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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獻整理 

臺灣歌謠賞析：臺灣農民的勤奮頌歌--農村曲 

林翠鳳  

〈農村曲〉 

陳達儒 作詞 / 蘇桐 作曲 / 青春美 演唱 

   透早
1

就出門，天色
2

漸漸光。受苦沒人問，行到田中央， 

行到田中央，為著顧三頓
3

，顧三頓，不驚田水冷霜霜
4

。 

炎天赤日頭
5

，悽慘日中晝
6

。有時踏水車
7

，有時就挲草
8

。 

希望好日後
9

，每日巡田頭
10

，巡田頭，不驚嘴乾汗那流
11

。 

日頭那落山
12

，工課才有煞
13

。有時歸身汗
14

，忍著寒甲熱
15

， 

希望好年冬
16

，稻仔
17

快快大，快快大，阮
18

的生活就快活。 

歌詞小注：  

1.透早：臺語，天邊剛透出早晨陽光的時候，指天快亮的黎明時分。透，顯

露出來。 

2.天色：天空的光線顏色。 

3.顧三頓：顧全一日三餐。顧，關照、注意。 

4.不驚田水冷霜霜：不怕田水寒冷刺骨。驚，害怕。田水，灌溉田地的水。

冷霜霜，形容田水冰冷如霜，寒氣刺骨至極。 

5.炎天赤日頭：大熱天時烈日當頭。炎天，大熱天。赤，火熱而深紅。日頭，

太陽。 

6.悽慘日中晝：最痛苦的是正中午在田地間耕種。悽慘，悲哀慘痛。中晝，

中午。晝，白天。 

7.踏水車：踩踏水車汲水灌溉農田。水車，是利用水流位能產生動能的機

械，透過配置的提水筒，可將水由低處運往高處，再導入農田中灌溉作

物。是傳統社會農家的好幫手，現在已經不多見了。 

8.挲草：插秧之後，農夫在田地間進行的人工除草。為了避免雜草增生妨

礙作物的成長，又不能貿然連根拔除，恐怕會損及秧苗，因此農夫們必

須彎著腰，雙手甚至連同雙膝跪浸在水田間，以觸覺感受雜草，將之一

一拔除後壓入田土裏。待雜草腐爛後，也轉化成稻苗的天然肥份。這是

非常重要卻很辛苦的農務，考驗著農民的勤奮。挲，撫摸輕按。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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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後：以後的日子，未來。 

10.巡田頭：在田地間巡視。巡，來回查看。田頭，田邊，田地。 

11.嘴乾汗那流：又口渴又流汗。那，一邊…一邊…，臺語。 

12.日頭那落山：太陽若是下山時。那，通「若」，意即若是。 

13.工課才有煞：農務才會結束。工課，工作，此指田地裡的各種農務。煞，

終了。 

14.歸身汗：全身是汗。歸，有並合之義，意即全部。 

15.寒甲熱：寒冷與炎熱。甲，也作「佮」，意即和、與、及、合。 

16.好年冬：農作物收成好的年份。臺語，播榖稱「冬」，收榖稱「收冬」。

台灣寶島土地肥沃，氣候溫暖，稻作一年可以兩熟，謂之為「雙冬」。 

17.稻仔：稻苗。仔，語助詞，對幼弱者的形容。 

18.阮：我，我們。臺語。 

台灣是稻作的天堂，是物產豐盈的寶島，生活其間的農民百姓，認真

耕耘，安居樂天。這首〈農村曲〉忠實地反應農民的辛勞生活，完全貼近

農民心聲，正是台灣農民勤奮耕作，單純樸素的寫真名曲，是台灣農業主

題歌謠的代表作。  

台灣以農為本，原住民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種植小米稻作等。宋代

稱台灣為「毘舍耶」，意即「莊嚴的稻土」，顯示在 1000 多年前的漢人，已

經認識到台灣是土地肥沃，稻作豐盈的樂土。明清之後漢人移民來臺日眾，

耕地開發更加積極，水圳開發逐步建設，彰化平原的八堡圳、嘉義平原的

道將圳、高屏地區的曹公圳、新竹地方的隆恩圳、臺北盆地的瑠公圳等大

小埤圳，至今數百年來依然嘉惠地方農務未歇。飲水思源，滋養無數台灣

子弟。因為水利灌溉的豐沛穩定，而使得原始粗放的方式，得以轉為定點

集約耕種，稻作也由一穫增加為兩穫，稻米的產量大大地提升。清朝時期

的稻米生產，除了供應臺灣島上居民食用無虞之外，尚且跨海銷往福建、

廣東、浙江等地，甚至也運往天津華北銷售。台灣因而成為大陸沿海一帶

糧食供應後盾，贏得了「閩粵穀倉」的美稱。  

日本人據台時期以「農業臺灣」為施政目標，除了致力於作物品種改

良之外，也大力興修水利工程。包括日月潭水庫、烏山頭水庫、桃園大圳、

嘉南大圳等大型蓄水及灌溉工程，都以先進技術提升台灣水利水準，促進

農業產值的進步。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初期，台灣由於經過戰爭的洗禮，整體經濟疲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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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力很低，當時農業政策的目標為提高土地生產力，國民政府透過

實施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農地改革政策，加速農村建設，

終於使農業生產力大幅提升，改善農民生活。不僅確保糧食產能穩定安全，

還可外銷歐美、日本賺取外匯收入，才能有效地累積資本，轉型發展工業，

從而帶動台灣的工業起飛與促進經濟發展，創造舉世讚嘆的臺灣經濟奇蹟。

而今，台灣農業改良生物技術獨步全球，農業對厚植民生國力、保障糧食

安全、促進生態平衡等多方面，都有著難以替代的效能與貢獻。  

〈農村曲〉這首歌是台灣農民耳熟能詳的名曲，除了旋律輕鬆鮮明，

易於朗朗上口之外，主要的還有歌詞，貼切地寫出了農民日常務農的身影，

道出了農民辛勞之下的真實心聲，字字打動人心深處。生動有畫面，樸素

不煽情。全歌三段歌詞，是依照著日頭時間的順序進行的，彷彿帶著聽者

與歌者，跟著農民下田做一日農夫的體驗行程。  

首段開篇的「透早」一語便是道地的台灣話，是指天邊剛透光的黎明

時分，一大清早天濛濛亮的時候，是十分形象而生動的一句台語用詞。而

農民便是在此大部分人還溫暖沉睡的時候，就已經步出家門，走到田中央，

捲起褲管開始勞作。即使田水經一夜曝寒，已是冰冷刺骨酸凍，雙腳也要

勇敢走下田水裡。因為每日三餐，一家老小，都盼望著農地有好收成，才

能有好生活。農夫多一份勤，作物長一分好，家裡便能多一些溫飽。歌詞

寫得直白，生活就是要面對，務農就是要認真踏實。而農民黎明即起，辛

勞無懼的勇者剪影，已經鮮明的被刻畫出來。 

 

第二段寫時至中晝，赤陽當頭。台灣四季溫熱，夏季尤其燠烈，農夫在

田間工作，卻只有一頂竹葉斗笠遮陽，其辛勞絕非一般都會上班族可以比

擬，歌詞中用「悽慘」形容，實在真辛酸。然而農務繁多，取田水灌溉要

人工踏水車來注入，秧苗插好後雜草也紛紛爭出，農夫跪走在田地泥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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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拔草除稗，呵護稻子成長。巡田頭，看田尾，終日忙碌不休，即使汗

流浹背，燥熱口乾，也在所不辭。只盼望著農工多些周全，作物多些茁壯，

未來能有好收成。日復一日的工作，農民少有閒懶的空間。 

 

特別是，台灣中南部稻作一年可以兩穫，在「六月火燒埔」的盛夏時

節，正是一期稻作收穫，隨即二期稻作馬上接著播種的農忙之時。清代彰

化農民詩人陳肇興形容得最好:「驕陽似火稼如雲，隨穫隨耕力最煩」(〈春

田四詠•之四 穫稻〉)、「納稼纔完便糞田，農家六月少閒天」(〈秋田四

詠•之一 播種〉)最熱的季節卻是最忙的時候，台灣農民的辛苦負擔是加

倍加乘的，而他們勤勞奮進的拚搏精神，卻多麼可敬！這是台灣安定的基

礎力量，是最可貴的精神楷模！ 

第三段已是日斜黃昏時。農民是太陽的子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

治時期的農業尚少有機械替代，仍依賴大量的人力，農家總是有做不完的

活兒，農民隨著日出而作，卻常忙得忘了自己全身汗，忘了天氣冷熱變化，

更忘了時間飛逝，直等到那日頭落山，天黑不見光，方才不得不歇手休息。

這所有的努力，只為了一個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盼望。那腳下土地上的稻仔

呀，快快長大，快快豐收，那盼望便能成真。農民們的願望很樸素，卻那

麼真實。 

這首歌以寫實的筆法，生動地刻劃了農民勤奮勞作的身影，感動著無

數感同身受的農民們，也贏得廣大民眾的高度認同，更讓許多非農民能體

會到農民的辛勞與酸苦，進而懂得尊重付出，珍惜食物。是一首兼具著寫

真美感與教育意義的歌曲。 

然而，如此單純的一首歌，卻曾經一度是被政府明令禁唱的歌曲。創

作於昭和 10 年(1935)的〈農村曲〉於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以歌詞內容強

調台灣農民生活困苦，損及政府顏面，有醜化政府形象之虞為理由，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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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唱。如此的禁唱理由，似乎完全曲解了詞作的原意，讓原作者陳達儒很

難認同，始終難以釋懷。他曾表示，當初是希望傳達唐代李紳〈憫農詩〉: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意涵。期盼藉

由歌曲能讓人民大眾體會農人的辛勞，務必要珍惜米糧才好。對歌詞遭到

斷章取義，扭曲詞意，感到十分無奈。所幸在民國 65 年(1976)終於解禁，

可以公開自由的演唱。 

陳達儒一生致力歌詞創作，傳世約達 300 餘首之多，是廿世紀初期台

灣重要的流行歌謠作詞家。他具有傑出的文學素養，注重生活體驗，關懷

社會。認為：了解了每一階層民眾的日常生活與心態，才能寫出真正打動

人心的好作品。他長居台北都會，但為了寫作〈農村曲〉的歌詞，每隔一

段時間便經常下鄉到農村居住，近距離觀察農村生活，深入體驗農民的生

活作息，體會農民的酸甜苦辣。因而能入木三分的鋪寫出動人的雋永歌詞。

民國 78 年(1989) 第一屆金曲獎頒獎典禮上，陳達儒榮獲新聞局頒發「特別

獎」，以表彰他長期以來在台灣歌謠界的巨大貢獻，被譽為「台灣歌謠界的

才子」。 

附錄：〈農村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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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 子 歌 后 鳳 飛 飛 以 親

民 清 新 著 稱 ， 廣 受 庶

民 大 眾 及 各 階 層 人 士

的 喜 愛 。 她 以 輕 快 活

潑 的 聲 調 演 唱 〈 農 村

曲〉，傳達出台灣農民

樂 天 知 命 ， 純 樸 可 愛

的特性。 
 

 

台 語 金 曲 天 后 江 蕙 ，

嗓 音 溫 潤 圓 融 富 於 感

動 力 ， 是 台 語 歌 謠 界

的 實 力 唱 匠 。 〈 農 村

曲 〉 在 其 獨 特 嗓 音 的

詮 釋 中 ， 傳 達 出 了 農

民 安 於 本 分 ， 韌 性 承

擔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