

2.遠 來 人 客 講 汝 美：自 遠 方 而 來 的 客 人 都 讚 賞 臺 灣 很 美 麗。人 客，臺 語 稱「 客

人 」。 汝 ， 你 ， 在 此 指 臺 灣 。  

3.不 時 ： 隨 時 ， 時 常 。  

4.青 跳 跳 ： 光 鮮 活 潑 的 青 綠 色 。  

5.白 鴒 鷥 ： 臺 灣 農 村 一 般 對 白 鷺 鷥 的 稱 呼 。  

6.水 牛 腳 脊 烏 秋 叫 ： 臺 灣 田 野 常 見 在 水 牛 的 腳 下 身 邊 ， 或 背 脊 骨 上 ， 有 烏 鶖

鳥 鳴 叫 飛 繞 或 悠 閒 棲 息，是 最 親 切 的 臺 灣 農 田 景 觀 典 型。民 間 因 此 有「 烏

鶖 騎 水 牛 」 的 俚 語 。 烏 秋 即 烏 鶖 、 烏 鳩 ， 臺 語 讀 音 多 相 近 。  

7.太 平 洋 上 和 平 村 ： 臺 灣 地 處 世 界 最 大 海 域 太 平 洋 的 西 側 邊 緣 ， 以 臺 灣 海 峽

緊 接 中 國 大 陸 ， 古 稱 蓬 萊 仙 島 。 一 水 之 隔 的 中 國 雖 然 有 五 千 年 興 衰 文 明 ，

在 三 國、隋 朝、宋、元 有 零 星 前 來 臺 灣 的 紀 錄，但 直 到 大 約 400 年 前 的 十

七 世 紀 初 期，才 有 荷 蘭、明 鄭、清 廷 陸 續 在 臺 建 立 制 度 性 的 長 久 經 營。臺

灣 原 是 遺 世 而 獨 居 的 和 平 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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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 銀 大 樹 滿 山 湖 ： 依 據 林 務 局 的 統 計 ， 臺 灣 森 林 覆 蓋 率 超 過 61%， 而 平 原

地 區 農 田 植 栽 面 積 廣 大，四 季 常 綠，自 古 富 庶。中 國 宋 代 稱 臺 灣 為「 毗 舍

耶 」，意 即「 莊 嚴 的 稻 土 」，讚 嘆 臺 灣 土 壤 肥 沃，物 產 豐 富。及 至 現 今，臺

灣 仍 被 各 界 讚 譽 為 「 寶 島 」。  

9.挽 茶 囝 仔 唱 山 歌：挽 茶，臺 語 稱「 採 茶 」。囝 仔，臺 語 稱「 小 孩 兒 」。山 歌，

泛 指 在 野 外 勞 動 時 的 歌 唱 。 臺 語 也 稱 作 採 茶 歌 ， 常 在 採 茶 之 時 信 口 而 唱 ，

互 相 應 答 ， 質 樸 自 由 ， 辭 多 宛 轉 。  

10.雙 冬 稻 仔 割 昧 了：稻 麥 等 穀 類 作 物 一 般 是 春 耕、夏 耘、秋 收、冬 藏，一 穫

稱「 一 冬 」，收 成 稻 榖 稱 作「 收 冬 」。臺 灣 因 土 地 肥 沃，雨 水 充 沛，又 地 處

熱 帶，稻 作 一 年 可 兩 穫，因 此 稱 作「 雙 冬 」。割 昧 了，臺 語「 割 不 完 」，意

指 臺 灣 稻 米 產 量 豐 富。彰 化 詩 人 陳 肇 興〈 秋 田 四 詠•播 種 〉寫 道：「 納 稼 纔

完 便 糞 田，農 家 六 月 少 閒 天。西 疇 乍 見 生 孫 稻，南 浦 還 澆 種 子 泉。」這 正

是 臺 灣 夏 季 雙 冬 交 替 時 節 典 型 的 農 田 寫 照 。  

11.魚 生 較 多 土：魚 生，常 指 生 魚 片，此 指 生 魚，泛 指 各 式 魚 類。較 多 土，比

土 還 要 多 ， 比 喻 極 多 、 極 豐 富 。  

12.當 時 明 朝 鄭 國 姓：明 末 鄭 成 功 (1624-1662)受 南 明 桂 王 封 為 延 平 王，隆 武 帝

賜 國 姓 朱，賜 名 成 功，民 間 因 稱 為「 國 姓 爺 」。於 永 曆 15 年 (1661)率 兵 跨 海

驅 走 荷 蘭 人 ， 登 陸 臺 灣 ， 立 基 建 設 ， 延 續 明 代 王 祚 ， 力 圖 反 清 復 明 。  

13.建 帝 都：延 平 王 鄭 成 功 永 曆 15 年 (1661)4 月 東 征 臺 灣 成 功 後，將 赤 崁 (今 臺

南 市 中 西 區 ) 定 為 東 都 明 京，設 置 承 天 府，管 轄 天 興 縣 與 萬 年 縣。並 建 立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以 管 理  東 都 。  

14.看 顧 ： 看 守 照 顧 。  

15.高 砂 島：日 本 古 代 對 臺 灣 稱 呼 為「 タ カ サ グ ン 」(Takasagun)，也 譯 作 塔 伽

沙 谷 、 高 山 國 等 。  

16.九 州 東 北 平 ： 日 本 九 州 位 在 臺 灣 的 東 北 邊 。 平 ， 臺 語 稱 「 半 」， 也 泛 指 側

邊 。  

17.細 漢 ： 指 年 齡 較 小 ， 或 身 材 矮 小 、 或 輩 分 較 低 。  

18.燭 仔 火 ： 蠟 燭 的 火 光 。  

19.拾 倚 ： 撿 拾 並 靠 在 一 起 。 倚 ， 倚 賴 、 依 靠 ， 臺 語 音 如 「 瓦 」。  

20.東 洋 瑞 士：比 喻 臺 灣 是 東 方 的 瑞 士。瑞 士 有「 世 界 公 園 」的 美 譽，臺 灣 古

稱 蓬 萊 仙 島，葡 萄 牙 人 讚 為 福 爾 摩 沙，後 世 美 稱 為 寶 島，臺 灣 不 論 是 地 理

民 俗 或 風 光 氣 候 ， 都 堪 稱 是 迷 人 的 美 麗 之 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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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穩 當 ： 安 穩 妥 當 ， 一 定 、 確 實 。  

臺 南 噍 吧 哖 (今 臺 南 市 玉 井 區 )漢 人 余 清 芳、羅 俊、江 定 等 人，在 大 正 4 年

(1915)利 用 五 福 王 爺 廟 西 來 庵 寺 作 為 掩 護 ， 號 召 發 展 反 抗 日 本 統 治 活 動 ， 發

起 武 裝 抗 日，史 稱「 噍 吧 哖 事 件 」。日 軍 發 動 毀 滅 性 屠 村 來 平 息 事 件，事 後 被

判 處 死 刑 的 抗 日 份 子 高 達 866 人，是 臺 灣 在 日 據 時 期 規 模 最 大、死 傷 最 多 的

武 裝 抗 日 事 件，也 是 臺 灣 漢 人 移 民 最 後 一 次 的 武 裝 抗 日。從 此 之 後，漢 人 改

採「 文 化 抗 日 」為 主 的 非 武 裝 民 族 運 動，為 臺 灣 人 爭 取 應 有 的 地 位 及 更 多 的

自 由 。  

日 據 時 期 由 霧 峰 林 獻 堂 領 銜，於 大 正 10 年 (1921)在 東 京 第 一 次 正 式 向 日

本 帝 國 議 會 提 出〈 臺 灣 議 會 設 置 請 願 書 〉，爭 取 在 臺 灣 設 置 自 治 議 會。大 正 12

年 (1923)2 月 第 三 次 請 願 運 動 時，在 臺 灣 的 蔣 渭 水、蔡 培 火 等 人，向 臺 北 州 北

警 察 署 提 出 成 立「 臺 灣 議 會 期 成 同 盟 會 」的 結 社 申 請，但 旋 即 遭 到 禁 止。當

時 臺 灣 與 日 本 國 內 都 施 行《 治 安 警 察 法 》，以 作 為 管 制 政 治 集 會 結 社 的 手 段。

同 年 12 月 在 總 督 府 警 務 局 的 主 導 下 ， 以 違 反 《 治 安 警 察 法 》 第 8 條 第 2 項

妨 礙 安 寧 社 會 秩 序 為 由 禁 止，全 臺 同 日 同 時 展 開 大 規 模 檢 舉 與 逮 捕，共 有 99

人 遭 受 迫 害，其 中 18 人 遭 到 起 訴。經 過 三 審 定 讞 後，蔣 渭 水、蔡 培 火 被 判 四

個 月 徒 刑，其 它 如 林 幼 春、蔡 惠 如 等 人 也 都 被 判 刑。史 稱「 治 警 法 違 反 事 件 」，

簡 稱 「 治 警 事 件 」。  

出 身 雲 林 北 港 的 蔡 培 火 ， 大 正 13 年 (1924)在 苦 悶 的 牢 獄 生 活 中 寫 下 了

〈 臺 灣 自 治 歌 〉：「阮是開拓者，不是憨奴才。臺灣全島快自治，公事阮掌

才應該。…」勇 敢 強 調「 臺 灣 是 臺 灣 人 的 臺 灣 」，倡 導「 臺 灣 人 當 家 作 主 」的

主 體 意 識，明 白 表 達 他 的 臺 灣 政 治 情 懷，期 盼 透 過 吹 拂 人 心 的 歌 曲 音 樂，傳

播 其 社 會 運 動 的 理 念 。  

主 張 臺 灣 白 話 字 的 蔡 培 火，於 昭 和 4 年 (1929)親 自 作 詞、作 曲，完 成〈 咱

臺 灣 〉。這 首 歌 旋 律 可 愛 俏 皮，歌 詞 中 熱 情 讚 頌 了 臺 灣 山 川 的 秀 麗 景 色，寫 出

對 臺 灣 家 園 的 思 念、讚 嘆 與 疼 惜，更 流 露 出 身 為 臺 灣 人 的 自 尊 與 志 氣。這 首

歌 不 同 於 一 般 僅 僅 歌 頌 景 色 的 民 謠，而 是 從 鄉 土 認 同 的 觀 點 強 調 臺 灣 主 體 意

識 ， 格 外 顯 出 其 不 凡 。  

古 倫 美 亞 唱 片 公 司 在 昭 和 6 年 (1931)將 〈 咱 臺 灣 〉 出 品 成 流 行 歌 曲 盤 ，

邀 請 歌 星 林 氏 好 演 唱，銷 售 相 當 成 功。〈 臺 灣 自 治 歌 〉與〈 咱 臺 灣 〉這 兩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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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曲，都 以 描 寫 臺 灣 美 好 與 激 發 愛 臺 精 神 為 主 題，具 有 強 烈 的 抗 日 意 識，屬

於 社 會 運 動 歌 曲。林 氏 的 夫 婿 盧 丙 丁 (守 民 ) 曾 於 大 正 10 年 (1921)加 入 由 蔣 渭

水、林 獻 堂 等 所 組 織 的「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與 蔡 培 火 同 是 愛 臺 灣 的 社 會 運 動

者 。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是 臺 灣 文 化 抗 日 的 最 重 要 機 關 ， 當 年 巡 迴 各 地 推 動 講 演 、

電 影 及 新 劇 時，一 如〈 咱 臺 灣 〉的 這 類 具 有 社 會 運 動 意 識 的 歌 曲，都 成 為 啟

迪 民 眾 的 有 力 伴 唱 。  

附 錄 ： 〈 咱 臺 灣 〉 紙 上 音 樂 會      

◎ 讀 者 請 以 智 慧 型 手 機 掃 描 QR code， 便 可 立 即 欣 賞 。  

◎ 本 文 QR code 及 圖 片 等 資 料 ， 由 國 立 臺 中 科 技 大 學 資 工 系 許 華 青 教 授 熱 情

提供，敬致衷心謝忱！  

〈咱臺灣〉由蔡培火詞

曲創作，讚嘆猶如東洋

瑞士的美麗臺灣，強調

臺灣主體意識。古倫美

亞唱片公司請奧山貞吉

編曲，由歌星林氏好演

唱，以流行歌之姿推出

曲盤。是臺灣社會運動

史上有力的激勵歌曲。  

 

蔡培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