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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分析、比較，探討張炫文、施福珍與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的福

佬創作兒歌，在音樂組織與歌詞特色方面的異同之處，並期待此研究結果可作為

其他研究者之參考。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主要在說明研究的緣由、過去的研究情形、

研究的對象、範圍、方法及目的等。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別從「成長與背景」、「理

念與實踐」及「成果與貢獻」三個面向，來介紹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的音樂

生涯，並敘說他們從事歌樂寫作的發展過程及所創作的福佬系兒歌之概況。第五

章，除了分別選出他們具代表性的十首兒歌作品，並就曲調特性及歌詞特色，進

行深入分析及比較。最後一章，則是研究過程的回顧、成果報告及對相關研究的

建議。 

本研究結果得知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都是勤奮學習，態度熱心的音樂家，

雖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但至少都完成了碩士學位。他們年少時期都有相同的鄉

土民俗曲藝體驗，孕育為熱心為孩子們創作鄉土母語兒歌的理念，並努力實踐之。

張炫文創作的福佬兒歌雖較少，但作曲技巧成熟，運作自如，但有些較不適合兒

童，其歌詞大多他人所作；施福珍創作數量最多，講究旋律口語化，作品絕大多

數為兒童而創作，也深受兒童喜歡；簡上仁的創作數量亦不少，他除了强調曲調

和聲調的諧和一致，還用心講究鄉土音樂的承傳，在宮、羽調式之外，特別創作

徵調兒歌。總之，三位的福佬系兒歌作品，對兒童音樂教育、藝術與人文領域與

母語教學都有一定助益與貢獻。 

關鍵字：台灣兒歌、台灣福佬系兒歌、張弦文、施福珍、簡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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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compares and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musical structures and ly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lo children’s songs created by three 

composers -- Chang Hsuan-wen, Shih Fu-chen, and Chien Shang-jen. Hopefully,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will be useful to future researcher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mainly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the research, its subjects, scope, methods and objectives, and discusses 

similar studies conducted previously. Chapters Two, Three, and Four introduce the 

music career of these three composers,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their music 

composition and song writing, and the Holo Children’s songs they have composed. 

Chapter Five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en representative 

children’s songs composed by each of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lody and lyr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st chapter, the research process is review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presented, and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to relevant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se three musicians – Chang hsuan-wen, Shih Fu-chen, 

and Chien Shang-jen – are all diligent learners and enthusiastic music practitioners. 

Although having grown up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each of them has received at least 

a master’s degree. In their childhood, they enjoyed similar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folk art as well as folklore. These experiences helped them form the idea of creating 

children’s songs for kids with passion and meanwhile strive to put this notion into 

action. Although the number of Holo children’s songs by Chang hsuan-wen is 

comparatively small, he demonstrates mature composition skills and applies these skills 

remarkably. However, some of Chang hsuan-wen’s works are less suitable for kids. The 

words of Chang’s songs are mostly written by others. Of the three, Shih Fu-chen has 

compos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Holo children’s songs. He considers it important that 

melody should be as smooth as talking. Most of Shih’s songs are created specifically for 

kids and are deeply loved by them. The Holo children’s songs by Chien Shang-jen are 

similarly large in number. Besides emphasizing that a tune should be in harmony with a 

lyric tone, Chien has been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pass down native music of Taiwan to 

future generations. In addition to Kung(宮) and Yu(羽) modes, he has also composed 

children’s songs in Zhi(徵) mode. In short, the Holo children’s songs created by these 

three musicians have been beneficial and have mad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children’s music education, the fields of arts and humanities, as well as native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Taiwanese Children’s songs, Holo Children’s songs, Chang Hsuan-wen, 

Shih Fu-chen, and Chien Shang-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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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兒童素質的優劣決定一個國家、社會未來的競爭

力、氣質涵養、生活水準及文化層次。因此，世界各國的教育機構對兒童教育的

措施、方法和內容，無不盡心全力以赴，對兒童的音樂文化教育也不例外。尤其，

一個國家音樂文化風格與特性的形成與樹立，也必須從孩子們的音樂教育下功

夫，讓他們認識本國本土的音樂內涵與概念，才能建立本土音樂的基礎與自信。 

兒童音樂教育的教學教材之設計，其素材的取得與應用是相當重要一環。國

際間，並列為 20 世紀四大音樂教學主流的柯大宜（Kodaly）、奥福（Orff）、鈴木

（Suzuki）及達爾克羅茲（Dalcroze）教學法，在其兒童音樂教育素材方面，無不

强調應用母語民謠與童謠的重要性。1 匈牙利作曲家且是民族音樂學家巴爾托克

（Bela Bartok, 1881 – 1945）曾說：「音樂在國際化之前，必須要有國家性，在國家

化之前，必須要有民族性。」2，也就是要有自己族群母語的特性。而我國音樂家

許常惠在其《追尋民族音樂的根》一書代序中也提到：「我始終認為民謠是一個民

族的音樂靈魂。」3；音樂家史惟亮也在其「論民歌」一書中談到：「想在音樂上恢

復自我，首先要拿出自己的音樂來。」4。因此，我們可進一步的說，兒童音樂教

育素材必須盡可能的取用本土母語的傳統民謠、童謠，以及具有其傳統音樂元素

的創作兒歌。 

關於台灣傳統民謠、童謠的素材，過去在前輩音樂學者的努力下，在原住民、

福佬系及客家系都已累積可觀數量。至於，創作本土兒歌方面，雖然日治時代由

廖漢臣/詞、鄧雨賢/曲，創作了〈春天〉，5 漂舟/詞、陳清銀/曲，也創作了〈趕緊

起來〉、〈隔壁老阿伯〉等，6 戰後初期也由呂泉生作曲、游彌堅寫詞合作了一首〈落

                                                 
1 鄭方靖《當代四大音樂教學法之比較與運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p.17。 
2 康謳主編《大陸音樂辭典》，台北，大陸書局，1985（四版），p.792。 
3 許常惠《追尋民族音樂的根》，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79，p.2。 
4 史惟亮《論民歌》，幼獅文化公司，1967，p.5。 
5 莊永明、孫德銘合編《台灣鄉歌鄉土情》，台北，作者自行出版，1994，p.148。 
6 陳忠照《琴韻輕吟一樂人－台灣光復時期的音樂人陳清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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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但畢竟都屬於零星的出現。1960 年代之後，施福珍陸續寫了幾首創作福佬

語兒歌，也只有孤軍奮鬥。1970 年代末，簡上仁加入台灣福佬系兒歌的整理與創

作的行列，雖然相當認真，但缺乏共鳴。到了 1980 年代，台灣鄉土意識逐漸成熟

後，才逐漸有新的作家投入。到了民國 90 學年度（2001 年），應合國中小學實施

「九年一貫教育：藝術與人文領域」及「本土母語教學」課程的需求，才不斷有

新的福佬語兒歌問世。但終究因本土母語兒歌，並非台灣兒童音樂市場的主流，

不易吸引住專精專業的作曲家，持續長期為此園地來灌溉。 

從音樂學、音樂教育，或民族音樂學的角度來看：台灣到底有那些作詞、作

曲家在從事本土母語新兒歌的創作？這些新作品通常會出現或透過什麼管道來傳

播？他們的歌詞作品在文學內涵、教育與培育的功能如何？曲調作品是否具有台

灣音樂元素？其音樂組織和結構是否符合兒童使用？又是否能讓孩子認識自己土

地上的音樂特質？那幾位作家持續在此領域經營，而且累積了一定的數量與成

就？甚至這幾位作家的作品，彼此之間的特性有何異同？這些林林總總的問號，

都是值得我們去研究、去探討的議題，而且深具意義和價值。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兒歌是兒童音樂教育中最重要的素材，換句話說，要做好兒童音樂教育工作

就必須清楚去認識兒歌的內容和特性。研究者目前身為台灣的國民小學的音樂教

學者，更應該深入去探討本土兒歌的內涵與文化，以做為教育下一代學生的音樂

材料。 

國民小學的音樂教學，必須兼顧教學方法及教材內容，方法則是手段和過程，

而內容是實體和靈魂。然而，在十多年國民小學的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國小

                                                                                                                                               
2011.7，P.162。在 1930 年代，漂舟（詞）和陳清銀（曲），曾為當時的泰平唱片公司，寫了〈趕

緊起來〉、〈火金姑〉、〈靜靜睏〉、〈隔壁老阿伯〉、〈正月〉、〈尾蝶〉等六首創作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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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學的設計，偏向在方法上的應用，但在內容方面本土音樂所占的比重不大，

這就很難落實依循「先立足本土，再放眼國際」的音樂教育進程，以達到兒童音

樂的功能。以目前九年一貫「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編寫為例，諸多教材

都把柯大宜教學法應用於教學之中，但多年來音樂教育界仍只對其手號、遊戲及

節奏名等有興趣，卻忽略了柯大宜教學法最中心的主要目標，那就是提昇我國的

本土化音樂文化。7 因此，研究者希望能藉著本土兒歌的探討，以充實身為音樂教

育者在此領域的內涵。 

目前，國小音樂教材在歌謠的選用方面，編輯者選用過程似嫌稍有疏忽，以

福佬語歌謠為例，教材設計上所使用的傳統或創新歌曲，不但重覆性過高，所選

用的作品也缺乏較具深度的文化意義及教育功能。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在設

計課程內容、選用音樂教材之前，除了要有豐富的資料庫之外，更須深度認識本

土兒歌的音樂特質，及與背後所象徵的文化意涵與教育價值。這也是筆者進行此

項研究的另一個動機。 

無論是以前的「音樂課」或目前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有關福佬系兒歌的安

排相對的不多。在此有限的福佬系兒歌中，通常包括：傳統歌謠與創作兒歌兩個

部份。前者，由於過去專家學者已累積不少資料，課本編輯者及教師們取用較為

容易；但有關創作本兒歌的資料整理、其音樂組織與特性、創作者的創作目的與

心路歷程，及這些新兒歌的文化意義與教育功能如何，則有待更多人，尤其是音

樂教育工作者，投入此項研究工作。 

家父簡上仁自 1970 年代中期投入台灣鄉土音樂文化工作，從採集、整理、研

究、創作，到教育和推展，迄今已有 40 年的光景。筆者從小學唱他的創作福佬系

兒歌；國小學彈鋼琴時，也曾彈奏他的兒歌；讀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現為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時，也偶爾取用家父的兒歌，作為作業的基本素材；甚至聲樂畢業

考的歌曲，也選用了他的〈心情〉一曲。在此耳濡目染的環境中，筆者對福佬系

歌曲自然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我想在此領域作研究，或許較能得心應手。加上

                                                 
7 鄭方靖《樂教深耕文集》，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3.3，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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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經過長期的努力和累積，也算是福佬系音樂的專家了，我想對我研究也一定

會有不小的助益。 

台灣的語言大致由原住民的南島語系、福佬語系、客家語系及北京語系等四

大四語系組成，除了南島語系屬於「語調性語言」，語言的音調高低變化在決定語

氣，肯定或否定，其餘福佬語、客家語及北京語都屬「聲調性語言」，語言的聲調

的音高、抑揚變化在辨定字義，因此歌曲曲調與語言聲調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換句話說，一位不諳歌詞語言的人，是很難去理解這首歌的旋律動向與語言聲調

的動向是否諧和一致。筆者出生在福佬語系家庭，但長期在國語教育環境中成長，

已逐漸無法講出流利的母語，所幸聽講尚有一定程度的能力。也因此，在各語系

本土兒歌研究的選擇上，福佬系就是最適合的對象了。 

總而言之，本土兒歌（包括福佬系兒歌）是我國兒童音樂教育不可或缺的教

材，做為一位國小音樂教育工作者本來就必須要有不斷充實本土兒歌內涵的態

度，而目前從事福佬系兒歌研究者不多，如果能在此領域作出一研究貢獻，相信

對我國兒童音樂教材的編選及教師教材的運用，都會有參考價值。 

 

 

第二節  過去的研究：文獻探討 

台灣本土的兒歌，雖包括原住民、福佬及客家等三個系統，但由於過去的文

化與教育政策對本土文化的消極態度，加上本土兒歌並非音樂教育主流，因此研

究者不多，文獻資料也就較為貧瘠。然而，比較上，由於福佬人在台灣總人口中

佔最大多數，福佬系兒歌數量、研究者及文獻資料，相對的也就稍多一些。 

以下將分別從專書、專書中之單篇、學位論文及期刋等各方面，來探討與福

佬系兒歌相關的文獻資料： 

一、專書 

 由於過去本土音樂在整個台灣音樂文化中一直處於從屬地位。因此，坊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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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福佬系兒童歌謠研究的專書，到目前為止並不算多，茲依出版時間先後分別概

述於下： 

（一）廖漢臣的《台灣兒歌》（1980）8 

 此書是廖氏於二次戰後 1948 年進入台灣省文獻會擔任編纂時，所編寫的著

作，9其章節架構主要是參考朱介凡的《中國兒歌》，蒐集並整理日治時期以來的福

佬系傳統唸謠，資料豐富。廖氏除了對俗文學的種類、特質、功能和價值作了詳

細敘述；對「台灣兒歌」的特性和類別也有深入的說明；尤其對福佬語的語音讀

法及童謠大意也都加以注釋。該書堪稱為研究台灣福佬系童謠的重要參考書籍，

其對台灣童謠的文化意義和價值的觀點，具有啟發的功能。可惜，此書純為文字

敘述與說明，並未列示樂譜可供參考。 

（二）陳金田的《台灣童謠》（1981）10 

 《台灣童謠》收錄了台灣福佬系及客家系兒童唸謠共 156 首，雖然將童謠略作

歸類並作概略整理，但未做有系統、詳細的歸納和分析，亦未列樂譜，比較接近

童謠圖畫書的形式，而非學術研究書籍。 

（三）簡上仁的《台灣的囝仔歌》（一）（二）（三）（1992）11 

 《台灣的囝仔歌》一套三冊，這是第一套兼具歌詞與曲譜的台灣兒歌專書。

書中共收錄 48 首台灣福佬系兒歌，除了加以分類之外，每首歌都做了詳盡的文字

背景解說。全套書籍內容，除了 5 首傳統兒歌之外，其餘 43 首包括：（1）傳統唸

謠譜曲作品 35 首；（2）詞曲均屬新創的作品 8 首，分別為〈掠毛蟹〉（詞曲/施福

珍）、〈落大雨〉（詞/游彌堅，曲/呂泉生）、〈點仔膠〉（詞曲/施福珍）、〈台灣小吃〉

（詞曲/簡上仁）、〈阿婆跋一倒〉（詞曲/簡上仁）、〈嬰仔乖〉（詞曲/簡上仁）、〈搖籃

仔歌〉（詞曲/汪乃文）及〈月娘勿生氣〉（詞曲/簡上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此套書籍與簡上仁的《台灣的囝仔歌》（一）（二）（三）集 CD 專輯相互配合而成

                                                 
8 廖漢臣《台灣兒歌》，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0.6。 
9 施福珍《台灣囝仔歌一百年》，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3，p.23。 
10 陳金田《台灣童謠》，台北，大立出版社， 1981.7。 
11 簡上仁《台灣的囝仔歌》（一）（二）（三）集，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2001.8（二版 

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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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圖書，具有文化傳承及音樂教育的功能。 

 此三本福佬系囝仔歌所提供的詞譜、文化意涵的詮釋及新創兒歌部份，都值

得作為研究福佬系兒歌的參考。 

二、單篇 

（一）李獻璋的〈台灣民間文學集－歌謠篇〉，《台灣民間文學集》12 

 《台灣民間文學集》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叢書之一。該書內容分成「歌謠」

及「民間故事」兩篇，在歌謠篇裡列舉了台灣福佬系的民謠歌詞及童謠唸詞，並

加註採集地點及讀音的注釋。此書是研究台灣民謠歌詞及民俗的重要文獻，但對

童謠只做了概要性的整理，也未列示歌譜。 

（二）簡上仁的〈台灣童謠概論〉，《台灣民謠》（1983）13 

 《台灣民謠》以台灣傳統民謠為重心，將童謠列入民謠的範疇之內。在「各

論篇」的第五章〈台灣童謠概論〉裡，簡氏從「歌詞」的角度，對台灣童謠的分

類做了詳盡論述：1. 依演唱者和唸唱形式的不同，分成：（1）母系兒歌（2）子系

兒歌；2. 依結構型熊的不同，分成：（1）直敘體（2）連珠式（3）對答式（4）數

序式（5）急口令；3. 依歌內容的不同，分成（1）遊戲歌（2）幻想歌（3）趣味

歌（4）敘述歌（5）猜謎歌（6）搖籃歌，此項分類對台灣兒童歌謠的研究，應有

不小的幫助。此外，非常難能可貴的是，該書在此章中列示了 12 首福佬系兒歌詞

譜，大多屬於傳統唸詞配上新譜的曲調。雖然歌譜不算多，但可說是台灣歌謠書

籍中，首次具體列示福佬系兒歌詞譜的一本了。 

（三）林文寶的〈試論台灣童謠〉，《兒童詩歌論集》（1995）14 

 在《兒童詩歌論》乙書的〈試論台灣童謠〉一章裡，林氏首先敘述台灣的開

發過程及台灣歌謠的發展史略；然後探討台灣歌謠與童謠，從最早時期、日治時

代到二次戰後的採集、整理及研究的情形，並列舉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及其重

                                                 
12 李獻璋《台灣民間文學集》，台北，台灣文藝學會，1936.5。 
13 簡上仁《台灣民謠》，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台中，1983.6。此書後來另由眾文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於 1987 年出版，pp.175-216。 
14 林文寶《兒童詩歌論集》，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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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著作。該文從兒童文學的觀點，完整而有條理的呈現出各研究者對台灣童謠的

特質、分類及歷史分期等之論述，此對台灣福佬系兒童歌謠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三、學位論文 

過去與台灣福佬系兒童歌謠研究相關的學位論文有以下幾本，其研究的領域

和闡述角度各有不同，茲依其出版年度之先後分別列述其研究重點，及研究者的

閱讀心得於后： 

（一）王幸華的碩士論文《台灣閩南語兒童歌謠研究》（1992）15 

 此論文論及台灣童謠的緣起、內容、特質及類型，並從句式組成、表現技巧、

結講方式及聲韻特色等四個部份來探討童謠的形式，最後論述童謠在傳播過程中

所產生的訛誤與變異的現象。 

 此論文係從兒童文學角度來探討兒童歌謠，完全不著墨於音樂部份，內容雖

包括傳統到現代的兒童唸謠，但以「傳統閩南語童謠」為主。  

（二）吳宜婷的碩士論文《台灣當代兒歌研究（1945-1995）》（1996）16 

 此論文係以戰後至 1995 年間的創作兒歌為研究的時間範圍，把此期間的華、

台的創作兒歌作品予以分期，介紹其特色，並從作品分形式、內容與特質來研究

童謠。該論文的第五章對當時代幾位兒歌作家的作品作了分析。在台語兒歌作家

方面，介紹了謝武彰和王金選。 

 此論文亦以兒童文學的角度來切入，不涉及音樂。此外，文中所舉的賞析之

例，多以華語創作兒歌為主。 

（三）鍾信昌的碩士論文《台灣閩南語創作的兒歌研究》（2002）17 

 論文中蒐集了戰後至 2001 年 5 月間的閩南語創作兒童歌謠作品。鍾氏採用文

獻分析法，除了分析閩南語創作的兒歌的內容、形式及成果，加以歸類、統計，

也進一步探討影響這些創作兒歌發展的原因。文中「賞析部份」特別介紹施福珍

的作品，作了表格化的分類，並列舉一些施氏作品加以分析與說明。 

                                                 
15 王幸華《台灣閩南語兒童歌謠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16 吳宜婷《台灣當代兒歌研究（1945-1995）》，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17 鍾信昌《台灣閩南語創作的兒歌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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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此論文也是從文學觀點所作的論述，不但沒有譜例，更無音樂分析

的部份。但就創作兒歌的歌詞部份而言，作者對施福珍的創作台語兒歌作了極高

的評價。 

（四）何如雲的碩士論文《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創作研究》（2002）18 

 此論文除了探討施福珍創作兒歌的歷程及創作原則；也將施氏所譜寫的兒歌

之歌詞（包括自創、取材傳統及他人創作），加以分類，也從形式與價值的面向進

行分析，並統計、歸納出施福珍台灣囝仔歌的特色。此外，何氏也從施氏在採集、

創作及推展等方面，深入探討並為施福珍在台灣兒歌史上找出肯定的地位。此論

文，對研究者在追索施福珍創作兒歌的心路歴程、彙集施氏兒歌作品材料、認識

施氏在台語兒歌的特性和成就，都有很大的幫助。 

 此論文仍屬兒童文學範疇的論述，不作音樂組織的分析與探討。從音樂學的

角度而言，殊為可惜。 

（五）施福珍的碩士論文《台灣囝仔歌創作研究》（2002）19 

 施氏的論文，首先為「囝仔歌」下定義，也說明語言性旋律的音樂特性。其

次，從明鄭與清領時期、日治時期、1945 年終戰，到 1987 年解嚴之後，提出台灣

兒童歌謠在各個時期的蒐集與研究的情形。然後，就台灣囝仔歌的「唸謠」部份，

除了探討兒童唸謠的特性、功能、結構及內容；也就「唱謠」部份，以其創作經

驗結合音樂理論，來論述兒歌曲調創作的步驟與原理，並將各時期的兒歌代表作

品進行樂曲結構的分析及探討。 

施氏從音樂學角度剖析台灣囝仔歌音樂組織，讓台語兒歌研究的層面，從文

學分析延伸到音樂的領域。另外，施氏在論文中詳盡的介紹其生長背景及創作的

心路歷程，這些都是本論文重要的參考資料。 

（六）李金霞的碩士論文《簡上仁與台灣囝仔歌》（2004）20 

 李氏的論文，首先介紹簡上仁的生平並敘說其從事台灣囝仔歌研究、創作與

                                                 
18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 
19 施福珍《台灣囝仔歌創作研究》，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3.1。 
20 李金霞《簡上仁與台灣囝仔歌》，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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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的心路歷程。其次，說明簡上仁對台灣兒童歌謠的採集、整理和研究的成果。

然後，進一步陳述簡氏如何透過出版、演唱、演講、研習活動及廣電傳播，來推

廣台灣囝仔歌，並讓它落實在人們的生活之中。最後，李氏更從歌詞（文學的）

和曲調（音樂的）兩個面向，來闡釋簡氏兒歌作品的創作理念、特色、取材偏向

及意義。 

 此論文從兒童文學研究者的角度，來探討簡上仁和他的台灣囝仔歌。論文中

對簡上仁從事囝仔歌的研究、創作及推展等所作論述，對本論文的寫作必有很大

的幫助。 

（七）簡秀桃的碩士論文《遊戲童謠之研究》（2008）21 

 此碩士論文係以「遊戲童謠」為研究主題，其中敘及台灣福佬系兒童遊戲歌

謠部份。其中第三章〈遊戲童謠的類型〉以社會學的觀點說明遊戲童謠的類型；

第四章〈遊戲童謠的內容與功能〉採用教育學的應用理論，述說遊戲童謠的內容

意涵功能；及第五章〈遊戲童謠的句式與修辭〉用文學的視野分析遊戲童謠的句

式與修辭。 

此論文偏向於兒童民俗文學的探討，未列譜列也不作音樂分析。但其對遊戲

童謠的社會性、教育性及文學性的深入研究，確實值得參考。 

（八）張舒嵐的碩士論文《施福珍兒歌研究》（2009）22 

 張氏從歌詞、音域、調性、拍號、小節數、曲式及節奏等七個層面，來分析

施福珍所創作福佬語兒歌的內涵，並依據其分析所得的結果，進一步探討施福珍

創作兒歌的特色。 

此碩士論文，可說是有關「施福珍作品研究」的論述中，較為完整的論文之

一。也因此，此論文所運用的研究方法、項目，甚至所得的結果，都是本論文最

好的參考資料。惟，筆者認為在兒歌「曲調」的分析，調式、習慣音型，及語言

聲調與歌曲曲調的諧和問題，也都是進行曲調分析、比較時，不能忽略的要項。 

                                                 
21 簡秀桃《遊戲童謠之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9。 
22 張舒嵐的碩士論文《施福珍兒歌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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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何心怡的碩士論文《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自選曲之研究》－ 96 至 98 學

年度國小組為例（2012）23 

 此論文擷取「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國小組 96 至 98 學年度福佬語系及客

家語系的自選曲為研究對象，是第一本以「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的台灣兒歌

為研究素材的碩士論文。其中福佬系兒歌部份，分別從歌詞和曲調兩個方向來進

行分析。結果發現歌詞方面，以趣味類為多，選用全新創作性 57.65%，選用次數

以〈一的炒米香〉的出現頻率最高；曲詞方面，則又從調號、拍號、速度、小節

數、表情、曲式、聲部編制、音域、節奏、音程及編曲技巧等來探究這些自選曲

的音樂特性及編曲技巧。 

 此論文從各多角度、多面向來進行分析，其分析的方式有一部份可作為本論

文的借鏡。 

（十）張家甄的碩士論文《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福佬語系類指定曲之分析研究》

－以國小組 96至 100學年度為例（2013） 

 此論文擷取「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國小組 96 至 100 學年度福佬語系類指

定曲，作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其重點在從聲部編制、調號與調性（調式）、拍

號、速度、小節數、曲式、和聲織度、音域、節奏及曲調音程等，進行分析與統

整，可說是偏向從音樂組織和結構的角度，來探討囝仔歌的論述。 

 此論文在福佬系兒歌的音樂分析方面值得參考，其所提供指定曲素材，對本

研究的素材取得，也有些許幫助。 

四、期刋 

有關台灣福佬系兒童歌謠在期刋發表的論述方面並不多見，都屬於概念性文

章，其內容大要列示於后，以資參考： 

（一）簡上仁在《台灣文藝》發表的〈台灣童謠的園丁－施福珍〉24 

 簡上仁以誠懇的態度，對默默為台灣兒歌的創作與發揚而努力的施福珍前

                                                 
23 何心怡《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自選曲之研究》－96-98 學年度國小組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音樂教學碩士論文，2012.8。 
24 簡上仁〈台灣童謠的園丁－施福珍〉，《台灣文藝》1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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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所作的肯定與讚揚。對施福珍從事台灣兒歌的創作緣由、成長過程及未來期

待，作了深入淺出的描述。這不是學術性的文章，但却是一篇最早陳述施福珍不

辭勞苦投入台灣兒歌的記綠，值得參考。 

（二）簡上仁在《音樂生活》發表的〈台灣兒童遊戲歌〉上、下兩篇（1981）25 

在〈台灣兒童遊戲歌〉上篇，簡氏對兒童遊戲歌做解釋，依參與遊戲人數多

寡來分類，分成三類；1.一人遊戲用歌；2.二人遊戲用歌；3.三人以上遊戲用歌。

其次論述兒童遊戲前的抉擇歌玩法及唸詞。下篇則說明拋擲沙包的〈放雞鴨〉，捉

迷藏的〈掩咯鷄〉、〈掩水魚〉，拍掌遊戲的〈一的炒米香〉、〈打鐵哥〉等三類型的

遊戲歌，並列舉台灣各地不同唸法的唸謠與玩法。 

（三）林心智在《幼兒保育學刊》發表的〈台語兒歌創作歷程之研究〉（2003）26 

 林氏以其自己創作六首台語（福佬系）兒歌的歷程，作為研究素材，整理出

一個他個人創作兒歌的為模式，包括腦力激盪、造第一句、造其他句、修改及完

成等五個步驟，而這五個步驟彼此之間存在著交互流動的雙向關係。此外，作者

再從創作過程中歸納出四種類型：（1）與產生字、調、句有關的創作活動；（2）

與詞句修改有關的創作活動；（3）創作活動受阻的狀態；（4）創作活動結束的狀

態。 

 〈台語兒歌創作歷程之研究〉是作者透過對自己作品的自我觀察和記錄，歸

納出思考活動和創作過程的一篇論述。其論述對研究者進行本論文的作品分析與

比較時，應有些許幫助。 

觀諸以上的文獻資料，大多從文學研究的角度探討歌詞的內容與意涵，這些

論述都是值得參考的好材料。可惜的是，這些論述幾乎沒有以音樂學的研究方法

去剖析台灣福佬系兒歌的音樂組織和特性者。也因此，本論文希望能加強音樂分

析的比重，以開拓福佬系兒歌研究更廣闊的視野。 

  

                                                 
25 簡上仁〈台灣兒童遊戲歌（上）〉，《音樂生活》第 21 期，1981.4，pp.20-21；簡上仁〈台灣兒童

遊戲歌（下）〉，《音樂生活》第 23 期，1981.6，pp.32-34。 
26 林心智〈台語兒歌創作歷程之研究〉，《幼兒保育學刊》第一期，2003，pp.80-101。. 

 



 

  

12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論文的寫作必須要有具體的研究對象與範圍，才能有針對目標，有系統、合

乎邏輯的探求出清楚而準確的結果。 

本論文的研究，以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具代表性的福佬系創作兒

歌作曲家為對象。文中除了探討三位作家個別的成長過程、音樂生涯、創作理念；

更要就三位作家的福佬語創作兒歌的作品，從音樂結構、詞句形式、語韻聲調與

文化意涵等不同面向，來分析、比較三位作家作品的異同現象。在作品的介紹方

面，將分成：成人獨唱、兒童獨唱、合唱（包括各種形式）等項；在作品的分析

方面，其素材之選用條件則依本研究的設立選定之，有關選用條件的設定，詳細

請見本章第四節「研究方法與限制」之「二、研究限制」。 

台灣兒童歌謠依語系的不同，依傳統可分成為原住民、福佬與客家等三大語

系，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同屬福佬系兒童歌謠的作曲家。因此，拙文的研

究範圍，是以台灣福佬系兒童歌謠為大方向。 

又，福佬語兒童歌謠，依產生的來源及背景的不同，一般將其分成傳統與創

作兩大類，而此兩大類之下又各包括有「唱的歌」和「唸的謠」。換句話說，福佬

系傳統兒童歌謠，包括傳統兒歌與傳統唸謠；福佬系創作兒童歌謠，包括創作兒

歌與創作唸謠。經查過去，簡上仁的作品，含蓋成人及兒童歌曲兩部份；又，施

福珍及簡上仁寫作曲調所選用的歌詞，包括有「傳統唸謠」與「創作歌詞（即唸

謠）」兩種，而張炫文所選用的歌詞，主要是以「創作歌詞」為題材。為了讓研究

素材能建立在相同的基礎上，使研究結果更為合理和完美，因此，研究者在進行

研究分析、比較時，必須以同性質、同條件的兒歌為主要材料。更具體所說，本

論文的研究範圍，將僅以三位作曲家都參與寫作的「福佬語系創作兒歌」為主要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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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研究者將匯集多方參考資料，嚴選出具代表性的台灣福佬語創作兒童歌謠作

曲家施福珍、張炫文及簡上仁三位，並將他們與其作品做多面向的探討與研究。

以下是這項研究的方法及限制： 

一、研究方法 

 文獻資料的蒐集、探討與應用是基本的，此外研究者將以「訪談法」來彌補

文獻資料的不足和缺失。另外，也將運用「分析比較法」深入分析三位作家作品

的組織內容，並比較他們的作品特性。 

（一）訪談法 

 原則上，研究者是要直接拜訪本研究的三位作曲家，但遺憾的是，張炫文已

於 2008 年 2 月 16 日，因病仙逝，就只能加强張氏的文獻資料蒐集及經由其親友

的採訪以獲取更加資訊。而目前住在員林的施福珍及住在淡水的簡上仁，則將進

行直接面對面的訪談，以獲取第一手資料。相信面對面的深入查訪，一定可以獲

得更豐富的研究資料，甚至可以解決許多在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疑惑。 

 （二）分析比較法 

透過「分析」可了解每一首作品的結構、組織和元素；透過不同作家的作品

之「比較」則可深入了解每位作家的風格及其作品的特性。本研究對三位作曲家

的創作兒歌作品的分析與比較，將從歌詞和曲調兩部份來進行。在歌詞方面，包

括字句結構、主題內容和技巧應用等；在曲調方面，則包括音組織、調式、音域、

習慣音型，及歌曲曲調與語言聲調的互動關係等。 

 

二、研究限制 

自 1987 年台灣解嚴之後，雖然福佬（台）語文化漸受重視，從事福佬語兒歌

的創作者也日益增多。但由於福佬語系文化在整個台灣社會仍然處於弱勢，福佬

系兒歌在市場上仍為從屬地位，因此參與此領域的作品，大多屬於偶發性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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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之需的創作。這些間歇性創作者，很多屬於非專業或玩票性質，他（她）們

的創作數量不多，而且通常也不持續。因此，本論文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就必須

考慮到作品代表性；在選用研究素材時，就必須考量到作品的品質內涵。觀諸過

去，長期持續投入福佬系兒歌創作，又都從事音樂教育工作，而且創作數量都達

到相當的程度的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無庸置疑，就成為本研究

的研究對象。 

由於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的兒歌創作數量並不相同。張炫文

的福佬語創作兒童歌謠數量較少，有十餘首。但施福珍譜曲的福佬系兒童歌謠逾

四百首；而簡上仁譜創的福佬系兒童歌謠也有三百餘首，本論文確實無法一一取

為研究素材，而且取樣數量不同也會造成「比較」時的不公與困擾。因此，研究

者必需選擇三位具代表性的作品各十首，作為研究、分析、比較的基礎，施氏和

簡氏的其他作品只好割愛了。 

此外，由於三位作曲家的音樂風格、歌曲形式和題材內容的種類及數量都非

常豐富，本論文無法面面俱到每一首作品，必須有所取捨。當然在選用每位作曲

家的福佬語創作兒歌研究素材時，至少必需合乎以下的幾個條件之一： 

（一）已出版發行者。 

（二）曾出現為學校教育教材者。 

（三）曾入選為全國音樂比賽之曲目者。 

（四）作曲家自行嚴選推薦之代表性作品。 

 

 

第五節 名詞釋義 

長期以來，與「福佬系兒歌」相關的一些專有名詞，如「囝仔歌」、「兒童歌

謠」、「兒歌」、「童謠」等，始終並無官方的統一版本，各家說法總是紛紜不一。

為了討論上的便利及辯證上的準確，茲就與本論文相關的幾個專有名詞，予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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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說明並下定義如下： 

一、「囝仔歌」 

「囝仔歌」的福佬語發音為「gín-á-kua」。27 台灣民間所說的「囝仔歌」，雖

以「歌」稱之，實際上包括：可用以哼唱的「歌」和唸誦的「謠」。「囝仔歌」，實

際上也就是華語所稱的「兒童歌謠」。 

二、兒童歌謠、兒歌與童謠 

指的是傳誦於兒童世界裡的兒歌及童謠，其範圍包括傳統兒童歌謠及創作兒

童歌謠兩部份。在本論文裡，「兒歌」係指由歌詞和曲調組合而成的「兒童歌曲」，

有音樂旋律可為歌唱；而「童謠」則指只有唸詞，沒有音樂性旋律的「兒童唸謠」，

但其吟誦時自然潛藏著語言性旋律—語言聲調。 

三、傳統兒童歌謠 

    歷經歲月考驗，代代口授相傳不來，作者無從考證，並為人們所認同的兒童

歌謠，其範圍包括可以歌唱的「傳統兒歌」，如〈搖啊搖〉，及用以唸誦的「傳統

唸謠」，如〈鯽仔魚欲娶某〉。 

四、台灣創作兒童歌謠 

有特定的作詞、作曲者，通常其曲調旋律及歌詞為固定不變的兒童歌謠，包

括台灣各語系的創作兒童歌謠。在福佬語方面，如：張炫文作曲、林武憲作詞的

〈草仔枝〉；施福珍作曲、作詞的〈點仔膠〉；及簡上仁作曲、作詞的〈公共汽車〉

等。在客家話方面，如：陳永淘作曲、作詞的〈樹〉等。 

五、福佬語 

 「福佬語」，又稱「河洛語」，最早是源首中國黄河、洛水一帶的中原地區的

語言，後因隨著漢人的移居東南沿海福建地區而稱之「福佬語」或「福建話」。明

末清初由中國移居來台的福佬人，主要是漳州和泉州的福佬語，在台灣經過長期

的整合，並吸收原住民語及英、日等外來語的語詞後，而形成民間所稱的「台灣

                                                 
27 按民間常用的「囝仔歌」，即教育部版本的「囡仔歌」。其併音為「gín-á-kua」，係採用教育部 

頒布的「臺灣閩南語詞辭典」之標音法。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2012.1.2。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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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或「台語」。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由林語堂命名為「閩南語」，並由官方沿用

之。 

五、台灣福佬語創作兒童歌謠 

以台灣的福佬語文為歌詞，所創作的兒童歌謠，包括有：「創作兒歌」及「創

作的兒童唸謠」，前者如：張炫文作曲、林武憲作詞的〈豆菜芽〉28；施福珍作曲、

方子文作詞的〈田蛤仔〉29；及簡上仁作曲、作詞的〈阮是一隻馬〉30等。後者則

較少見，近些年來，有歌詞者通常都會被譜成歌曲，只有少數創作唸謠是被應用

在本土母語教材裡。 

 本研究的主要素材，主要就是「台灣福佬語創作兒歌」的部份。 

 

 

第六節  研究的目的與問題 

關於論文的研究目的，事實上，已隱含在本章第一節「研究動機」之中，另 

外第二節「過去的研究：文獻探討」的過程中，也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目前台灣

福佬系兒歌研究方面，所必須努力的方向。以下筆者將更具體的條列出本論文的

研究目的： 

（一）透過此項研究，累積我國本土創作兒歌的素材，作為從事兒童音樂教育工

作者的參考資料。 

（二）過去台灣本土兒歌的研究，大多從兒童文學的角度偏向歌詞的文字探討。

本論文將深入探索台灣福佬系創作兒歌的作品的音樂特質及文化意涵，以

拓寬本土兒歌研究的視野。 

（三）台灣福佬系兒童歌謠的研究，過去以傳統童謠為主，創作兒歌為輔。然而，

傳統童謠絕大多數為只唸不唱的「唸謠」，並無音樂性旋律，許多歌唱的曲

                                                 
28 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2009.12，p.203 及 p.207。 
29 施福珍《台灣囝仔歌一百年》，晨星出版，p.172。 
30 簡上仁《來唱囝仔歌 5》，愛智圖書有限公司，未列出版年度，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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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是由近代作曲家譜配而成。本論文將特別著墨於創作的福佬系兒歌的研

究，除了探討介紹作家的心路歷程，並透過比較分析作品來彌補過去此領

域研究的不足。 

更具體而直接的說，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之重點，就在於： 

（一）張炫文、施福珍與簡上仁等三位台灣福佬語創作兒歌作曲家的生平簡介、

作品種類、創作理念與創作風格。 

（二）在九年一貫教科書中，三位作曲家的台灣福佬語創作兒歌作品，在教育領

域裡被引用的狀況與數量如何？ 

（三）探討近年來，在全國各種大型的國中小音樂比賽中，三位作曲家的台灣福

佬語創作兒歌作品被團體與個人參賽者作為指定曲或自選曲的狀況與數量

如何？ 

（四）從音樂結構、詞句形式、文化意涵，及旋律與語言聲調的動向關係等不同

角度，來分析、比較三位台灣福佬語創作兒歌作曲家的作品之內涵和特質。 

總之，希望藉由本論文的拋磚引玉，讓更多人更深入看到福佬語兒童歌曲之

美和內涵，認識其背後的重要教育意義，使得此領域的文化層次能有所提昇，甚

至對本土的創作兒歌的發展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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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張炫文的音樂生涯及其福佬系兒歌作品 

 

1976 年，張炫文以一曲具有歌仔戲風味的〈鄉愁四韻〉受到音樂界的矚目，

其後在歌曲創作方面就不斷有相當傑出的表現；1980 年代之後，為了音樂教育之

所需，積極投入福佬系兒歌創作的行列，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好歌，除了廣為傳

唱，並常被運用為鄉土文化教學教材及鄉土歌謠比賽選用歌曲。他的生平和作品，

值得我們去認識與探討。 

在這一章裡，首先要敘述張炫文的生平背景、成長過程、創作理念、創作態

度、教學成果及作品貢獻等。其次，概略敘述他的各類歌樂作品。然後，聚焦在

張炫文的福佬系創作兒歌之介紹與說明。 

 

 

第一節 張炫文的音樂生涯 

 

一、成長與背景 

張炫文，1942 年（日治昭和 17 年）11 月 27 日出生於台中縣大安鄉的松雅村

（日治時代的台中州大甲郡大安庒），是一個典型的鄉間村落，村民俗稱「榕仔

脚」。父親張聰明先生繼承祖業從事農耕工作，母親張柳秀丹女士，為賢淑的家庭

主婦。張炫文三歲時，母親不幸因病早逝，一年後，父親續絃陳繡芩女士。家中

共有九個兄弟姐妹，身為長子的張炫文，從小就和一般農家子弟一樣，課後必需

到田裡幫忙農事。張家經濟雖然拮据，但張父重視孩子教育，經常鼓勵努力求學，

因此張老師小時候，就經常表達希望自己長大後，能考上公費的師範學校，這也

種下張老師後來就讀師範學校的重要原因。31 

                                                 
31 蘇綺梅《張炫文音樂創作研究：以獨唱作品為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2009.6，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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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民 38 年），張炫文進入大安鄉海墘國民小學就讀，在校期間成績優

異，經常名列前茅，畢業後，旋即考入當地最好的省立大甲中學初中部。1958 年，

張炫文初中畢業後，考上省立大甲中學高中部，可惜因家境不佳無法負擔學費，

而放棄就學。次年（1959 年），張老師重考進入公費的省立新竹師範學校就讀，這

正好達成其父親要他從事教育工作的期待。當時的師範學校，是為了培育全能的

國民小學師資而設立的，因此要求學生必需兼顧學科和藝能科的學習，甚至要具

備基本的琴法能力。於是，張炫文就在此環境中，開啟了他的音樂潛能，甚至以

音樂做為終身職志。 

在新竹師範學校期間，張炫文幸運地獲得恩師楊兆禎的啟蒙，他以音樂學習

為重心。為了增進音樂知識和理論，他常主動接觸音樂活動、閱讀音樂相關書籍；

並藉由參加音樂性社團以充實音樂能力。一有空暇，他就沈浸於琴藝的琢磨與練

習，經常樂在其中而廢寢忘食。32 此外，師範學校求學期間，在楊兆禎老師的指

導下張炫文開始嘗試創作。處女作〈母親，我想念你〉，得到楊老師的肯定和讚許，

也因此加深了日後他對音樂創作的興趣與信心。為了加強作曲能力，除了研讀相

關專書之外，張炫文更以「土法練鋼」的方法，不斷蒐集並熟背中外名曲，並從

中研究旋律創作與鋼琴伴奏的各種技巧。 

1962 年，張炫文從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後，如願地分發回到國民小學的母校「台

中縣大安鄉海墘國民小學」任教。任教國小期間，他曾擔任音樂科專任教師，平

時除了勤練鋼琴之外，也不忘嘗試寫一些兒歌，可惜都未公開發表，原稿也已遺

失。33 當時，受到同儕幾乎都正準備為投考大學而努力的激發，他也重拾書本，

並跟張彩賢教授學習鋼琴，全力以赴，準備投考大學。由於天資聰穎，加上對音

樂的執著與勤奮學習，張炫文終於在服務國小教師滿三年後，於 1965 年考上國之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32 蘇綺梅《張炫文音樂創作研究：以獨唱作品為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2009.6，

p.24。 
33 蘇綺梅《張炫文音樂創作研究：以獨唱作品為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2009.6，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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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音樂系期間，張老師主修鋼琴、副修聲樂，對理論作曲的相關課程也認

真學習。1968 年，在范儉民教授的鼓勵下，嘗試譜了兒歌〈種樹〉，歌詞取自當時

國民小學的國語課本，此曲曾刋登於功學社出版的《功學月刋》。34 

1969 年，張炫文以優異成積自國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畢業之後，隨即獲

聘回母校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任教 35。在母校任教期間，他仍然勤練鋼琴，並

北上師事吳漪曼和蕭滋教授。一年之後，進入軍中服預備軍官役，擔任音樂教官。

服役中，張炫文孜孜不倦，除了自己持續勤奮練琴，也隨藤田梓學習，並積極充

實音樂知識，準備更上一層樓報考研究所，並於 1971 年以第一名成績考進私之中

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音樂組。 

1971 年夏天，張炫文進入研究所學習，並開始涉及民族音樂的研究。此期間

受到史惟亮教授的啟發，也受到范儉民教授及當時研究所所長鄧昌國的鼓勵，乃

以歌仔戲的音樂做為研究對象。1973 年，張炫文榮獲藝術碩士學位，碩士論文主

題就是《歌仔戲的音樂研究》，文中將歌仔戲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歷史和文化背景、

音樂的形態與風格，及演唱方式等，做相當廣泛及精密的探究，內容豐富而多元。

36   1973 年研究所畢業後，應論文指導教授史惟亮之邀，受聘於台灣省交響樂團，

任職為研究部研究員，負責傳統音樂的整理和研究，並以歌仔戲的音樂為研究重

心。從田野調查，追逐野台歌仔戲的記錄，至整理、分析與研究，他不但為省立

交響樂團累積不少資料，也使自己在歌仔戲音樂的研究領域更為深廣，甚至有助

於他在作曲方面的應用。作曲方面，當時台灣省教育廳委託省交主辦全國性的「愛

國歌曲徵曲比賽」，就在史惟亮團長的鼓勵下，張老師以詩人余光中的〈鄉愁四韻〉

為詞，應用了歌仔戲〈七字調〉的曲調結構及〈吟詩調〉的韻味譜上曲子，不但

獲得「愛國歌曲徵曲比賽」之「正取獎」，也拉開了他從事創作藝術歌曲的序幕。

                                                 
34 張炫文〈種樹〉，《功學月刋》93 期，1968，pp.31-32。 
35 原為「省立新竹師範學校」（1946），於 1965 年改名為「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1987 年升格

為「省立新竹師範學院」；1991 年改隸教育部更名為「國立新竹師範學院」；2005 年再更名為「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又於 2017 年併入國立清華大學。 
36 張炫文《歌仔戲的音樂研究》，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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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976 年，張炫文受聘擔任國立台中師範學院講師，其後因其教學認真，著作

豐富，順利升上副教授，並為音樂教育學系的教授兼系主任；1991 年起擔任台灣

歌仔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民族音樂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作曲家協會常務監

事等職務。 

 張炫文在 2001 年發現早期肝癌，隨即治療，病情獲得控制。2005 年，張老師

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退休。令人嘆惋的是，2007 年肝癌復發，並逐漸惡化，終不

敵病魔，最後於 2008 年 2 月 16 日與世長辭。 

 

二、理念與實踐 

張炫文從小學、初中、師範直到任教小學時期，相當熱衷於台灣各種民俗曲

藝的表演。每於村子裡的迎神賽會、慶典或酬神活動，而舉辦各種野台戲與陣頭

表演時，總是可以看到張老師的踪影。由於這些民俗曲藝的表演形式與內容，涵

蓋了台灣的唸歌說唱、南北管音樂、鑼鼓樂、歌仔戲和布袋戲等，張老師受到這

些在地的、多元的音樂形式的啟發，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自然孕育出他的創作

理念及研究方向。這在他的教學工作、著作論述及歌樂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以

台灣鄉土音樂為研究重心和課程教材，以擷取台灣鄉土音樂的元素作為創作歌曲

泉源的行為表現。他甚至希望透過鄉土音樂教學的課程，讓下一代培養對我們賴

以生長的土地的關愛與熱誠。38 

張炫文熱愛鄉土的胸懷，在他的《張炫文創作歌曲選集》的附錄中，最貼切

地表露出他的理念和熱情： 

「愛是沒有條件的，愛是沒有理由的。尤真是愛家、愛鄉，更是發自衷心的，

只因這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天堂。那兒有我童稚的歌，有我歡樂和

憂傷；日日追尋的雲雀，徜徉在藍天之上，大地就如母親一樣，孕育我勤

樸豪爽的胸懷，以及永恆的理想，無論生離與死別，我都要為她而歌唱，

                                                 
37 徐麗紗〈追懷張炫文教授－ 一位兼具作曲家及民族音樂學者雙重身份的音樂家〉，《樂覽》107

期，2008.5，pp.26-27。 
38 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2009.12，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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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家的温暖，唱出鄉的舒昶。」
39
 

張炫文積極參與歌仔戲的維護與發揚工作，也開啟歌仔戲研究風氣之門。數

十年如一日的持續耕耘，將研究專業深入淺出的推廣於社會大眾，實為民族音樂

學者的研究與實踐之典範。張老師一生發表了無數與歌仔戲相關的論述：1973 年

完成的碩士論文《歌仔戲的音樂研究》40；1976 年出版的有聲書《台灣鄉土之音─

歌仔戲音樂》41；1982 年以碩士論文為主要內容的《歌仔戲的音樂研究》42；1985

年的《七字調的音樂研究》43；1986 年的《歌仔戲唱腔風格研究》44；及 1998 年

的《歌仔調之美》45 等專書發表，都是他在歌仔戲音樂研究方面的具體表現與實

踐。此外，張炫文也積極致力台灣的說唱音樂的研究工作，並曾經於 1986 年發表

有聲書《台灣的說唱音樂》46；1991 年出版《台灣福佬系說唱音樂研究》等二書。 

張炫文甚至運用其民族音樂研究的學術專長，把鄉土音樂轉換成音樂教學的

素材，編撰成教材。他將臺灣歌仔戲音樂的研究所得，編寫在國小及國中的鄉土

藝術教科書之中。張炫文也認為，「說唱」藝術裡十足運用了福佬語的語言聲調，

是學習母語的最好素材。因此，他主張可應用說唱藝術來做為學習鄉土語言的方

法，不但可讓孩子們從歌唱中自然學習母語，也可藉此傳承傳統音樂的精神，賦

予台灣歌謠新的生命。 

張炫文一生的歌樂作品，早期雖然是以創作華語歌曲為主，但其使用音樂語

法，仍然建立在台灣民間歌謠、唸歌或戲曲的曲風之上，如〈鄉愁四韻〉（1973，

詞/余光中）47，就是應用了歌仔戲〈七字調〉的曲調結構及〈吟詩調〉的韻味所

譜上的曲子。到了 1992 年之後，他所創作的福佬台語歌曲，如〈豆菜芽〉（1992，

詞/林武憲）、〈叫做台灣的搖籃〉（1993，詞/謝安通）、〈種樹仔〉（1999，詞/林武憲）

                                                 
39 張炫文《張炫文創作歌曲選集》，目錄 2，樂曲簡介，p.258。 
40 張炫文《歌仔戲的音樂研究》，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41 張炫文《台灣鄉土之音─歌仔戲音樂》，台灣省立交響樂團，1976。 
42 張炫文《台灣歌仔戲音樂》，百科文化事業公司，1982。 
43 張炫文《七字調的音樂研究》，樂韻出版社，1985。 
44 張炫文《歌仔戲唱腔風格研究》，樂韻出版社，1986。 
45 張炫文《歌仔調之美》，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46 張炫文《台灣的說唱音樂》，台灣省立交響樂團，1986。 
47 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2009.12，pp.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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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無論是獨唱與合唱曲，都充滿著濃烈的鄉土音樂精神與情愫。 

張炫文的歌樂作品富有親切的鄉土風格，常受到觀眾、合唱團及聲樂家的喜

愛與青睞，如：1998 年南投教師合唱團慶祝十週年巡迴演唱會「土地之戀」，舉行

第一場張炫文的個人作品發表會；2002 年，采苑合唱團演出「鄉音歌韻土地情─

張炫文合唱作品發表會」；2003 年，台灣合唱團主辦演出「張炫文作品發表會」等。

而在其他音樂會中，張老師的作品被演出的比例極高，也常常被演唱團體携往海

外音樂會表演，張炫文的歌曲有機會傳唱於世界各地，也感動更多台灣僑胞，以

撫慰台僑思鄉之情。 

總而言之，張炫文對於鄉土音樂的重視和推廣，有著責無旁貸的使命感。為

了能將前人的文化資產傳承給下一代，他不只學術研究、教材編寫、實際教學，

還不斷積極創作，從維護到發揚，不遺餘力。 

 

三、成就與貢獻 

張炫文從他的農家生活，學習到刻苦耐勞、奮進不懈的精神；從台灣的民俗

曲藝，尤其是歌仔戲和說唱藝術，吸收了本土音樂的養份，意識到發揚傳統鄉土

音樂的重要性。張氏的勤奮人生態度和他的音樂理念，使他在職場上及志氣都有

傑出的表現。以下從教學己作、學術研究和歌曲創作等三個面向，來敘述他的成

就與貢獻： 

（一）教學工作 

張炫文在一生的教職生涯中，秉持著努力向上的精神，他曾擔任台中縣國小

教師、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助教，到了 1976 年受聘為國立台中師範學院講師。

其後，靠著自己的認真教學及豐碩的研究，1987 年他以《七字調的音樂研究》乙

書為升等論文，並於翌年升等為副教授；1991 年另以《台灣福佬系說唱音樂研究》

著作，順利升等為音樂教育學系教授，其後更兼系主任一職。 

張炫文對於任教的每一個科目，都仔細地建構一套自己的教學方法，為學生

奠立紮實的根基。由於大學時主修鋼琴，研究所修習民族音樂，之後又在作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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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過功夫也創作不少歌樂作品，因此，他任教的科目涵蓋術科、學科及理論課

程三個部份。48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般的正常課程，張炫文還會設計一些有意義的開創性

科目。為了讓他所教的師範生能具備基本的彈琴、伴奏的能力，他特別開設了「琴

法」的課程；張老師所開設的「音樂欣賞」課程，除了一般的西方音樂之外，他

自己會再加入中國音樂及台灣本土音樂；為了因應 1994 年之後，國小必修的「鄉

土課程」，他也發表〈幾個有關鄉土民歌的基本概念與名詞辨析〉、〈台灣的說唱音

樂應用於音樂教學的可能性〉及〈論傳統鄉土音樂與音樂教育〉等多篇與鄉土音

樂相關的論述，供課程設計之參考。 

一直到 2005 年從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退休下來，張炫文從事教學工作三十餘

年，他兢兢業業、不辭勞苦，珍惜師生情感的作為，成為所有學生心目中的嚴師

慈父，令人敬佩。 

（二）學術研究 

張炫文研究所修習的是「民族音樂」，他一生的學術研究也執著在此領域，茲

將其主要學術論著，依類別及年度列示於下： 

1. 專書 

1973《歌仔戲的音樂研究》，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6《台灣鄉土之音─歌仔戲音樂》書及唱片，台灣省立交響樂團。 

1982《台灣歌仔戲音樂》，百科文化事業公司。 

1985《七字調的音樂研究》，樂韻出版社。 

1986《歌仔戲唱腔風格研究》，樂韻出版社。 

1986《台灣的說唱音樂》書及錄音帶，台灣省立交響樂團。 

1991《台灣福佬系說唱音樂研究》，樂韻出版社。 

1998《歌仔調之美》，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 期刋及研討會的重要論述 

                                                 
48 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2009.12，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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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我對戲曲聲腔的看法〉，《中央日報》，中央日報。 

1977〈歌仔戲音樂的特殊風格〉，《中央日報》，中央日報。 

1980〈歌仔戲音樂的特殊風格〉，《民俗曲藝》第 1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0〈具有代表性的歌仔戲之一〉，《民俗曲藝》第 2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1〈具有代表性的歌仔戲之二〉，《民俗曲藝》第 4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1〈歌仔戲音樂的音階〉，《民俗曲藝》第 5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1〈歌仔戲音樂的調式〉，《民俗曲藝》第 6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1〈歌仔戲音樂的拍子與節奏〉，《民俗曲藝》第 7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1〈歌仔戲音樂的自由性〉，《民俗曲藝》第 8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1〈歌仔戲音樂的多聲性〉，《民俗曲藝》第 9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1〈歌仔戲曲調分析〉，《民俗曲藝》第 10 期，施合鄭文教基金會。 

1982〈聲樂曲調與語言〉，《近七十年來中國藝術歌曲》，中央文物供應社。 

1988〈「七字調」在台灣民間歌謠中的地位〉，《民俗曲藝》第 54 期，施合鄭文

教基金會。 

1988〈歌仔戲唱腔曲調之應用及其演變〉，《台灣戲劇中心研究規劃報告》，行政

院文化建設員會。 

1989〈談中國民歌的和聲與伴奏〉，《國教輔導》第 28 卷第 5 期，台灣省立台中

師範學院。 

1991〈論「江湖調」的音樂〉，《台灣歌仔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歌仔學會。 

1991〈台灣福佬系說唱音樂應用於音樂教學的可能性〉，《國教輔導》第 30 卷第

6 期，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學院。 

1993〈台灣的歌仔戲音樂〉，《鄉土教材教法》，台北市立教師研習中心。 

1996〈四十年來海峽兩岸歌仔戲「七字調」的探討與比較〉，《海峽兩岸歌仔戲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員會。 

1997〈論傳統鄉土音樂與音樂教育〉，《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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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從琴法抽測談師範生琴法基本能力的培養〉，《省交樂訊》第 70 期，，台

灣省立交響樂團。 

1997〈台灣的歌仔戲〉，《台灣音樂一百年論文集》，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1997〈有關唸歌說唱及歌仔戲音樂之各章節課文〉，《國民中學「鄉土藝術活

動》」，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1997〈歌仔戲〉，《台灣音樂閱覽》、玉山出版社。 

1998〈台灣閩南語詞曲創作的過去、現在與展望〉，《省交樂訊》第 73 期，台灣

省立交響樂團。 

1999〈從「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論二十一世紀台灣國民小學

音樂教育的危機〉，《「藝術與人文」之全人教育研究會論文集》，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 

2000〈為戲曲音樂添新氣，化危機為例轉機〉，《台灣地區民族音樂之現況與發展

座談會》，2000 文建會民族音樂中心籌備處。 

2000〈幾個有關鄉土民歌的基本概念與名詞辨析〉，《國教輔導》第 39 卷第 3 期

引言，國立台中師範學院。 

2001〈包羅萬象根植台灣的鄉土音樂－歌仔調〉，《本土音樂的傳唱與欣賞》，國

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2001〈論台灣歌仔戲音樂（上）〉《樂覽》第 27 期，國立交響樂團。 

2001〈論台灣歌仔戲音樂（中）〉《樂覽》第 28 期，國立交響樂團。 

2001〈論台灣歌仔戲音樂（下）〉《樂覽》第 29 期，國立交響樂團。 

總之，在學術研究方面，張炫文以民族音樂研究為主。研究範疇廣泛。他對

對歌仔戲和說唱藝術的音樂風格、調式、唱腔、習慣音型、歌詞與曲調等，有相

關的論文和專書出版。尤其，在歌仔戲音樂研究方面，經由他以科學的、學理的、

現場田調及深度探討的方式進行研究之後，使歌仔戲從民間娛樂的角色轉而躍登

學術研究的對象，不再侷限於鄉村的野臺趣味。張炫文可說是台灣研究「歌仔戲

音樂」的先驅，其的研究成果，已成為後者研究歌仔戲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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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曲創作 

深厚的鋼琴演奏基礎，加上豐富的音樂理論，使張炫文在歌曲創作也有斐然

的表現。 

1961 年，張炫文就讀新竹師範時，在音樂老師楊兆禎的鼓勵下，寫下他此生

的第一首華語創作歌曲〈母親！我想念你！〉。 

自 1973 至 1976 年間，由省教育廳委託台灣省交響樂團舉辦的全國性「愛國

歌曲」徵曲比賽中，連續四年，張炫文每年都有作品得獎：分別是第一屆〈鄉愁

四韻〉（1973）、第二屆〈漁家樂〉（1974）、第三屆〈蒼松〉及〈謁慈湖〉（1975）、

第四屆〈橋〉（1976），這使得張老師對歌曲創作產生極高的信心。 

張炫文的歌曲作品經常獲得各界作曲比賽的肯定與獎項，除了上述所提「愛

國歌曲」徵曲比賽的 5 首之外；1989 年，他以台語歌曲〈一枝草仔一點露〉，獲得

「明德文教基金會徵曲比賽」之獎項；1992 年，〈豆菜牙〉入選為「詠讚台灣」徵

曲比賽的得獎作品；1995 年，參加「海峽兩岸閩南語兒童合唱作品評獎會」比賽，

張老師以〈草仔枝〉（1992 創作）、〈風吹〉（1994 創作）等作品獲獎；1996 年，參

加臺灣省交響樂團主辦的「華人徵曲比賽」，他又以〈將進酒〉得獎；1997 年，參

加環保署舉辦的徵曲比賽，張老師再度以〈咱愛溪水攏清清〉獲獎，一生作曲獲

獎無數。 

另外，張炫文也經常應邀或接受委託，替私人、公家單位及文教團體創作歌

曲。如：台中兒童少年合唱團委託創作的歌曲〈媽媽的愛〉（1979）、台灣省教育

廳委託創作的〈教師頌〉（1981）、行政院文化建設委頁會委託創作的〈土地之戀〉

（1983）、應聲樂家劉塞雲教授之邀而創作的〈歌〉（1985）、台灣省交響樂團委託

創作的〈請別哭泣〉（1993）、中和國小創校五十週年委託創作的〈校歌〉（1995）、

虎山國小校歌及大里高中校歌（1999）、「康軒文教機構」委託作曲的〈種樹仔〉、

〈種一欉花〉、〈阮的愛底這〉（2000 出版）、聲樂家協會委託創作的〈水中花〉、〈蛹〉、

〈願〉、〈野馬之歌〉（2002 演出）等，不勝枚舉。 

無論是華語或台語，也不分獨唱或合唱，張炫文的歌温暖了每位歌者和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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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張老師所創作的合唱曲，如：〈媽媽的愛〉、〈草仔枝〉、〈叫做臺灣的搖籃〉、

〈風吹〉、〈咱愛溪水攏清清〉、〈阮的愛底這〉等，多次獲選為國小到至大專社會

各組合唱比賽的指定曲。張老師的創作歌曲，傳唱於學校、合唱團、聲樂界之中，

一直是大家愈唱愈入味的歌曲。 

 

四、小結 

張炫文對台灣音樂教育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在學術研究的成績和影響，備

受肯定，並應用為音樂教學的素材，編撰成教材；他的歌曲作品，成為愛樂者永

遠的回憶。也因此，在張炫文的音樂旅程中，也多次獲得特別獎項的肯定：1976

年，榮獲台灣省文藝作家協會頒發的第二屆「中興文藝獎」獎章；1985 年，獲得

第四屆「鐸聲獎」─推展中小學教育有功特別獎；1989 年，獲頒台灣省音樂協進

會「歌曲創作」音樂獎章等，可說實至名歸。 

 

 

第二節  張炫文的歌樂作品梗概 

張炫文的音樂作品以歌樂為主，依歌曲演唱形式分成獨唱及合唱兩大類，以

下選擇張炫文較具知名、或意義、或已有出版的創作歌曲，剔除創作年代不詳者，

依產生年代、歌名、作詞者、使用語言、歌曲類別及備註等順序，列示於後： 

【表 2.1：張炫文創作歌曲一覽表】49 

序
號 

產生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使用 
語言 

歌曲 
類別 

備        註 

01 1961 母親！我想念
妳 

張炫文 華 獨、合 張炫文就讀師範學校時，在楊兆禎老
師鼓勵下所創作的處女之作。 

02 1962 野菊花 不詳 華 獨 張氏嘗試寫歌階段作品。 

03 1963 台灣好 不詳 華 獨 張氏嘗試寫歌階段作品。 

04 1968 種樹 不詳 華 獨 張氏嘗試寫歌階段作品。 

                                                 
49 主要參考：（1）張炫文《張炫文創作歌曲選集》；（2）蘇綺梅《張炫文音樂創作研究：以獨唱作

品為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2009.6；（3）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

中市文化局，2009.12；（4）http://203.64.159.67/~english/dad/lyrics.htm#a14，2016.09.10。 

 

http://203.64.159.67/~english/dad/lyrics.htm#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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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產生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使用 
語言 

歌曲 
類別 

備        註 

05 1970 媽媽 王文山 華 獨 還在新竹師專擔任助教時期作品。 

06 1973 鄉愁四韻 余光中 華 獨 1973 年於省教育廳主辦的第一屆「愛
國歌曲徵曲比賽」獲獎。 

 

07 1974 漁家樂 高登科 華 獨、合 1974 年於省教育廳主辦的第二屆「愛
國歌曲徵曲比賽」獲獎。 

08 1975 蒼松 馮輝岳 華 獨、合 1975 年於省教育廳主辦的第三屆「愛
國歌曲徵曲比賽」獲獎。 

09 1975 謁慈湖 顏連茂 華 獨、合 1975 年於省教育廳主辦的第三屆「愛
國歌曲徵曲比賽」獲獎。 

10 1976 橋 張弧 華 合 1976 年於省教育廳主辦的第四屆「愛
國歌曲徵曲比賽」獲獎。 

11 1979 媽媽的愛 不詳 華 合 應台中兒童合唱團委託而作。1997、2009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組指定曲。 

12 1979 畢業歌 林君長 華 合 受託為畢業生而寫。 

13 1981 教師頌 劉真 華 合 應省教育廳委託而創作。 

14 1982 全民運動歌 黄昆輝 華 獨 於省教育廳徵曲比賽中得獎。 

15 1983 土地之戀 王尚義 華 合 應文建會委託而作，是張氏較大作品，

深受肯定，也是他創作生涯的轉捩點。

1992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指定曲。 

16 1984 故鄉 傅林統 華 合 收錄於《張炫文創作歌曲選集》。2009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組指定曲。 

17 1984 注音符號歌 注音符
號 

華 獨 收錄於《張炫文創作歌曲選集》。 

18 1984 過年 林武憲 華 獨 受林武憲鼓勵而創作的《年節兒歌四
首》之一。 

19 1984 母親節 林武憲 華 獨 受林武憲鼓勵而創作的《年節兒歌四
首》之一。 

20 1984 端午節 林武憲 華 獨 受林武憲鼓勵而創作的《年節兒歌四
首》之一，入選為 1984 文建會主辦「歌
我中華」的優良作品。 

21 1984 中秋節 林武憲 華 獨 受林武憲鼓勵而創作的《年節兒歌四
首》之一，入選為 1984 文建會主辦「歌
我中華」的優良作品。 

22 1985 歌 瘂弦 華 獨 受聲樂家劉塞雲的委託而作。旋律中
蘊含著傳統戲曲、民歌及器樂的影響。 

23 1985 海峽的明月 黄瑩 華 獨 屬愛國歌曲，1987 年被選為「鐸聲獎」
教師歌唱大賽藝術歌曲甲組的指定
曲。 

24 1989 一枝草仔一點
露 

徐士欽 台 獨、合 張氏第一首台語創作歌曲，為參加明
德文教基金會徵曲比賽而寫，入選獲
獎。 

25 1992 豆菜芽 林武憲 台 獨 受林武憲的鼓勵、自己也認為此詞具
有文學性、鄉土性及教育性而譜曲。 

26 1992 草仔枝 林武憲 台 獨、合 受林武憲的鼓勵、自己也認為此詞具
有文學性、鄉土性及教育性而譜曲。
1998 與 2000 年曾列入國中音樂課本
「共同歌曲」。2001、2009 年全國師生
鄉土歌謠比賽高中組指定曲。2003 年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大專組指定
曲。2005 年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國
中組指定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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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92 番麥 林武憲 台 獨 受林武憲的鼓勵、自己也認為此詞具
有文學性、鄉土性及教育性而譜曲。 

28 1992 月光光 林武憲 台 獨 受林武憲的鼓勵、自己也認為此詞具
有文學性、鄉土性及教育性而譜曲。 

29 1992 感謝 林武憲 台 獨 受林武憲的鼓勵、自己也認為此詞具
有文學性、鄉土性及教育性而譜曲。 

30 1993 故鄉的田園 陳明仁 台 獨 喜歡歌詞深具鄉土情愫。 

31 1993 請別哭泣 席慕容 華 獨 浪漫情懷的詩篇。 

32 1993 生命是一片藍
藍的天 

孫武雄 華 獨 2006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小組指定
曲。 

33 1993 螢火蟲 林武憲 華 合 1996 年被編入康和出版社五下國小音
樂課本。 

34 1993 叫做台灣的搖
籃 

謝安通 台 獨、合 喜歡歌詞淺白、情感真切動人而譜曲，

獲得第一屆「詠讚台灣」50 比賽少年組

特優獎。1996 年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國中組指定曲。2007、2008 年全國師生

鄉土歌謠比賽大專組指定曲。 

35 1994 將進洒 李白 華 獨、合 1996、1997 年全國性音樂比賽大專組
指定曲。 

36 1994 白色的旗海 馮輝岳 華 合 顯現其對大自然及景物的喜愛。 

37 1994 風吹 吳秀麗 台 合 喜歡歌詞文字精鍊、意境清新脫俗而
譜曲。1996、2008 年全國師生鄉土歌
謠比賽國中組指定曲。 

38 1997 咱愛溪水攏清
清 

謝安通 台 獨、合 參加環保署徵曲比賽並獲獎，曾獲選
為國小歌唱比賽指定曲。2007 年全國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國中組指定曲。 

39 1998 同唱一首歌 王德 華 合 台中市「薰風婦女合唱團」應邀參加
「哈爾濱之夏」音樂節，委託創作。 

40 1999 阮的愛底這 洪志明 台 合 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於 1999 

年舉辦「國中國小音樂教材詞曲創作
徵選」比賽的入選歌詞作品，委託張
炫文譜曲。2003 年全國師生鄉土歌謠
比賽國中組組指定曲。2006 年全國師
生鄉土歌謠比賽大女組指定曲。 

41 1999 情緣 林義雄 台 獨 台中市明德女中委託創作的台語校定
歌曲。2003 年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
高中組獨唱指定曲。 

42 1999 種樹仔 林武憲 台 合 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於 1999 

年舉辦「國中國小音樂教材詞曲創作
徵選」比賽的入選歌詞作品，委託張
炫文譜曲。 

43 1999 種一叢花 嚴詠能 台 合 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於 1999 

年舉辦「國中國小音樂教材詞曲創作
徵選」比賽的入選歌詞作品，委託張
炫文譜曲。 

44 2000 憶秦娥 張源榮 華 獨 女高音林瀛鳳教授委託創作。 

45 2000 山海戀歌 黄瑩 華 合 包括：（1）玉 山（2）東海（3）海誓
山盟，三個部份。 

46 2000 今生的圖騰 潘郁琦 華 獨 浪漫情懷的詩篇。 

47 2002 野馬之歌 席慕蓉 華 獨 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委託而創作的作
品。 

                                                 
50 第一屆「詠讚台灣」詞曲創作比賽，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及「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

委員會」於 1993 年所共同舉辦，張炫文以〈叫做台灣的搖籃〉獲得少年組特優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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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002 水中花 蔣勳 華 獨 浪漫情懷的詩篇。 

49 2002 蛹 蔣勳 華 獨 浪漫情懷的詩篇。 

50 2002 願 蔣勳 華 獨 張炫文選用蔣勳的詩作譜曲。 

51 2003 萬世流芳 黄瑩 華 合 張炫文再次與作詞家黃瑩的合作。 

52 2003 中師頌 賴清標 華 合 為台中師院校慶而創作。 

    綜觀張炫文的創作歌曲，如依上表【表 2.1：張炫文創作歌曲一覽表】選列的

52 首，我們大致可歸納出幾個重點： 

（一）張炫文創作的華語歌曲 38 首，佔 73%；比台語歌曲 14 首，佔 27%；多出

14 首。可見，張老師的歌樂創作係以華語為以主，台語為輔。  

（二）張炫文創作的第一首華語歌曲，是 1961 年由自己作詞的〈母親！我想念妳〉，

也是他發表作品中，惟一一首自創詞曲的歌曲。 

〈三〉張氏於 1989 年因參加明德文教基金會徵曲比賽，寫下他生平的第一首台語

創作歌曲〈一枝草仔一點露〉（詞/徐士欽）。這比他寫第一首華語歌曲〈母親！

我想念妳〉，要晚了 28 年。 

（四）在全部 52 首歌曲中，有 9 首是獨唱及合唱兼而有之；獨唱曲 27 首，純為

合唱曲 16 首。換句話說，可用於獨唱者有 36 首；可用於合唱者 25 首，比

例亦為不小。 

（五）在 38 首華語歌曲中，有 5 首是獨唱及合唱兼而有之；獨唱曲 21 首，合唱

12 首。換句話說，可用於獨唱者有 26 首；可用於合唱者 17 首，比例亦為不

小。 

（六）在 14 首台語歌曲中，有 4 首是獨唱及合唱兼而有之；獨唱曲 6 首，合唱曲

4 首。換句話說，可用於獨唱者有 10 首；可用於合唱者亦為 8 首，獨、合唱

的比例相差不大。 

（七）張炫文有許多創作歌曲是接受委託而創作，也就是必須為符合委託者的特

殊需求而創作，這些歌曲的歌詞通常由委託者提供，作曲者大多不會修改原

來旨意，如〈畢業歌〉、〈教師頌〉、〈土地之戀〉、〈情緣〉等，足見張老師的

創作才華，深受各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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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張炫文自 1961 年以〈母親！我想念妳〉，開始其歌樂創作生涯。起先，他

以創作華語歌曲為主。到了 1989 年因參加徵曲比賽寫下第一首台語歌曲〈一

枝草仔一點露〉，在此之後，張老師則華、台語歌曲交互創作。到了晚年，

約在 2000 年之後，又恢復以創作華語歌曲為主。 

（九）由於張炫文的作品大多富有教育意義，而且旋律優美。因此，他所創作的

歌曲常獲選為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及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的指定曲，如華語

歌曲的〈媽媽的愛〉、〈土地之戀〉、〈故鄉〉、〈海峽的明月〉、〈生命是一片藍

藍的天〉及〈將進酒〉等；台語歌曲的〈草仔枝〉、〈叫做臺灣的搖籃〉、〈風

吹〉、〈咱愛溪水攏清清〉、〈阮的愛底這〉及〈情緣〉等。 

   

 

第三節  張炫文的福佬系創作歌曲 

 由於戒嚴的實施及國語政策的推行，在 1987 年解嚴之前，學校教育體系裡只

能使用國（華）語，一生擔任教職的張炫文也就從未想到選用福佬（台）語的歌

詞來譜曲。然而，從鄉下出生、滾著泥土長大的小孩，潛意識裡自然會有著濃烈

的鄉土情感，因此，當機會出現時，張炫文也自然投入福佬系歌曲的創作行列。 

 

一、與創作福佬台語創作歌曲結緣 

1987 年解嚴之後，台北明德文教基會為了鼓勵大家多寫作克勤克儉、積極向

上的生活化歌曲，舉辦了一次歌曲徵選比賽。該項比賽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先徵選歌詞，第二階段再以入選的歌詞徵選曲調。當時，放在心中，一直想為台

語寫一首好歌的張炫文，選了由徐士欽寫作的入選歌詞〈一枝草仔一點露〉： 

〈一枝草仔一點露〉（詞/徐士欽，曲/張炫文） 

一枝草仔一點露  一枝草仔一點露 

只要肯吃苦  攏總有出路 

一枝草仔一點露  一枝草仔一點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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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肯打拼  攏總有前途 

嘿咻! 嘿咻! 嘿咻! 嘿我掘土  你來造橋我開路   

汗水流到濕漉漉  工作是先苦而後樂    

認真打拼的朋友啊 有吃有做才是福(愛盡本分愛知足) 

1989 年張炫文入選得獎，並發表了他譜曲的第一首福佬系歌曲〈一枝草仔一

點露〉。 

 

二、為國民小學寫作福佬系兒歌 

1992 年，在徐珍娟老師的請益對談與「激勵」下，再度激發了張炫文繼續創

作福佬系兒歌的熱情。當時周清玉擔任彰化縣長，她規定學校要教唱台語歌曲，

曲目中包括〈望春風〉、〈四季紅〉…等流行歌曲。51 徐珍娟老師向張炫文抱怨，

這些愛情流行歌曲怎麽適合教給小朋友呢？經過她這麽一問，張炫文才猛然醒覺

說： 

「我們的作曲家為中小學生創作的歌曲實在太少了；用母語為中小學生創

作的好歌更是少得可憐。發生這種事，教育局固然選曲欠當；作詞、作曲家

不夠關心和努力，也要負一部分責任。」52 

 就在這個時候，張炫文多年的好友兒童文學家林武憲老師，寄給他新創作的

台語兒童詩，並十分期待張老師對台語兒童歌曲的創作花一些心力。當時，張炫

文也覺得林老師的作品，不但富有文學性與鄉土性，更具有一般台語兒歌所欠缺

的教育性，而且這正是張炫文所喜歡、所需要的兒歌歌詞。53 於是，那年（1992），

張老師為林老師的台語兒童詩，譜了〈豆芽菜〉、〈番麥〉、〈月光光〉、〈感謝〉及

〈草仔枝〉等五首兒歌。其歌詞分別如下： 

                                                 
51 當時已解嚴，有些縣市政府鼓勵學校裡重現母語文化，在華語之外也安排教唱些許母語歌曲。

可惜，當時能適合兒童歌唱的福佬語兒歌並不多見。像〈望春風〉、〈四季紅〉、〈春風歌聲〉等較

知名又輕快的台語老流行歌曲就「應景」被選用上場。 
52 徐珍娟〈細說張炫文教授音樂絲路〉，轉引自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

2009.12，p.92。 
53 徐珍娟〈細說張炫文教授音樂絲路〉，轉引自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

2009.12，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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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芽菜〉（詞/林武憲，曲/張炫文） 

        有根無落地  有葉仔袂開花 

        田底沒人種  市仔有人賣 

 〈番麥〉（詞/林武憲，曲/張炫文） 

        番麥番麥嘴齒濟 

        有嘴齒袂講話 

        番麥番麥真濟歲 

        嘴鬚一把 

 〈月光光〉（詞/林武憲，曲/張炫文） 

    月光光  照菜園  照大門  照眠床 

    月娘啊  暝真長  請你陪我到天光 

月娘啊  暝真長  請你陪我到天光 

〈感謝〉（詞/林武憲，曲/張炫文）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老母佮老爸 

    感謝 予我的一切 

    感謝你  感謝伊 

    感謝每一個人  每一個日子 

    予我平平安安  歡歡喜喜 

    感謝風  感謝水  感謝沙土佮日頭 

    予花草發甲即呢媠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老母佮老爸 

感謝萬物  無論大抑細 

感謝天地的一切 

〈草仔枝〉（詞/林武憲，曲/張炫文） 

日頭曝不死  大水淹不死 

落霜凍不死  風颱吹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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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露水我就活落去  春風來我就出頭天 

有露水我就活落去  時機到我就出頭天 

我若出頭天  世界就青青 

我若出頭天  世界就青青 

葉仔會乾根不爛  代代閣生湠 

張炫文老於 1992 年完成的五首台語兒歌中，〈草仔枝〉最受歡迎，其獨唱版

本，曾被教育部選為國中音樂課本之「共同必唱歌曲」。後來，又應台中市西南扶

輪社合唱團之託，改編為混聲四部合唱；另於 1994 年改編為同聲三部合唱；並於

1995 年 8 月在「海峽兩岸閩南語兒童合唱作品評獎會」中，與同為張老師作品

〈風吹〉（詞/吳秀麗）同時得到評審委員的肯定，雙雙得獎。54 

1992 年，張炫文和林老師合作了這些歌曲之後，有些學校陸續地將這些歌曲

應用在母語教學或音樂藝文活動之上。張炫文覺得這正符合他的創作目的和期

待，因而興致大增，積極找尋具有文學性、鄉土性及教育性的福佬語兒童詩詞來

譜創歌曲。此期間，他的歌詞主要來自於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及「中華

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所共同舉辦的「詠讚台灣」詞曲創作比賽。 

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於 1984 年 10 月，委由康軒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的《民 82（1993）年「詠讚台灣」詞曲創作專輯（一）》CD 的解說手冊中，

特別提到： 

「常聽音樂界前輩慨歎，我們生長在台灣，但是我們的孩子卻很少有本土歌

曲可以唱。的確，如果檢視目前中小學音樂課本，可以發現西化、老化的

大中國歌曲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有關台灣的部份卻寥寥可數。有鑑於

此，本學會於八十二年（1993）四月展開「詠讚台灣」詞曲創作徵選活動。」 

這項徵選活動分成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歌詞徵選，第二階段根據入選的 

                                                 
54

 參考 http://203.64.159.67/~english/dad/lyrics.htm#a14，20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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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徵選曲調。
55
 1993 年，張炫文譜曲的〈叫做台灣的搖籃〉（詞/謝安通）就是

榮獲第一屆「詠讚台灣」特優獎；他之前與林武憲老師合作的〈豆芽菜〉，也同時

入選為得獎作品。 

 〈叫做台灣的搖籃〉歌詞如下： 

〈叫做台灣的搖籃〉（詞/謝安通，曲/張炫文） 

有一個搖籃  搖著咱兩千萬人 

這個神奇的搖籃  伊的名叫做台灣 

台灣海峽給伊輕輕啊搖  伊是不仆落的搖籃 

太平洋也給伊輕輕啊搖  伊是世界美的搖籃 

咱若做伙打拼有信心  伊會搖出咱足好的命運 

咱若保護環境有信心  伊會搖出咱美麗的春天 

有一個搖籃  搖著咱兩千萬人 

這個神奇的搖籃  伊的名叫做台灣 

 〈叫做台灣的搖籃〉榮獲 「詠讚台灣」徵選歌曲少年組特優首獎時為為齊唱 ， 

1993 年底，應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校慶演唱會的需要，改編為同聲三部合唱；到了

1995 年秋天，應台灣省交響樂團附設合唱團之託，進一步改編為混聲四部合唱，

於同年十一月全省巡迴演唱會中發表。 

1994 年底，為了參加「海峽兩岸閩南語兒童合唱作品評選」的比賽，張炫文

選用吳秀麗老師的歌詞〈風吹〉來譜曲，順利得獎。歌詞如下： 

  〈風吹〉（詞/吳秀麗，曲/張炫文） 

          風吹  風吹（無翅會曉飛） 

  我想欲親像風吹  逍遙自在天頂飛 

  我想欲親像風吹  逍遙自在飛呀飛呀飛 

  飛去探大海  飛去看高山  飛去遠遠的所在 

                                                 
55《民 82 年「詠讚台灣」詞曲創作專輯（一）》CD，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監製，康軒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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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呀飛呀飛 

  風吹  風吹（無翅會曉飛） 

  我想欲親像風吹  逍遙自在天頂飛 

  我想欲親像風吹  逍遙自在飛呀飛呀飛 

1997 年，此歌被選為台灣區音樂比賽國中男生組的指定曲，甚至被許多中小

學的合唱團選為比賽的自選曲，深受喜歡。到了 1998 年，應南投縣教師合唱團赴

北京參加國際合唱節的需要，而改編為混聲四部合唱。 

 1993 年，張炫文和謝安通老師因〈叫做台灣的搖籃〉得獎，在頒獎典禮上認

識，兩人惺惺相惜，或許是理念相同，對台灣、土地的情感很深，成為合作寫歌

的好搭檔。於是，1997 年兩人合作了〈咱愛溪水攏清清〉，參加由環保署舉辦的「環

保通俗歌曲比賽」，並獲得獎項。56 

〈咱愛溪水攏清清〉（詞/謝安通，曲/張炫文） 

        看著水清清  咱的心也會清清  

        一條一條溪  攏親像是一條一條的命脈  

        清清的溪水 會流出魚仔足好的命運  

也會流出咱足好的命運  

看著水黑黑 咱的心也會黑黑  

一條一條溪  攏親像是一條一條的命脈  

黑黑的溪水 會流出魚仔悲情的歲月  

也會流出咱悲情的歲月  

咱愛作伙打拼 保護河川  

互溪水永遠都清清  

咱愛付出愛心 保護河川 

互咱的心  親像魚仔佇水晶宮  

游出美麗的一生 

                                                 
56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2009.12，p.93-94。 

 



 

  

39 

 1999 年，「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徵選教材歌曲時，洪志明所寫的歌詞

〈阮的愛佇這〉入選為優秀作品。當時，因未徵選到理想的樂曲，乃委請張炫文

譜曲。當張炫文進行譜曲期間，正逢驚天動地的 921 大地震，張老師目睹前所未

有的慘重災情及災民的痛苦絕望；深深感受到〈阮的愛佇這〉歌詞的意涵，正適

合地震後災民心靈重建的需要。此景此情，促使張炫文加快脚步，提前完成這首

歌的譜曲工作。期待透過歌聲，以撫慰受傷的心靈，並堅定災民的信心，讓他們

早日從悲傷中重新勇敢地站起來！〈阮的愛佇這〉的歌詞如下：57   

〈阮的愛佇這〉（詞/洪志明，曲/張炫文） 

        細漢時，阮七逃底這，歡喜嘛底這；  

        今嘛，阮讀冊底這，歡快樂嘛底這；  

        後擺，阮工作底這，娶某生子嘛要底這。 

        阮的故鄉和田園，阮的親戚和朋友，攏總嘛底這。 

        一生一世，阮的愛、阮的血、阮的汗，  

        攏嘛要放底這 ！ 

1999 年 10 月 25 日，台中市立文化中心舉辦一場「阮的愛底這」關懷 921 賑

災音樂會，這首歌被當作主題曲，安排在音樂會的開始與結束時以不同的方式演

唱，前後均引起與會者熱烈的迴響。58 

「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於 1999 年舉辦徵選「國中國小音樂詞曲教材」

時，入選的歌詞中，除了〈阮的愛佇這〉，另外〈種樹仔〉、〈種一叢花〉，也都因

應徵的譜曲稿件未盡理想，主辦單位乃以委託譜曲的方式，委請張炫文譜曲。59 這

些福佬系兒歌並於 2000 年，曲康軒文教機構出版。 

〈種樹仔〉（詞/林武憲，曲/張炫文） 

山頂種樹仔  親像起水庫  雨濟伊會吞  雨少伊會吐 

海邊種樹仔  親像圍籬笆  挺好遮日頭  不驚風飛砂 

                                                 
57參考 http://203.64.159.67/~english/dad/lyrics.htm#a14，2016.10.01。 
58參考 http://203.64.159.67/~english/dad/lyrics.htm#a14，2016.10.01。 
59參考 http://203.64.159.67/~english/dad/lyrics.htm#a14，20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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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邊種樹仔  親像裝冷氣  熱天攏不熱  蹛落真舒適 

 

〈種一叢花〉（詞/嚴詠能，曲/張炫文） 

種一叢花 種落下一個季節的清香 

種一叢樹仔 留乎慢來的人來納涼 

等一陣風 等一種透心的清涼 

等一陣雨 洗出全身的輕鬆 

種一欉樹仔 種落一份仰望 

雖然不知外久 天地才會震動 

乎咱家己親手為家己種一欉 將仰望拓乎住置這的人 

由於張炫文譜寫的曲子，普受學校老師的好評，也深受學生的喜愛。因此，

長期以來，總有一些機關團體、教育單位委請張炫文譜曲。同在 1999 這年，台中

市明德女中也委請張炫文為學校創作一首台語校定歌曲〈情緣〉。〈情緣〉作詞者

林義雄，其歌詞內容如下： 

〈情緣〉（詞/林義雄，曲/張炫文） 

        親像阿娘疼囝的心  將你惜命命 

        親像感恩親人的心  感恩這塊養育咱成長的所在 

        感恩這塊養育咱成長的所在 

        因為你是我的一切  時常伴在阮的身邊 

        父母心  師生緣  同窗愛  牽成咱明德好情緣 

        春春  秋秋  永流傳  春春  秋秋  永流傳 

因為你是我的一切  時常伴在阮的身邊 

        父母心  師生緣  同窗愛  牽成咱明德好情緣 

        春春  秋秋  永流傳  春春  秋秋  永流傳 

 此歌歌詞後來經過微幅更改，曾被選為 2003 年全國學生歌謠比賽高中組指定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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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小結 

張炫文以一步一脚印、默默苦幹的精神，完成了師專、大學及研究所學業，

奉獻一生的精力，孜孜不倦於音樂教學工作，更是努力不懈地從事學術研究與音

樂創作，使他成為知名的民族音樂學者、音樂教育家與作曲家。 

在學術研究方面，他不斷地累積及奉獻，為後代學子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音樂

學史料。張炫文在「歌仔戲」領域的專精研究，使得後輩對「歌仔戲」的相關音

樂知識，能有更詳盡及更有系統的了解與認識；他在「說唱（唸歌）」的深入探討

和解析，使後進有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和正確的研究方向。 

在張炫文教授的歌樂作品裡，我們總能感受到他對台灣土地的熱情與摯愛。

他用音符刻劃出愛親人、愛土地、愛台灣的理念，他在「土地之戀」的樂曲解說

裡，說出他對這塊土地的真情感受： 

「愛是沒有條件的，愛是沒有理由的。尤其是愛家、愛鄉，更是發自衷心的，

只因這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天堂。那兒有我童稚的歌，有我歡樂和

憂傷；日日追尋雲雀，徜徉在藍天之上，大地就如同母親一樣，孕育我勤

樸豪爽的胸懷，以及永恆得理想，無論生離與死別，我都要為她而歌唱，

唱出家的溫暖，唱出鄉的舒昶。」60 

張炫文雖以華語創作的重心，但他不忘對鄉土文化和母語的關愛與付出。1989

年創作了他的第一首台語歌曲〈一枝草仔一點露〉之後，他寫的台語歌曲雖然不

算太多，但幾乎都著重在教育的目的與功能上，而且大多是兒童歌曲。張炫文本

身不寫作歌詞，但他選用的歌詞一定都富有文學性、鄉土性及教育性。張炫文運

用他的音符，透過教學、比賽、書籍、有聲作品及合唱團的傳唱等，來勉勵和啟

發大家，一起來關懷台灣土地上的人們，愛鄉、愛土和愛國家。這些具有音樂價

和文化意涵的福佬系兒歌，我們在本論文第五章「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的福

佬系兒歌的比較分析」中，再作進一步的探究與討論。 

                                                 
60 《張炫文創作歌曲選集》附錄 2 樂曲簡介，作者自行出版，1998，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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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炫文用一輩子的心血貢獻於音樂創作、研究及教學，尤其對鄉土文化的支

持與永續傳承的理念與精神，更令後輩深受感動與佩服，在張炫文的身上，筆者

看到了他那份永不放棄，永垂不朽的智慧與光芒，正引領著後輩繼續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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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施福珍的音樂生涯及其福佬系兒歌作品 

 

 在台灣，凡有接觸到台語兒歌的人，幾乎都認識施福珍，或唱過他的兒歌作

品。從 1964 年創作台語囝仔歌〈點仔膠〉，到 1993 年引起注目的〈大鼻孔〉，到

目前為止，四、五十年來，在施福珍的創作生涯裡，總共累積了四百多首的作品，

有些作品甚至成為許多台灣人們的共同記憶。施福珍的作品取材相當廣泛，但都

充滿著鄉土的風味，被公認為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台灣福佬系兒歌的詞曲作家。 

 施福珍的兒歌作品，旋律易於朗朗上口，歌詞內容包羅萬象，童趣之外兼具

教育意義。因此，常被應用為兒童音樂、母語教育的教學素材；也常被選用為全

國性及地方性的兒童鄉土歌謠比賽之指定曲或自選曲；甚至被使用在兒童遊樂玩

具器具上；偶然亦可見諸電視螢光幕上。 

 本章首先要說明施福珍的出生成長、教育養成及學習寫作的過程和背景；其

次，要敘述施老師的創作理念及心路歷程；最後，則從教學、著作與歌曲創作等

不同面向，探討施老師在音樂生涯中的成就與貢獻。 

 

 

第一節 施福珍的音樂生涯 

一、成長與背景 

施福珍是台灣彰化縣員林鎮人。1935 年 11 月 29 日，出生於彰化縣花壇鄉劉

厝村，祖父李啟璋，父親李煙景，母親施今哖，計有十個兄弟，施老師排行第七。

61 1937 年過繼給員林的二舅父施能謀為養子，改姓為「施」，養母施李桃。養父在

員林市街開碾米工廠，家庭經濟不差，幸福美滿。 

他學會唸誦的第一首台灣童謠，就是四歲時，外祖母所傳授給他的〈天烏烏〉：  

天烏烏，欲落雨，攑鋤頭，巡水路， 

                                                 
61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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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著一尾鯽仔魚，三斤二兩五。 

六歲時，施福珍進入員林坡心國民小學（今埔心國小）就讀，後因適逢日本

發動大東亞戰争，1943 年底學校變成臨時集中營，學生被迫停課。施家也被疏散

到員林鄉下三角潭（今原潭里）堂叔的家避開戰火。當時，白天施福珍就跟鄉下

孩子們去捉青蛙、釣魚、玩水、捉泥鰍，學唸童謠；晚上沒什麽娛樂，就聽長輩

們講故事，跟姊姊們吟誦童謠。在失學躲避空襲的一年半中，施福珍學會〈月光

光〉、〈火金姑〉、〈閹咯雞〉等幾首唸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生長在基督教家庭，敬頌詩歌是教會禮拜時相當重

視的儀式過程，施福福珍小時常去教堂上主日學，學唱歌。在潛移默化中，施老

師累積並加深了他的興趣。 

1945 年終戰之後，施福珍回到員林第二國民小學（今育英國小），補足他未完

成的國小課程。畢業後，他順利以優越的成績考進彰化中學初中部。初三時的音

樂老師張為民，發現他頗具音樂天分，不只私下教他學習鋼琴，還特別推薦他加

入高中部的合唱團。62 這對施福珍而言，是個難得的機會，也因此建立了良好的

音樂基礎。 

1951 年，施福珍考上省立台中師範學校；在當時，師範學校的目的在培養允

文允武的全能教師，老師必需兼具能彈又能唱的能力。彼時，施福珍跟隨陳朝陽

教授學習鋼琴；也隨著廖朝墩教授學習聲樂。這段期間，施福珍奠立了優良的鋼

琴彈奏技能，也打下了穩健的聲樂基礎。在校期間，他與張大勝、許安連及黄照

卿等學長組成男聲四重唱合唱團，大家常在一起練唱世界名曲 101 首及基督教聖

詩，以累增他們的音樂能量。1953 年，三年級時，他組成台中師範學校的第一個

合唱團，擔任學校的樂隊副隊長，並親自負責指揮工作，嶄露頭角。63 

1954 年，從台中師範學校普通師資科畢業後，施福珍被分派到彰化縣秀水鄉

陝西國民小學任教，開啟他的教書生涯。由於從小喜愛音樂，也為了把工作與興

                                                 
62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63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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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自然地聯結在一起，施福珍靠著自己的勤奮練習，於 1959 年參加並通過「初中

音樂教師檢定考試」，取得正式的音樂教師資格。之後，他轉任省立秀水農工職業

學校，開始專心擔任音樂教師工作。那年，施福珍為了厚植音樂能力，乃師事李

君重教授，學習聲樂及合唱指揮。 

1961 年，施福珍以第一名成績通過「高中音樂教師檢定考試」，然後應聘到省

立員林家商任教。之後，施老師仍然精益求精，為了再增加他在指揮和作曲方面

的實力，1963 年隨李健教授學習和聲和作曲；1964 年與汪石泉學習作曲；1965 年

跟隨許常惠教授學習和聲和與理論作曲。64 

施福珍好學不倦，個性豪爽，永遠保持赤子之心，到了 65 歲（1999 年），他

重拾學習之趣，考進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音樂學碩士班，並於 2002 年畢業，完成

碩士學士。畢業論文寫的還是他一生追求的「台灣福佬系兒歌」範疇，主題為《台

灣囝仔歌創作研究》。 

 

二、理念與實踐 

施福珍一生無怨無悔地投入福佬系兒歌的創作與推廣工作，一定有其明確的

理念作為他的信念基礎，才能可遠可長。依筆者觀察，施福珍的音樂創作理念，

可分成：（一）思想層面及（二）技術層面，兩部份。 

（一）思想層面理念 

施福珍雖是出生於基督教家庭，但成長於彰化鄉下，從小過著傳統文化的生 

活，接觸迎神賽會活動，許多傳統習俗、民間曲藝、風土民情及諺語故事等都自

然成為他記憶中的重要部份，甚至孕育出他關懷土地與鄉土文化的特質。 

對於童年生活的經驗，施福珍在《彰化藝文》第 11 期中曾提到： 

「記得小時候住在鄉下時，每天一到晚上，吃過飯洗過澡，就把草席鋪在三

合院的地上，聽大人講那些千篇一律的民間故事，唸唱那些一唱再唱的囝

仔歌，這些大人小孩在一起的親子活動，其樂融融，愉快無比。 

                                                 
64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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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也會跑到鄰家的院子去聯誼，鄰家的小孩也會跑過來交

際。如此這般，我們就會得到很多資訊，唸唱囝仔歌就會有新的變化，甚

至可以學習到新歌。我們除了唸唱這些新的囝仔歌之外，有時也會加入『自

創』有押韻的語句，這些『順口溜』可以說是語無倫次，胡說八道，但是

卻很好玩。」65 

除此之外，戰後施福珍回到員林轉入今之員林育英國小就讀，當時父親曾邀

請南、北管老師來家裡教唱，唱的是工尺譜，施福珍也藉此機會累積傳統音樂的

知識；而當時方興未艾的歌仔戲，也是施福珍一邊看、一邊學的模仿對象。這些

傳統的民俗曲藝就一點一滴的儲存在他的腦海裡。 

可見，施福珍從小就有學習傳統台語兒歌的機會和環境，而他也從小就喜歡

嘗試自己創作自己唸唱的特質；同時也不斷地在吸收傳統音樂的元素。這樣的成

長過程，使得許多施福珍的作品總是充滿關懷鄉土的人、事、物的題材，如〈頭

大面四方〉66，就是應用傳統俗諺及鄉土人物的有趣兒歌；〈歡喜過新年〉67，是描

述年俗節慶及迎接春節到來的風土民情；〈淨心救台灣〉68，則是施福珍關愛台灣

土地、社會、政治和人文的具體表現。茲列示此三首歌的歌詞如下： 

   〈頭大面四方〉（詞/傳統唸謠，曲/施福珍） 

頭大面四方，肚大居財王。 

        學問相當，英語一流通。 

     講話漏風，算盤會摸，打鼓可叮咚咚。 

        食飯用碗公，做工課閃西風。 

 

   〈歡喜過新年〉（詞曲/施福珍） 

        冬至算來是冬天，家家戶戶是人搓圓。 

        大人認真去賺錢，囝仔兄歡喜過新年。 

      〈淨心救台灣〉（詞曲/施福珍） 

                                                 
65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p.8；

轉引自施福珍寫於《彰化藝文》11 期的文章。 
66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2〉，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4，p.28。 
67 康原（撰文）〈台灣囝仔歌的故事〉，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5，p.97。 
68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3〉，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5，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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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本來是一個清淨的海島， 

        那會變到這呢垃圾全糞掃？ 

        可憐的台灣島，你已經破病囉！ 

        咱著愛覺悟，趕緊來醫乎好， 

        人人有正當的頭路當好做。 

        不當自私自利，不當痟貪歪哥， 

        厝邊隔壁互相幫助相照顧， 

        社會安定平安順事，快樂無煩惱。 

（二）技術層面理念 

施福珍的創作態度嚴謹，他一向秉持著「易懂、易彈、易唱」的原則，來創

作兒童歌曲。歌詞的文字要淺白簡潔，讓孩子們一目了然，編寫的曲調要讓孩子

們容易彈奏，音域、音程都必需合乎孩子們的身心需求。在歌曲曲調的創作方面，

則要掌握「唸謠旋律化、旋律口語化」之精神，使得曲調與歌詞能密切配合，曲

子不宜太長，曲調必需與台語聲調諧和一致。69 如此，才能讓兒童輕鬆、愉快地

學習兒歌，也能從歌曲中學習到正確的知識和價值觀。 

    訪談中，施福珍舉其所作曲的〈猴鉤狗〉
70
 為例 (譜於 p.48) ，施福珍強調： 

「這首歌的歌詞是傳统唸謠改編，我特別將旋律口語化，我的旋律搭配上去，

能使唱起歌來比用唸的還要清楚，容易辨識，而且具有音樂性，起承轉合

也恰如其分。」71  

    確實，只要懂得台語的人，此歌的旋律一唱，就等於歌詞語言聲調的旋律化，

而曲調即是語言聲調延伸。 

 

                                                 
69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70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3〉，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5，p.87． 
71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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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施的作品，為什麼大多是「台語」的兒歌呢？即使他從事創作和推展台

語兒歌正值戒嚴，政府强力壓制的時期，何以施福診當時還是樂此不疲呢？施福

珍給了這個答案： 

「我深深認為，台語是一種優美的語言，不論是其音調豐富美妙，及其由聲

調高聲起落來辨定字義的特色，都是別種語言無法取代的。」72  

施福珍執著的是台語的優雅之美，無畏的是藝文創作本來就是應該做對的事。 

關於施福珍創作福佬系兒歌的特性，在以後有關「施福珍的福佬系兒歌作品」

的介紹與分析的章節中，再作進一步探討。 

原本是畢業於省之台中師範學校普通師資科的施福珍，為了實踐他對音樂的

喜好，及從事音樂教學及創作的信念。他先後通過「初中音樂教師檢定考試」及

「高中音樂教師檢定考試」，使自己有完整的資格，可從國民小學教學到初中，甚

至高中。1959 年，施福珍任職於省立秀水農校，雖只短短二年，但他仍積極地在

                                                 
72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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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成立樂團、合唱團；1961 年後，施福珍任教於省立員林家事商業學校（暨省

立員林家商）音樂科，直至 1979 年退休。在員林家商教學期開，他仍一本熱愛的

初衷，為學校建立音樂基石，指導樂團、設立合唱團，經常用自己創作的曲子給

學生演唱，以傳承台灣音樂文化的命脈。 

 施福珍不但在校內認真教學，敬業樂群，受到肯定，他還把對音樂的熱情延

伸到校外。1962 年，員林地方名醫出資組成「員林藝聲混聲合唱團」，特邀施負責

指揮、教唱。1964 年，施福珍成立「員林兒童合唱團」並擔任指揮，當時一般兒

童合唱團所唱的，大多是華語或外語歌曲，嚴重欠缺本土母語歌曲。於是，施福

珍就把完成的〈點仔膠〉，當成兒童合唱團的教材。結果，果不其然，頗受孩子們

的喜歡，也增强了施老師寫作台語兒歌的興緻和信心。1965 年，施福珍擔任彰化

縣中興合唱團副指揮及彰化縣教師聯誼會首任會長。 

1967 年 1 月 9 日，彰化縣音樂教師聯誼會在彰化青年育樂中心舉行《許常惠師

生作品發表會》，施福珍當時正跟隨許常惠老師學習作曲，會中施福珍親自彈奏鋼

琴，由他所指導的員林家商合唱團演唱，正式發表了〈點仔膠〉、〈羞羞羞〉、〈新

娘仔〉、〈點仔點叮噹〉及〈秀才騎馬弄弄來〉五首台語兒歌，獲得滿堂喝彩，引

起觀眾熱烈的迴響。這次的作品發表會，算是施福珍實踐理所踏出的第一步。 

1970 年至 1974 年間，施福珍指揮員林兒童合唱團，參加第一屆至第四屆全國

兒童合唱大賽，並參加第六屆亞洲兒童合唱大會。1977 年，施福珍發起創立彰化

縣教師合唱團並任指揮；1978 年籌組成立彰化縣音樂協進會，並擔任創會理事長。 

1979 年施福珍自員林家商退休，但他不改他把「提昇音樂水準，推廣音樂活動」

的終身志業。他仍然應聘到國中、高職，繼續兼任音樂教職，義務擔任彰化縣教

育局的藝文活動組的音樂教師，協助推展音樂活動。1983 年，施福珍協助彰化縣

立大同國中籌設音樂實驗班，不僅捐獻鋼琴、辦公用具及教學設備，並全力投入

行政與教學工作，一直到 1996 年 9 月才從大同國中音樂班退休下來。 

1996 年 12 月，南彰化三大有線電視台為推展台語兒歌，特邀施福珍主持《台

灣的囝仔歌》的教唱節目。1997 年，該節目獲得新聞局第一屆「金視獎」，施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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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最佳節目主持人獎。 

1998 年至 2007 年間，施福珍亦多次指揮他所指導的合唱團，在各地巡迴演出

「台灣囝仔歌」，也赴各電視台、慶典等演出。此後，施福珍投注大部份的時間，

專注在他的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並應各公私立文教機構的邀請，到處為「台灣福

佬系囝仔歌」的維護與發揚。到了 2010 年，施福珍應邀擔亞洲大學的駐校藝術家，

積極推動藝文活動，經常邀請專家學者來校作專題演講或舉辦音樂演奏會，並利

用假日辦理「幼教師資研習會」，免費指導附近各縣市幼兒園的老師，以充實他們

的學識。73 施福珍同時也為該校出版《亞幼文學叢書》，作為亞洲大學幼教系學生

課餘的參考資料。 

總之，施福珍透過教學，培育學子；組成合唱團，積極參與國內音樂比賽；

也熱心辦理各項音樂活動；到處演講；甚至出版書籍，來實踐他的音樂理念，並

傳播福佬系兒歌以延續這些兒歌的香火和命脈。 

 

三、成就與貢獻   

 施福珍從小就從農村培養出克勤克儉，積極向上的精神，而且他一向敬業樂

群，和藹可親，又熱心公益。因此在他一生的學校教學工作、社會教育工作、音

樂創作與研究、參與音樂活動等方面，都有斐然的成績，令人讚譽。以下就從施

福珍的教育方面、學街研究及歌曲等方面，來說明他的成就與貢獻： 

（一）教育方面 

 施福珍一生中投入精神與時間最多的是「教育工作」，施老師努力經營五十餘

年的音樂教育，又可依教育對象的不同，分成學校音樂教育和社會音樂教育兩個

層面： 

1.學校音樂教育 

                                                 
73見張紘炬〈為台語兒歌作開路先峰〉乙文，該文即當時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在施福珍出版《台

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1、2、3、4》時所寫的序文，由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

卓越計劃聯合出版發行，2010.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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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施福珍自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後，開始他的教書生涯。曾經任教於彰

化縣秀水鄉陜西國小、省立秀水農工職業學校、省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一直到 1979 年自員林家商退休，在學校服務 25 年。在各校任教期間，由於教學

認真，親切和藹，又平易近人，深受學生愛戴。他同時也為學校建立良好的音樂

教育基礎與制度，並成立音樂團隊。 

依政府規定服務滿 25 年退休之後，他仍然馬不停蹄，把音樂視為一生的重要

部份。1983 年，施福珍協助彰化縣立大同國中創設音樂班，並擔任兼任教師及行

政業務；1985 年輔導彰化市民生國小成立音樂班，深獲好評，接著於 1987 年又回

家鄉，為員林國小成立音樂班。2000 年，施福珍甚至跨縣市，應雲林縣斗六鎮南

國民小學之邀，利用「生活與倫理」課程時間，每週教 4 首施福珍的兒歌，讓小

朋友唱兒歌學母語，也讓家長重温童年的回憶。 

2.社會音樂教育 

施福珍將音樂工作，視如一生的「志業」，而非僅是用來謀生的「職業」。在

擔任教職期間，甚至退休之後，他仍然用自己的音樂專長自娛娛人，在大社會裡

推展音樂文化活動。換句話說，張福珍在教育貢獻，不只是學校教育，還包括社

會教育。首先，1962 年他協助組成「員林藝聲混聲合唱團」，並擔任指揮；又於

1964 年成立「員林兒童合唱團」，並擔任指揮；接著 1965 年擔任彰化縣中興合唱

團副指揮。1966 年施福珍在彰化縣教師聯誼會成立作曲研究班，特邀許常惠教授

指導，造福彰化地區音樂界。74 1979 年，自員林家商退休那年，施福珍在員林開

設了「和和樂器有限公司」，為了把音樂推廣到社會，他自費編印《和和音樂月刋》

四十期，連續四年報導彰化縣音樂資訊及各種音樂常識，免費將月刋贈送給各級

學校及音樂同好。同時，施福珍也開始以「台灣童謠」為主要題材，應邀於各地

公私立機關、學校演講分享；甚至 1995 年還遠赴美國德州為美國台灣同學會主講

三場「童年往事－台灣的囝仔歌」。1996 年 12 月，施福珍應南彰化三大有線電視

之聘，主持「台灣的囝仔歌」節目，把他推展台灣兒歌的理想，透過螢光幕的傳

                                                 
74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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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達到更廣更好的效果。
75
 

之後，施福珍仍然不斷受邀各師院鄉土文化教育中心、各縣市國小教師鄉土

研習會「台語瞬間入門」及「台灣囝仔歌」專題講座及培訓講師，自 1999 年至 2002，

近兩百場次。2003 年至 2004 年擔任台中文山社區大學講師。2010 年，施福珍又

以副教授職位應聘為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駐校藝術家。因此，施老師的一生，

被人稱讚為「台灣囝仔歌的不老長春」。 

雖然，施福珍一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但一分努力一分收獲，施老師仍然

獲得無數的肯定和獎勵，以下是幾個較具代表性的獎項：76 

（一）1969 年，榮獲「救國團音樂類青年獎章」； 

      在 1962 年及 1964 年二度榮獲救國團青年作曲獎之後，施福珍仍然不斷有

優秀作品出現，且對社會音樂活動有相當的貢獻，而獲此獎章。 

（二）1981 年，榮獲「文藝獎」； 

（三）1985 年，榮獲「金韻獎」； 

（四）1988 年，榮獲第六屆「鐸聲獎」之「音樂教育特別貢獻獎」 

      施福珍因創作三百餘首，而榮獲此貢獻獎。 

（五）1994 年，榮獲「金鼎獎」優良讀物獎； 

      由自立報系出版的《台灣囝仔歌的故事》第一、二冊獲獎。 

（六）1996 年，榮獲「金鼎獎」優良讀物獎； 

      由台北玉山社出版的《台灣囝仔歌的故事》第三冊獲獎。 

（七）1997 年，榮獲「金視獎」之「最佳主持人獎」 

 因主持由南彰化三大有線電視台的《台灣的囝仔歌》教唱節目，表現出色，

自然又活潑有趣，而獲此殊榮。 

（八）1998 年，榮獲台灣省「第一屆特優文化藝術人員」之「音樂創作獎」 

                                                 
75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 p.12。 
76 主要資料來源：(1)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2.8；(2) 張舒蘭〈施福珍兒歌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論文，2008；

(3)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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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豐富而卓越的兒歌，造福未來主人翁而獲肯定。 

（九）2005 年，榮獲「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施福珍以「台灣兒歌」及「和和音樂操」為大眾服務，做好人行好事，備

受稱揚。 

（十）2013 年，榮獲教育部頒發之「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因創作台語兒歌近四百首，且巧妙應用於母語教學之上，貢獻良多。 

 此外，1998 年，施福珍的作品〈淨心救台灣〉，由新聞局通令全國電台與電視

台播放教唱，作為柔性的淨化社會的文宣歌曲。2000 年，作品〈巴布巴布〉榮獲

維也納奧林匹克世界合唱大賽的「金牌分數獎」。2001 年及 2002 年，「台灣囝仔歌

伴唱曲」，也先後獲得入圍新聞局主辦的名第 12、13 屆的「金曲獎」最佳兒童樂

曲專輯獎，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成就。  

（二）學術研究 

施福珍歷經近五十年的創作、研究與推廣工作，在他的專業頒域裡已累積了

相當數量的出版品及論述，茲將其主要的著作，依年度順序，列示於後： 

  1989 至 1998《台灣囝仔歌教學曲集》共十冊， 

1996《台灣囝仔歌曲集》共二冊， 

1996《台灣囝仔歌的故事》（施福珍詞曲，康原撰文，王灝圖），玉山社。 

1998《和和基本操五十六式》DVD 共四套，和和音樂教室。 

1998 至 2001《台灣囝仔歌伴奏曲集》共三冊。 

2002《囝仔歌學台語曲集》共四冊，由巧兒文化出版社。 

2002《台灣囝仔歌創作研究》，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精選囝仔歌伴奏曲集》共二冊，和和音樂教室。 

2003《囝仔歌學台語》國小版課本，共六學年十二冊，巧兒文化出版社。 

  2003《台語瞬間入門－基礎篇》，巧兒文化出版社。 

  2003《台灣囝仔歌一百年》（1895-1995，從唸謠到唱謠的台語童謠本土化歷程），

晨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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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台語瞬間入門辭典》，由巧兒出版社出版。 

2008《台灣的歇後語》，巧兒出版社出版。 

2010《台語兒童唱謠 1~4》，亞洲大學幼教系。 

2010《台語唐詩吟唱曲集 1~3》，亞洲大學幼教系。 

2010《台語兒童唸謠－傳統篇、創作篇兩冊》，亞洲大學幼教系。 

綜觀施福珍的出版著作，大多以他的兒歌創作歌曲曲集為主；其次是與兒歌

息息相關的台語方面的概述；另外就是「唐詩吟唱」及「歇後語」各有一本；而

純粹的學術研究論文，則是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台灣囝仔歌創作

研究》，及由此論文改編的《台灣囝仔歌一百年》。這些著作出版品，對兒童音樂

教育及母語教學，都有莫大的助益。 

（三）歌曲創作 

 施福珍自 1964 年以自創詞曲的〈點仔膠〉開啟歌曲創作序幕，迄今已有五十

年的歷史。他的許多作品都已成為學校的音樂和母語教育的教材；經常出現在兒

童音樂會或廣播電節目；也常是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的指定曲或自選曲；甚至已成

為許多台灣人的共同記憶。 

 〈點仔膠〉的產生，施福珍曾在他的《台灣囝仔歌的故事》的序文〈台灣童

謠哼哼唱唱三十年〉中提到：77 

「從民國五十年（1961）起，我在員林家商教音樂，過著平凡的生活，民國

五十三年（1964）的暑假，我在學校單身宿舍睡午覺，隱約之間聽到宿舍

外面有一群兒童的講話聲，因腳被柏油黏住了，所以，用水洗腳但洗不乾

淨，卻埋怨的說著：『點仔膠黏著腳…點仔膠黏著腳』我被這句話吵醒了，

仔細想著這句話，好似音樂的旋律，心想台灣話『講話像唱歌』。於是，立

刻起床把這句『點仔膠黏著腳』寫下，再加上『叫阿爸，買豬腳，豬腳箍

滾爛爛。飫鬼囝仔流嘴瀾』，這首〈點仔膠〉成為我台灣童謠創作的起點。」 

施福珍於 1964 年所創作的名曲〈點仔膠〉、〈秀才騎馬弄弄來〉、〈羞羞羞〉及

1966 年所創作的〈新娘仔〉、〈點仔點叮噹〉等五首台語兒歌，在 1967 年「許常惠

                                                 
77 施福珍口述、康原筆記〈台灣童謠哼哼唱唱三十年〉，《台灣囝仔歌的故事》（文/康原、詞曲/施

福珍、圖/王瀕），玉山社，1996.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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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師生作品發表會」上造成轟動後，不但為施福珍在創作兒歌工作上，建立了

十足的信心；也讓他找到一生的音樂志業；更為台灣的孩子們找到一位創作台語

兒歌的寶庫。 

施福珍一生從事台灣福佬系兒歌創作，量大而且質優，不只是學園裡的音樂

教材，也是社會老少咸宜的精神食糧，其影響力既深且廣。筆者認為施福珍的福

佬系兒歌創作，具有以下的幾個意義： 

（一）承繼台灣福佬系創作兒歌的歷史 

    台灣早期的傳統兒歌，幾乎以唸謠的形式傳誦著，只有唸詞沒有曲調。78 日

治時期，雖有廖漢臣作詞、鄧雨賢作曲，寫了一首〈春天〉79，可惜並未正式出版；

呂泉生雖分別於 1945 年及 1949 年譜下〈搖嬰仔歌〉及〈落大雨〉兩首兒歌，汪

乃文也於 1949 年自創詞曲〈搖呀搖（黑趛橋）〉搖籃歌。80 可惜國民政府播遷來

台之後，或許是受戒嚴及國語政策的影響而乏人問津，不再出現新創台語兒歌。

直到施福珍於 1964 年寫下〈點仔膠〉之後，才再次點燃福佬系兒歌的火種。 

（二）歌詞中保留了傳統的民間文學 

 施福珍的早期的作品，許多歌詞取材傳統唸謠，歌詞中就存在著台灣傳統的

天候節氣、猜謎、諺語或生活習俗等民間文學，這些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非常有

意義。如以下〈節氣歌〉81、〈西瓜〉82、〈當朝一品〉83三首為例： 

    〈節氣歌〉（詞/傳統唸謠，曲/施福珍） 

   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 

                                                 
78 台灣早期的台語童謠，唸誦時都是運用語言聲調（即語言性旋律）吟誦之，並非純音樂性的曲

調。 
79 日治時代，台灣的小孩在公學校（今之國民小學）學的是日語兒歌。當時，在黄周（筆名「醒

民」） 發起「台灣囝仔唱自己的兒歌」的呼籲後，廖漢臣（詞）和鄧雨賢（曲）合作，寫下台語

兒歌〈春天〉。而〈春天〉的旋律後來被填上流行至今的歌曲〈雨夜花〉。詳見：莊永明、孫德銘

《台灣歌謠鄉土情》，作者之一孫德銘自行出版，1994.6，p.148。 
80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 p.24。 
81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2〉，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5，p.2． 
82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2〉，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5，p.50． 
83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2〉，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5，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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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       

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古代天文學家以二十四個「節氣」，分配於十二個月之中，循環不息，用以指

示一年中氣候寒暑的變化。農民們常引用這些「節氣」，作為栽培農作物的依據。 

〈西瓜〉（詞/傳統唸謠，曲/施福珍） 

   藤絲絲，葉缺缺，紅關公，白劉備， 

      青張飛，桃園三結義。 

 這是台灣民間的傳統猜謎的謎題，答案就是「西瓜」。 

〈當朝一品〉（詞/傳統唸謠，曲/施福珍） 

   當朝一品，二甲進士，三元及第，四品京堂，五子登科， 

      六國封相，七子在朝，八婿做官，九門提督，十全富貴。 

 這是一種依一到十，循序排列的「兒童數序歌謠」，人們將所了解的官位官名

結合一到十的數目字，沒有特殊意義和邏輯。但孩子依序而唸，可學下母語的數

字排序。 

（三）施福珍的創作兒歌是最好的兒童音樂教材 

 在筆者向施福珍的請益和訪談中，施福珍對如何譜創囝仔歌，都明確的强調

他的幾個原則：84 

1. 音域要適合兒童的需求：因年齡的不同會有所差異。 

（1）六歲及其以下的兒童，最好在 5 度之間。 

（2）七至九歲，約在 6 至 9 度。  

（3）十至十一歲，最多約到 10 度左右。 

2. 節奏要簡明活潑：節奏應簡單明瞭，讓孩子們易於朗朗上口。 

3. 唸謠旋律化，旋律要口語化：台語是聲調性語言，本身就有語言性旋律；另一

方面配上音樂性旋律時，也必需和語言聲調諧和一致。 

                                                 
84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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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依施福珍的這些作曲原則，是完全符合兒童音樂教育之要求。因此，長

久以來，他的兒歌作品總是成為幼兒園和國民小學，最常被使用的教材。 

（四）施福珍的創作兒歌是最好的母語教學教材  

施福珍的兒歌作品，秉持「唸謠旋律化，旋律要口語化」的創作原則，換句

話說，如以施老師的作品作為兒童學習台語的教材，將可讓孩子們在歌唱中，就

自然學會語言聲調的高低起落、抑揚頓挫。 

 

四、小結 

 總之，施福珍由於自己本身的音樂和語言天份，加上從小就有學習傳統唸謠

的環境，以及身在基督教家庭，長期於教會裡增長他的音樂知識；另外，施老師

受過師範教育，又曾擔任國民小學的老師，並開過音樂教學中心；再巧遇許常惠

教授給他在創作方向的啟發和鼓舞。這些背景促成施福珍一生就以台語囝仔歌，

為他主要的創作範圍。 

 施福珍有過台灣傳統鄉土生活文化的薰陶，使他的作品充滿傳統文化的色

彩；創作的旋律，總是能和語言聲調諧和一致，而產生母語教學功能。 

 施福珍有自己的創作理念，也能樂觀、積極地實踐，使他在學校、社會的音

樂教育都有斐然的成就；他豐富的兒歌創作，對台灣兒童的音樂教學、母語教學

和「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都有不朽的貢獻。 

 

 

第二節  施福珍的歌樂作品梗概 

施福珍的歌樂創作大致可以分為「台語囝仔歌」及「學校及機關團體之歌」

二大部份。大略而言，他一生的歌曲創作以兒歌為主，其他作品為輔，以下就分

別說明這個部份的內容： 

一、台語囝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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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囝仔歌」是施福珍歌樂創作的主要部份，也是他音樂生涯中貢獻最大，

最受讚賞和肯定的部份。而施老師的「囝仔歌」創作特色，在於取材相當廣泛，

而大多屬於鄉土文化的描述與關懷。 

施福珍的福佬系兒歌創作，依其用途大致可分成「音樂用」及「語文用」兩

種。前者著重於音樂教學的功能，後者則著重在母語及其文化的教學目的。當然，

兩者亦可相輔為用。 

（一）音樂功能性兒歌 

為台灣的孩子們寫自己的兒歌，是施福珍的初衷，當時他就是一位學校音樂

教師，創作的目的當然就偏向於音樂功能和目的。其後，他除了在學校當音樂老

師，訓練、指揮合唱團之外，也自己開辦音樂教學中心；甚至從事社會音樂教育

工作等，在在都屬於音樂性的工作。施福珍創作的台灣囝仔歌，幾乎是以音樂與

文化的教育目的為出發，確實也達到應有的功能。 

 依施福珍於 2010 年陸續在「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

越計劃」出版的〈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1, 2, 3, 4〉，施老師的台語兒歌已有 400 首

之多，應該是到目前為止寫作福佬系兒歌，數量最多的一位作曲家。 

至於這些兒歌的創作年度、歌曲名稱、作詞者、年度寫作數量、出現的出版

品，甚至施福珍的創作發展過程的分析，將於下一節「施福珍的福佬系創作兒歌」，

再作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二）語文功能性兒歌 

從施福珍的台語兒歌創作過程中，他深深了解台語是一種歷史悠久，極為優

美的語言，也領悟到「旋律口語化，口語旋律化」的要領和原則。在 1987 年解除

戒嚴，政府逐漸放寬對母語的限制之後，施福珍也就將創作台語兒歌的目的，延

伸到「台語文的教學」功能之上。 

二、學校及機關團體之歌 

 施福珍的作品，曲調貼近語言聲調，易於朗朗上口，而且為人親切豪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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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公益。因此，許多學校請他譜寫校歌，如：彰化大同國中
85
、彰泰國中（詞/

黄瑩，華語）、田尾國中、伸港國中、埔心國中、太平國小、員林國小、培英國小、

僑信國民小學（詞/黄瑩，華語）86 及饒明國小（詞/李正聖，華語）87等， 共 15

所國中小的學校校歌。這些校歌的歌詞都使用華詞（國語）創作，與施福珍的招

牌台語囝仔歌各異其趣。 

以下列舉三首施福珍所寫的校歌歌詞，以資參考： 

 〈大同國中校歌〉（詞/黄瑩，曲/施福珍） 

   百果山下，綠樹蔭濃，員林鎮上，有我大同。 

      解惑授業，師道恢弘，如沾化雨，如沐春風。 

      筆硯相親，五育並重，精勤奮發，弦歌融融。 

   追求新知，光大傳統，任重道遠莫放鬆。 

   同學們！（同學們！）努力！努力！齊為我校爭光榮。 

 

〈僑信國小校歌〉（詞/黃瑩，曲/施福珍） 

百果山下百果甜又香，美哉員林花木吐芬芳。 

僑信國小歌聲朗朗，老師同學歡聚一堂。 

看我們聰明活潑，氣宇軒昂， 

敦品力學奮發向上，樹立好榜樣。 

四維八德牢記在心房，五育六藝更要光大發揚。 

今天是僑信的好學生，明天是國家的好棟樑。 

 

〈饒明國小校歌〉（詞/李正聖，曲/施福珍 ) 

      富饒彰化，明媚員林，源遠流長火燒庄。 

碧草如茵，人文薈萃，樹木樹人田中央。 

知禮感恩樂學習，春風化雨有擔當。 

                                                 
85 大同國中網站：https://www.ptt.cc/man/lyrics/DCF1/DD3E/DB29/M.1222486901.A.E47.html，   

2015.7.18。 
86 僑信國小網站：http://www.csps.chc.edu.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6/，2015.7.18。 
87 饒吶國小網站：http://roodo.iguang.tw/meifong0906/archives/8767335.html，2015.7.18。 

 

https://www.ptt.cc/man/lyrics/DCF1/DD3E/DB29/M.1222486901.A.E47.html
http://www.csps.chc.edu.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6/
http://roodo.iguang.tw/meifong0906/archives/8767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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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創新小而美，優質典雅滿庭芳。 

深耕關懷孩子的笑容好飛揚（拍拍拍拍，嘿！） 

攜手共創饒明的未來更輝煌。 

 另外，在各機關團體方面，施福珍也應邀創作一些歌曲，例如員林市市歌、

泰山企業〈泰山頌〉、彰暉慈善會歌、彰化之歌等。茲列示〈員林市市歌〉88，供

參考。 

〈員林市市歌〉（詞/黄瑩，曲/施福珍） 

台灣寶島第一鎮，員林有美名 

南北要衝商機盛，東西樞紐氣象新 

四季花似海，終年樹成蔭 

堡圳如甘霖，瓜果香甜穗很青 

演藝廳，歌聲繞，人文薈萃，弦歌盈 

運動公園草如茵，舒暢我身心 

水親土親人更親，我們愛員林 

水親土親人更親，我們愛員林 

此外，必需一提的是施福珍和夫人周玉葉所創辦的「和和音樂操」，此由五十

六個動作，結合許多 1960 年代的西方音樂，並加上喊口令的全身運動「套操」，

對全民身心健康當然很有幫助，因此後來甚至組成「和和音樂操協會」，會友分佈

台灣各地，共有五千多人。然而，本論文本章的重點在探討「施福珍的創作歌曲」，

因此「和和音樂操」所使用的音樂不在本文探究的範圍之內。 

 

 

第三節  施福珍的福佬系創作兒歌 

自 1964 年創作〈點仔膠〉受到喜歡，使施福珍對創作囝仔歌產生極高的興趣；

1966 年向許常惠教授學習作曲時，受到許教授的鼓勵，讓施福珍走向台語兒歌創

作之路產生信心；1977 年，他的兒歌作品，在參與「許常惠師生作品發表會」受

                                                 
88 員林市公所網站：http://www.yuanlin.gov.tw/know/main4.asp，20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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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肯定之後，施福珍更以「寫作台語囝仔歌為終生的職志」。89到目前為止，施福

珍至少就寫了四百首的創作兒歌。 

依施福珍於 2010 年 5 月在「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

越計劃」出版的〈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1, 2, 3, 4〉，每集 100 首。換句話說，施老

師的台語兒歌已有 400 首之多，到目前為止應該是寫作福佬系兒歌，數量最多的

一位作曲家。 

自 1964 年創作〈點仔膠〉以來，施福珍創作兒歌的歌詞，除了取材傳統唸謠

之外，合作的作詞者一直就是「方子文」。其實「方子文」就是施福珍本人。記得

2011 年 9 月 26 日，筆者曾請教施老師：為什麽老師作曲的囝仔歌，幾乎都由「方

子文」來寫詞？施福珍和藹地笑了幾聲後，謙虛的說： 

「其實，以前我創作囝仔歌時所用的歌詞，除了取材傳統唸謠之外，幾乎都

是我自己創作的歌詞。但當時，覺得『詞』和『曲』都由自己包辦，有點

不好意思，於是…，取了『方子文』筆名。後來，用習慣了，就這樣沿用

下來。」90  

施福珍就是這樣一位謙虛自抑的人。 

 

一、施福珍創作福佬系兒歌 

經查施福珍所創作的福佬系兒歌，可能因時日已久，或因施老師記憶模糊，

或因訪談者的記錄疏忽，或因教育部於 2008 年 10 月推出「臺灣常用閩南語用詞

辭典」網路版後91，施老師也依循之並更正了局部的用詞用字。因此，我們發現施

福珍的囝仔歌作品中，有些歌名、歌詞用字，或創作年度有相左情形。如：何如

雲在《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2002）記載的〈天黑欲落雨〉及〈秀才騎馬弄

弄來〉，在施老師編著的《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2010）稱之為〈天黑黑〉及〈秀

                                                 
89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9.24。 
90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9.24。 
91 教育部曾邀請各面向學者及從事閩南語教學推廣的有心人士，經再三討論與交流，於民國 95 年

10 月 14 日公告「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並於 96 年 5 月及 97 年間，接續公告「臺灣閩南

語推薦用字」。再於 2008 年 10 月公告了此「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詳細請見：教育部網站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compile1_1_1.jsp，2016.08.25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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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騎馬〉；又〈新娘仔〉一曲的創作年代，施福珍記載為 1964 年，
92
 何如雲卻為

1966 年。93 因此，以下就依施福珍自己編著，於 2010 年最新出版的資料為為基礎，

94 列示出【施福珍創作歌曲一覽表】，以作為認識施老師一生創作福佬系兒歌的梗

概： 

【表 3.1：施福珍創作福佬系兒歌曲一覽表】95 

年代 序號 歌 曲 名 稱 作詞者 年度數量 備      註 

1964 01 點仔膠 方子文 7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02 天黑黑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03 秀才騎馬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04 羞羞羞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05 庵埔蟬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06 新娘仔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07 點叮噹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65 08 李仔哥 方子文 7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09 人插花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0 白鴒鷥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1 烏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2 閹咯雞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3 歕雞胜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4 臭頭仔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66 15 阿舅來 傳統 10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6 大箍呆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7 雞啊雞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8 董事長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 鴟鴞 方子文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0 打手刀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1 好子兒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2 茶燒燒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3 正月正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4 火金星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67 25 阿婆仔 傳統 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6 賣雜細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7 飼雞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8 月光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9 咕咕咕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0 油炸稞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1 水蛙土 方子文編詞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2 月月俏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68 33 月娘 方子文傳統改編 12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4 鯽仔魚娶某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2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1〉，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3，p.6． 
93 何如雲〈施福珍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  

p.19。 
94 即施福珍於 2010.5 在「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出版的〈台語

兒童唱謠首曲集 1, 2, 3, 4〉。 
95 参考資料：（1）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2）何如雲〈施福珍

的台灣囝仔歌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8，pp.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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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序號 歌 曲 名 稱 作詞者 年度數量 備      註 

 35 放雞鴨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6 搖金子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7 查某囝仔嬰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8 煎雞卵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39 內地留學生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0 自動車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1 龍眼花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2 第一上帝公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3 新年調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4 查某子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69 45 戽蝦仔 方子文傳統改編 10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6 媳婦的苦嘆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7 新娘毋當哭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8 魚還魚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49 新娘帥當當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0 烏鶖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1 冬節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2 土地公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3 普度來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4 七月七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70 55 田蛤仔 方子文 12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6 吃清吃濁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7 臭頭歕鼓吹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8 蚵爹蔥管炸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59 芥藍仔花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0 虎姑婆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1 水蛙倌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2 嘉義查某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3 還紅龜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4 中秋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5 發粿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6 十二生肖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71 67 土豆莢 方子文 12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8 鵁鴒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69 近視猴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0 圓仔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1 土蚓仔子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2 大頭拈田嬰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3 掠毛蟹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4 回娘家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5 透風落雨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6 天頂一粒星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7 閹雞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78 圓仔圓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72 79 打你天 傳統 12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0 風緊來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1 歹心黑漉肚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2 月娘光微微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3 點仔點水缸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4 豆花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5 火金姑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6 打鐵哥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7 玲瓏鼓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88 玉蘭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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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序號 歌 曲 名 稱 作詞者 年度數量 備      註 

 89 目睭皮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0 雞卵身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973 91 吃魚 傳統 12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2 九嬸婆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3 買餅送大姨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4 愛哭神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5 一年的悾悾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6 一枝蔥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7 牽尪仔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8 來員林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99 搖到三板橋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00 夯鉸刀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01 阿爹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02 節氣歌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74 103 小學生 方子文 12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04 藏水沫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05 大頭丁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06 天烏不落雨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07 月光光秀才郎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08 白鴒鷥白溜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09 水蛙古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0 枝仔冰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1 紅貢貢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2 真好笑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3 嬸婆做吝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4 吃恁一碗飯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75 115 菜鳥 方子文 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6 樹頂猴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7 小黑猫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8 腹肚威威鑽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19 芋仔冰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0 嬰仔不當啼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1 阿娘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2 十憨歌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76 123 吃腥臊 方子文 12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4 阿肥的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5 內山去挽茄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6 壁頂鼓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7 黑陰天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8 頭大面四方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29 子丑寅卯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0 青盲牛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1 一兼二顧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2 一本萬利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3 一表堂堂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4 一天過了又一天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77 135 露營 方子文 11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6 人之初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7 不驚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8 月娘光光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9 白的白鴒鷥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0 小胖哥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1 林仔衍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2 草螟仔公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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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序號 歌 曲 名 稱 作詞者 年度數量 備      註 

 143 紅牡丹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4 今仔日禮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5 猴齊天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78 146 緊來走 方子文 7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7 白面書生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8 阿爸瘦比巴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49 臭頭琉璃燈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0 西瓜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1 地動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2 阿南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79 153 嬰仔乖 方子文 6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4 死鴨硬嘴巴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5 觀三姑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6 一去二三里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7 當朝一品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58 小姐真古錐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0 159 一隻鳥鼠仔 方子文傳統改編 6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0 黑嘴筆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1 愛吃啥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2 大箍不是呆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3 青狂狗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4 有吃有行氣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1 165 巴布巴布 方子文 6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6 武松打虎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7 白鴒鷥擔柳枝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8 阿才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69 白賊七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0 平平路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2 171 骨力嚶嚶 方子文 6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2 可愛的鳥鼠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3 腹肚飫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4 一人一嘴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5 上敖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6 打拳賣膏樂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3 177 洞簫噴通宵 方子文 6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8 東勢抽銅絲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79 叫瓦斯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0 基隆加人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1 天合啊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2 三界公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4 183 豬和獅 方子文 5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4 火燒山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5 小姑做客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6 臭頭一寸釘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7 天公生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5 188 小多多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89 匹茲匹茲匹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0 雨來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1 土地公白目眉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2 水蛙跳落水 方子文華語唸謠
譯詞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3 阿里巴巴爸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4 頭殼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6 195 鴨 方子文 9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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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飲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7 兩隻黄蝴蝶 胡適詩，方子文
譯詞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8 八卦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99 囝仔兄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200 乖媳婦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201 老師請原諒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02 龍交龍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03 七月半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87 204 一雙白皮鞋 方子文 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05 阿三哥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06 大頭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07 猫咬猫 華語繞口令方子
文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08 目睭 傳統謎語詩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09 雞公 傳統謎語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0 少年人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1 無毛雞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88 212 阿猴仔 方子文 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3 奇怪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4 三個和尚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5 飫鬼儕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6 水牛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7 芎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8 孤單的老阿伯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19 老骨碇康康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89 220 不成猴 方子文 7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1 鴨咪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2 古錐小姑娘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3 甜粿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4 真多謝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5 含夾相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6 火金姑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0 227 田庒阿伯 方子文 9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8 阮厝惦彰化 康原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29 青仔青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0 臭耳人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1 阿嬤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2 天黑落大雨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3 我愛喇叭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4 打鳥義仔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5 阿嫂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1 236 開花二十二 方子文 10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7 鴟鴞夾蟾蜍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8 唉米絲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39 新正年頭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0 歡喜過新年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1 講話若唱歌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2 染頭鬃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3 燒粉圓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4 龍眼乾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5 人生七十 現代唸謠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2 246 講啥麼貨 方子文傳統改編 11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7 米粉炒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48 電視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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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澎湖菜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0 古井水蛙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1 阿里不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2 依依歪歪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3 落褲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4 音樂體操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5 做生理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6 大鼻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3 257 海龍王 方子文 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8 紅面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59 羊咩仔子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0 阿不拉藝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1 阿婆生飛機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2 九官鳥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3 刺瓜 唐山唸謠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4 不通悾悾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4 265 吃芭樂 方子文傳統改編 11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6 愛講笑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7 三輪車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8 阿狗兄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69 一四七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0 一陣西北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1 雞母孵鴨墩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2 快樂的義工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3 嚶嚶睏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4 阮的選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5 大家恭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5 276 紅龜粿 方子文傳統改編 10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7 半路落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8 有禮貌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79 一隻桌仔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0 免相讓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1 月娘光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2 一步行二步行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3 阮宅佇佗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4 一葩燈火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5 一二三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6 286 大頸獅 方子文 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7 猴鉤狗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8 一日三頓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89 狗咬老鼠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0 月娘真趣味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1 蚼蟻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2 山頂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3 鸚哥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997 294 哈嘻哈 方子文 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5 迣迣唸 張可芳、林佩珍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6 芭樂開花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7 淨心救台灣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8 算盤 華語猜謎 
方子文譯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299 西北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300 來排隊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301 飛機 方南強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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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302 拜月娘 方子文傳統改編 11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03 小姑娘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04 透早落雨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05 碌硞馬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06 刺毛蟲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07 大肚蝌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08 紅田嬰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09 金魚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0 水蛙仔子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1 老鼠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2 月下老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1999 313 拜佛祖 方子文 18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4 玫瑰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5 阿不倒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6 大象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7 過年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8 相打捄頭鬃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19 鴟鴞樸樸飛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0 鴨母王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1 透早出門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2 感謝捧場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3 我唱歌 方子文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4 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5 磅米芳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6 蜜蜂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7 露螺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8 西瓜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29 天頂落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0 生轎買茄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2000 331 蝴蝶 方子文 15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2 年節時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3 落雨天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4 龜佮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5 牛奶糖 台日語傳唸謠 
方子文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6 一個囝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7 來唱歌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8 尪仔某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39 種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0 酸葡萄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1 錢筒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2 草籽仔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3 大食神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4 長腳蚊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5 紅管獅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2001 346 黑貓 方子文 9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7 狐狸狗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8 蚊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49 土豆仁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0 魚鰡 林武憲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1 貧憚仙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2 水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3 快樂過新年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4 白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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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355 來讀書 許菁芳 14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6 快樂的歌聲 林武憲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7 豬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8 阿伯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59 青紅燈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0 天橋 林武憲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1 古錐囝仔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2 拼掃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3 風颱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4 學泅水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5 鵝佮了可婆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6 生日的祝福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7 蚼蟻真厲害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68 鳥仔子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2003 369 親愛的爸爸 方子文 17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0 大風吹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1 阮的學校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2 微微的笑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3 蝦仔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4 阮兜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5 瓜仔雞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6 燒燒一碗來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7 學台語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8 麵線土豆米糕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79 嘴笑笑 傳統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0 真古錐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1 優等生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2 三嬸婆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3 彩色世界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4 剌仔花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5 阿公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2004 386 冬瓜佮西瓜 方子文 15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7 好朋友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8 點心 方子文傳統改編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89 長頷鹿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0 黑毛豬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1 頂司管下司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2 膨鼠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3 一年四季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4 紅龜軟蓨蓨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5 公園內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6 阮兜的人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7 我愛阿爸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8 一岫雞仔子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399 企鵝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400 溜滑梯 方子文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合計 400   400  

 

二、施福珍福佬系兒歌的創作歷程與概況 

    從上述【表 3.1：施福珍創作福佬系兒歌曲一覽表】所列的 400 首兒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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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歸納出施福珍從事福佬系兒歌創作的發展過程及內容概況： 

（一）施福珍收集在《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 3, 4》的福佬系創作兒歌，就有

400 首之多。雖然，據施福珍所稱：在 2010 年出版《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2, 

3,4》這套書後，就很少再創作 96，但據保守估計，如加上他為國、中小學創

作的校歌及為機關企業組織所寫的團體之歌，施福珍的歌樂作品至少應有 420

首。 

（二）施福珍的福佬系兒歌之歌詞，包括有以下幾種類型，茲依其數量大小依序

排列於下： 

1. 自創歌詞：施福珍以「方子文」為筆名的自創歌詞，共有 231 首，占 57.8%，

超過半數以上，相當可貴。 

2. 傳統唸謠：施福珍取用各類的傳統唸謠（包括傳統謎語 2 首），再配上曲調，

共有 111 首；占 27.8%。 

3. 傳統改編：施福珍應用傳統唸謠，加以增删歌詞內容而成（包括台日語傳統

唸謠改編 1 首），共有 43 首，占 10.8%。 

4. 其他作者：實際上施福珍選用其他作詞者的歌詞，來譜寫的兒歌數並不多，

只有 7 首，占 1.8%，其中林武憲有 3 首；康原、張可芳、林佩珍、方南强及

許菁芳各 1 首。 

5. 華語詩謠編譯：在施福珍的創作過程，也嘗試過將胡適的詩及華語傳統唸謠

編譯成台語歌詞，這部份共有 4 首，占 1%。 

6. 非傳統改編：施福珍在非自創歌詞中，有一種既非傳統代代相傳下來，卻也

曾在民間流傳的唸謠，施老師取用這類唸謠加以改編而成歌詞，計有 3 首，

占 0.8%。 

7. 現代唸謠：這是施福珍創作兒歌中罕見的歌詞類，是近代傳誦民間、作者無

可考的唸謠，僅 1 首，占 0.3%。 

（三）施福珍自 1964 年至 1973 年間的第一個十年的早期作品，共 120 首。其中

                                                 
96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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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取材自「傳統唸謠」有 68 首之多，而「傳統改編」也有 15 首。經過了

從傳統唸謠的應用和磨練，自 1974 年起，施福珍逐漸增加自創歌詞。 

（四）自 1977 年之後，施福珍的自創歌詞逐年增加，到了 1981 年後，反而主客

異位，以自創歌詞為主，取材傳統的應用為輔。在此之後，施福珍展現了能

寫詞能作曲的長才。 

（五）從 1964 年至 2004 年的 41 年間，施福珍作品最少的是 1984 年的 5 首，這

正是他擔任彰化縣立大同國中音樂班主任（1983-1995）的第二年，當時正積

極投注在奠立音樂班的基礎之上，在班務、教學及合唱指揮等各方面，都忙

得不可開交。 

（六）國民政府於 1949 年播遷來台之後，實施戒嚴，强力推行國語政策，學校裡

不得使用母語，一直到 1987 年解嚴之前，台語兒歌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壓抑。

然而，施福珍身為學校教師，卻能在困境中堅持自己的理念和理想，從 1964

年至 1987 年，他就已完成了 211 首福佬系的創作兒歌，為台語囝仔歌的發展，

開闢出康莊大道，確實難能可貴。 

（七）由於施福珍的作品講究「唸謠旋律化，旋律口語化」，歌詞又深具文化及教

育意義，因此歷年來，常被選用為全國國小鄉土歌謠比賽的指定曲或自選曲。 

 

 

第四節  小結 

施福珍與生俱來就有著音樂和語言天份，加上從小就有認識傳統文化及培養

音樂能力的環境；奠立了他熱愛音樂的特質及關懷鄉土的情愫。雖然，他學的是

西方音樂的和聲與作曲的理論，但他懂得西學台用。1964 年，施福珍開始以筆名

「方子文」創作〈點仔膠〉、〈秀才騎馬〉、〈羞羞羞〉、〈大箍呆〉、〈捉毛蟹〉等台

語囝仔歌。1966 年受到許常惠教授的讚賞與鼓勵之後，奠之創作具有「唸唱合一」

特別風格的作品。尤其在 1967 年「許常惠教授師生作品發表會」上受到肯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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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力走入台語兒歌的創作園地。 

施福珍於 1996 年，在他的〈台灣童謠哼哼唱三十年〉中，97 道出他創作生涯

的心內話： 

「這三十年來，我默默的從事台灣童謠的創作與教學工作當中，影響我的音

樂界前輩有呂泉生、許常惠、顧獻樑、林二等幾位先生；在推廣方面有趙

錦水、簡上仁、康原幾位先生極力幫忙，趙錦水先生大力推廣我的歌曲，

簡上仁也極力的推薦，作家康原在報章雜誌上介紹了我一、二百首童謠。

各電視台、廣播電台也播出我許多曲子。同時，在文化中心、音樂團體中，

常邀請我去做專題演或童謠教唱，尤其在解嚴之後，政府大力推展本土文

化運動，台灣童謠受到重視，以前因語言政策的不適當，扭曲了台灣童謠

的發展，相信這種被扭曲的情形終會扶正。當我看到台灣社會上的人民，

開始利用自己的『母語』創作文學作品或歌謠，用母語思考、用母語發言、

用母語建立科學、建立文化，我的內心感到無比的雀躍與振奮，以前的委

屈與無奈終於得到安慰，台灣人的尊嚴，也慢慢的尋找回來了，這是多麼

令人愉悅的事啊！」。 

以上雖是施福珍在 1996 年（61 歲）時所寫，但大致也是他一生創作與教學工

作的濃縮。的確，年輕時施福珍努力認真，誠懇謙虛，獲得許多音樂前輩的支持

和鼓勵，如許常惠、呂泉生等，使他的成長過程，雖然面對挑戰也都順利往上爬

升。 

認識施福珍的周遭老少朋友，都相當肯定施老師的作品，也支持他的理念，

如員林當地的熱心人士、趙錦水、簡上仁和康原等，協助他成立合唱團；在各種

場域宣揚推廣他的作品；撰文推崇施福珍默默耕耘及諄諄教學的德行，並介紹施

老師福佬系兒歌作品的意義和價值。 

在上述施福珍的文中，也說明了他在戒嚴，母語管控政策的時期，他所遭受

的委屈和無奈，但他堅持台語是優質的語言，順其語言聲調所創作的兒歌也有教

學和文化價值的。於是，他以堅毅不拔的精神熬過壓抑的時期，所以解嚴後，當

                                                 
97 施福珍口述、康原筆記〈台灣童謠哼哼唱唱三十年〉，《台灣囝仔歌的故事》（文/康原、詞曲/施

福珍、圖/王瀕），玉山社，1996.5，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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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福珍的兒歌能被正常的運用在教學及各媒體上時，他格外的興奮。「認同台灣語

言文化，愛台灣的社會和土地，找回台灣人的尊嚴。」，正是支撑著施福珍在創作

與教學福佬系兒語的路上，永遠樂此不疲的基本理念。 

從最早透過童子軍活動中傳唱；到應用於學校音樂教育、合唱團及音樂教學

中心的傳習：歷年音樂比賽的傳頌；到近代透過廣播及電視媒體的傳播，許多施

福珍的福佬系兒歌，已成為家喩戶曉的歌曲了。 

  施福珍的創作態度嚴謹，秉持著「易懂、易彈、易唱」的原則來創作兒歌，

認為樂曲的創作需要掌握「唸謠旋律化、旋律口語化」之精神，使得曲調與歌詞

能密切配合，在學習過程中，不但能讓兒童輕鬆、愉快地學唱兒歌，也能從歌曲

中學習到正確的知識。 

施福珍的兒歌歌詞，早期以「傳統唸謠」為主要素材，自 1977 年之後，他的

自創歌詞逐年增加，到了 1981 年後，反而以自創歌詞為主，取材傳統的應用為輔。

在此之後，施福珍展現了詞曲兼具的創作長才。但無論取材傳統或個人自創，他

的作品總是充滿者鄉土軼聞、人物、習俗等的趣味，深富文化傳承與兒童教育的

意義。 

經過四十多年創作，施福珍已累積了 400 餘首作品，也出版了許多書籍。他

的作品主要是為音樂功能而創作。但也由於施福珍對台語鑽研頗深，肯定台語文

之美，也精通台語聲調與旋律必須諧和一致的道理。因此，施福珍的兒歌作品，

除了兒童音樂教學價值之外，也兼具兒童文學及母語教育的教學功能。 

許多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窮極一生的鑽研與創作，寫了許多給大人欣

賞的不朽作品，但很少創作者會顧及孩子的需求而創作。施福珍剛好相反，他貢

獻一生，就是為孩子們的教育需求，寫下 400 餘首福佬系兒歌，確實難能可貴，

令人敬佩。尤其，施福珍興起於正推展國語教育時期，他明知台語兒歌不可能被

重視，但堅持走在有益於兒童音樂和文化教育的路上，無畏於寂寞的煎熬，也不

追逐掌聲，默默地為維護富有傳統文化精神的台語兒歌奉獻心力。 

 總之，施福珍有自己的創作理念，也樂觀、積極地實踐，使他在學校、社會

 



 

  

74 

的音樂教育都有斐然的成就；他豐富的兒歌創作，對台灣兒童的音樂教學、母語

教學和「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都有不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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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簡上仁的音樂生涯及其福佬系兒歌作品 

 

 自 1977 年以創作歌曲〈正月調〉獲得「金韻獎」成為創作歌手之後，簡上仁

走上他的「台灣音樂之旅」，也開始以維護與發揚台灣本土音樂文化為一生的志

業。簡上仁大學讀的是財稅系，為了充實音樂領域的專業知識，他以自修苦讀的

方式，艱辛地完成他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的碩士及英國雪菲爾大學的

博士學位。 

 簡上仁的歌樂作品屬於多方位，舉凡大人的、兒童的、藝術的、流行的、獨

唱的及合唱的，都是他的範圍。在福佬系兒歌創作方面，簡上仁認為兒歌是兒童

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音樂食糧，乃於 1978 年起，積極投入福佬系兒童歌謠的採集、

整理、創作與推展工作。 

三十餘年來，簡上仁的兒歌作品已有 300 餘首，許多作品已成為幼兒園、國

民小學的音樂、母語、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學教材；也成為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的

自選曲或指定曲；甚至，出現在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簡上仁的作品漸漸地成

為大人們的童年回憶，及孩子們口中的哼唱歌曲。 

本章首先要陳述簡上仁的出生成長、教育養成及學習寫作的過程和背景；其

次，要敘述簡老師的創作理念及心路歷程；最後，則從教育、著作、創作及推廣

等不同面向，探討簡上仁在音樂生涯中的成就與貢獻。其次，要敘說簡上仁在福

佬系歌樂作品的梗概。再者，討論簡老師在福佬系創作兒歌方的發展情形及作品。

最後再依本章的探究作一個概略的結論。 

 

 

第一節  簡上仁的音樂生涯 

一、成長與背景 

簡上仁生於 1947 年，嘉義縣大林鎮人，家境小康，家裡兄弟姐妹七人，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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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老三。父親簡雨水，經營電器工程，喜愛手風琴演奏。母親李瑞真經常哼唱搖

籃歌讓孩子們入睡，也喜歡以童謠、歇後語、講故事或猜謎等和孩子們互動玩耍。

耳濡目染，這些搖籃歌、童謠及民間俗諺故事，就像電腦資料一樣，一點一滴儲

存在簡上仁的腦海裡。 

簡上仁於 1954 年就讀大林國小，個性能靜能動，興趣廣泛，多才多藝，尤其

喜歡美術、音樂、書法，常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而得獎；體育方面，因有運動

細胞，反應快，不只是躲避球隊隊長，還是田徑選手。 

1950 年代的台灣孩子，雖沒有電視、電動、電腦等遊戲，卻有自由自在的戶

外空間。廟口是最吸引簡上仁的地方，他常去觀賞酬神的布袋戲、歌仔戲、民俗

陣頭、說唱、講古、雜耍特技、江湖賣藝等民俗曲藝的表演活動。另外，放學後

趕著到戲院「撿戲尾仔」98，也是他學校下課的「必修課程」；也因此使簡上仁從

小時候的生活中，就自然、不斷地累積對鄉土民俗曲藝的知識與興趣。 

簡上仁於接受筆者訪談時，曾興奮地提到國小時的趣譚：99 

「小時候沒有電視、電腦等娛樂，而布袋戲和歌仔戲是我們唯一的消遣。我

也常利用老師去參加校務會議時，就演布袋戲給同學們觀賞。戲尪頭及道

具都由我和同學分工完成。我常邊演邊編故事，把野台戲、說唱等民俗曲

藝的精采片斷，揉合到隨想隨演的表演之中。文人出場，來一段詩詞；小

丑出場，則吟唸一首趣味順口溜；淑女出場，當然要裝『女聲』來說話與

唱歌。我把演布袋戲遊戲化、趣味化，同學們看得非常入神，又高興。後

來後老師發現我常趁機『偷演布袋戲』給同學觀賞，但老師覺得這樣的表

演並不會帶壞同學，還可舒解功課壓力，也就閉一眼、睜一眼，未加以制

止。哈哈！真有意思！」。 

 

可見，簡上仁從小就喜歡學以致用，把從母親那兒學到的、課外所見所聞所 

累積的把戲，自娛娛人，與同學分享。這些經驗，似乎也成為他日後從事本土音

                                                 
98 「撿戲尾仔」，早期鄉下戲院，不管演出布袋戲、歌仔戲或放映電影，通常會在戲結束前最後七、

入分鐘就打開戲院的正側門，讓觀眾便進出，這七、八分鐘就是「戲尾仔」。如此，既可疏散散戲

後觀眾能順暢出場，也可以最後精彩片段吸引住進場「看戲尾仔」的觀眾，隔天買票光顧。對「看

戲尾仔」的觀眾而言，這七、八分鐘是額外撿到，於是被稱之「撿戲尾仔」。 
99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7.16。順便一提，本論文所說明的許多簡上仁的理念

和見地，大多來自實地訪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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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研究及創作台灣兒歌的基礎養分。 

值得一提的是，簡上仁雖然從小喜歡音樂，但無法像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

接受正規的音樂教育和樂器訓練。小學時，他所就讀的嘉義大林國小門口斜對面

剛好有個教堂，他常利用週日到教會，倚立在門窗邊，全神貫注地聆聽聖歌教唱

和風琴彈奏，有時因聽得入神，而忘了回家吃午飯的時間。似乎簡上仁從小在潛

意識裡，就已埋下走向從事音樂工作的夢想。 

1960 年，簡上仁進入嘉義中學初中部，當時原本喜歡音樂的他，受到當時美

國猫王普理斯萊（Elvis Presley，1935—1977）及日本小林旭兩位以吉他自彈自唱

歌手的激勵與影響。於是，他去打工再加上平時儲存的零用錢，初二那年他買下

了一把吉他，從學吉他入門走上他的音樂之旅。在簡上仁的《台灣音樂之旅》中 

100，記載了他買吉他學音樂的小故事： 

「上初中以後，由於接觸外國電影，我喜歡上了美國的貓王普理斯萊和日本

的遊俠小林旭及他們常用的樂器─吉他。當時，因其狀如月琴，但音色悅

耳，又可六弦同時彈奏和聲，我心中還暗自稱他為「現代月琴」。其後，我

立下儲蓄購買吉他的計畫，從一毛、二毛，積存零用錢，後來又加上打工，

終於在一年之後，也就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十日，我買了一把吉他，實現

了夢寐以求、擁有自己樂器的願望。」 

 

 有了吉他，簡上仁拜當時在大林中學指導軍樂隊的楊英梅為師，學習吉他技

巧和音樂理論。楊老師為人誠懇，教學認真，在得知簡上仁是個窮學生，還特別

免費教學。向啟蒙恩師學習三個月之後，簡上仁自己羞於接受免費受教，於是就

靠著自修與磨練，累積彈奏吉他的能力和音樂的知識。 

1963 年，因父親經商之需，簡上仁隨家人搬居高雄鳳山，他就讀於省立鳳山

中學。當時，他和鎮上幾位志同道合的高中生，組成「鏡人合唱團」〈四個成員均

戴眼鏡〉，幾乎天天浸潤在台灣歌謠的旋律之中。當時，因坊間合唱譜寥寥無幾，

他們乃以土法煉鋼的方式，把每一首的合唱聲部，以一次再一次的播放唱片來聽

                                                 
100 簡上仁《台灣音樂之旅》，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台北，1988，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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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往往一首歌要聽上近百次，始克其功。這種土法煉鋼法雖笨拙、辛苦，卻也

對簡上仁的聽音能力及和聲概念有不小的幫助。 

 1966 年簡上仁考進逢甲大學，就讀財稅系。60、70 年代的台灣，正嚴重受到

西方文化的沖擊，社會瀰漫著崇洋的心理。抵擋不過西洋音樂的誘惑，簡上仁和

同學組了一個以演唱西洋歌曲的合唱團。當時，演唱的歌曲雖然都以流行及鄉村

歌曲為主，但對簡上仁在音樂上的知識和技巧而言，的確也產生了更廣濶的想法，

使他後來在面對本土音樂和兒歌的處理時，有較為寬廣的思雞。 

為了加強音樂的理論、學習學術研究的方法，並吸收民族音樂學的相關知識，

1986 年簡上仁考進國立台灣師範大景音樂研究所，並於 1990 年以論文《台灣福佬

系民歌的淵源及發展之研究》獲得碩士學位。研究所的訓練，除了增加他的學養，

也拓廣了他的音樂視野。他把過去自修所得的心得，在學院裡求得印證與調整，

使他在台灣民族音樂的路上，走得更紮實、更開闊、更自在。 

 2001 年，為了拓廣國際視野，吸收國際上民族音樂學理論和方法的知識，甚

至希望能把台灣的本土音樂介紹到國際社會，簡上仁遠赴英國雪菲爾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接受嚴格訓練和學習。經過七年的努力和考驗，簡上仁

終於在 61 歲那年（2008 年）完成了他的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這段艱辛的「博士

之旅」，讓簡上仁更加體會「音樂要國際化之前，需先本土化」的道理；更加確信

台灣的鄉土音樂，絕對是發展台灣音樂風格和地位不可或缺的根基與元素；也更

加確認自己選擇的「台灣鄉土音樂之路」是正確的方向。101 

 

二、理念與實踐 

受到深諳台灣童謠、民謠、猜謎及民間文學的母親之影響，簡上仁從小就一

點一滴的在累積他對民間歌曲和童謠的認識。他家對面南管館閣，每周一次的練

習，也讓簡上仁培養出對傳統音樂的興趣。尤其，當時的環境，讓簡上仁有充份

的機會，去接觸布袋戲、歌仔戲、民俗陣頭、說唱及江湖歌仔仙等民俗曲藝。這

                                                 
101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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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傳統鄉土音樂文化素材，就成為永遠烙印在簡老師腦海裡的童年回憶。 

就讀嘉義中學初中部肘（1959-1963 年），有一次學校合唱團參加全台灣的學

生合唱比賽，以台灣童謠〈天黑黑〉合唱曲贏得獎項。這在當時，正積極推行國

語政策的環境裡，是件非常難得的鼓勵與成果。這個獎項，增加了簡上仁對鄉土

音樂的喜愛與認同，也是激發他日後參與台灣福佬系兒歌的創作與推展工作。 

進入大學之後，簡上仁雖與同好組成演唱西洋歌曲為主的樂團，而且是大學

校園內頗受喜歡的熱門團隊。然而，在大三（1969）下學期，樂團應邀參加中部

地區大專院校聯合畢業舞會，在一場狂歡演唱之後，簡上仁頓然萌起一種想法： 

「明年此時，是自己要畢業的時候了！畢業再唱西洋歌曲有意義嗎？西洋歌

曲，怎麼唱也唱不嬴西方人。如果畢業後如還有機會『玩音樂』，何不「唱

台灣自已的歌，寫自己的音樂」。102 

突然間，一種不如歸去的呼喚在心中蕩漾。於是，簡上仁走回自己台灣的鄉

土音樂故鄉，有空就開始著手整理身邊有的鄉土音樂資料。 

在確定走回台灣鄉土音樂的故鄉之後，簡上仁漸漸體悟與認知到自己民族音

樂的重要性。他認為要了解台灣歌謠，必先認識台灣的文化。於是，簡上仁開始

大量的閱讀有關台灣的歷史、民間音樂、民俗藝術、政治、經濟、社會等文化相

關書籍。從源頭走過一趟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才能豐富台灣歌謠文化的底蘊。 

簡上仁深知從事台灣傳統音樂文化的工作是無法當飯吃的。但為實踐他維護

與發揚台灣鄉土歌謠的理念，畢業服完兵役後，他考上財政部高雄海關，先把生

計穩定下來，再利用業餘時間來進行採集、整理及發揚的工作，如此就可兼顧現

實和理想。於是公務之餘，他開始有計畫的搜集有關台灣民謠的書刊及報章雜誌

資料，也展開小規模的田野調查工作，甚至嘗試寫作歌曲。103
 

1977 年，簡上仁以福佬語創作曲〈正月調〉獲得了「金韻獎」的創作獎。這

在當時戒嚴、管控母語和媒體政策的壓抑下，能以福佬語創作曲得獎，的確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獲得金韻獎，可說是他一生音樂旅程的分水嶺，從此，他便以嚴

                                                 
102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7.16。 
103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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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的態度面對音樂，也把研究、創作、維護與推展台灣音樂作為他一生的志業。
104

 

開始走上台灣鄉土音樂道路之後，簡上仁發現過去的音樂學者極少研究台灣

兒童歌謠的部份，創作兒歌也僅看到施福珍的一些作品及林福裕的少許兒歌。然

而，簡上仁認為兒童是未來主人翁，台灣的兒童應該要有自己的兒歌，作為他們

成長過程中的音樂養份。於是，在 1978 年 7 月，他就毅然決然加入台灣兒歌的研

究與創作工作，並寫了〈搖荖搖〉及〈晟子歌〉來揭開福佬系兒歌創作之旅的序

幕。 

 1983 年，為了使推廣的力量更大，效益更廣，簡上仁組成了一個以演唱台灣

民、童謠為主的「田園樂府樂團」，希望以更多人的力量來推動鄉土歌謠；同時以

現代的音樂理論和技巧，來詮釋台灣傳統民俗歌謠的意義、精神和價值。這些年

來，「田園樂府」從城市到鄉村，從音樂殿堂到野台，分別以《老調與新聲》、《台

灣民歌的故事》、《台灣歌謠組曲》、《土地的歌》、《咱的歌，咱的故事》《親情、愛

情、鄉土情》及《在地的歌，在地的感情》等主題，已演出有二百餘場之多。105 

1984 年秋天，簡上仁和台灣詩人陳千武、李魁賢、李敏勇等赴日參加「第一

屆亞洲詩人大會」，在東京發表〈台灣民謠與詩歌〉的主題，他的現場講唱台灣詩

歌引起各國與會代表的重視。這也是簡上仁出國參加國際藝文活動，並發表作品

的第一次。1987 年，簡上仁，應北美台灣文學研究會之邀，赴加拿大發表〈走出

台灣歌謠的前途— 以文學提昇台灣歌的氣質〉乙文，提出台灣歌樂除了通俗流行

歌曲之外，應再走出一條「藝術歌曲」之路，讓「通俗」與「藝術」平衡發展，

才能使台灣歌樂健康地走出康莊大道。 

 除了以演出來推廣台灣鄉土音樂之外，簡上仁認為「教育」才是文化成長的

根本之道，於是自 1992 年起，簡上仁陸續在逢甲大學、靜宜大學、台東師院、長

庚醫學院、台北市立師院、清華大學、台南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學、國立台

北師院、中山大學、花蓮師院、新竹師院及台北藝術大學等大學部或研究所開設

                                                 
104 李金霞《簡上仁與台灣囝仔歌》，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8，p.21。 
105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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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上仁披星戴月、勞苦奔波於各大學，目地就是希望能把台灣音樂文化意

義和價值，傳播給不同學校的年輕學子。 

1992 年，為了響應台灣創作流行歌曲六十週年紀念的意義，喚醒民間大眾關

心台灣歌謠的發展，簡上仁在公共電視主持「蓬萊鄉土情」，並擔任文稿撰述，音

樂創作企劃等工作。同年，因其出版的「台灣囝仔歌」CD 及書籍備受矚目，他也

應邀在公共電視主持「囝仔歌」節目，同樣兼任文稿撰述及音樂企劃工作。簡上

仁應用電視媒體，有系統的介紹台灣音樂，使民眾能認識台灣的音樂文化特質和

內涵，值得讚揚。106 

1994 年秋，簡上仁應台灣留美學生會之邀，在美國亞特蘭大、德州農工、愛

荷華、威斯康辛等地區十四所大學，專題發表《咱兜，咱的歌》、《台灣歌謠傳》、

《土地的歌》及《台灣囝仔歌》等主題講唱。之後的幾年當中，他陸續應邀至瑞

士的日內瓦、紐西蘭的奧克蘭、澳大利亞的雪梨、美國的聖地牙哥、洛杉磯，舊

金山與紐澤西等地，講唱《台灣民謠的生命力》、《唱出時代的心聲》、《咱的鄉土

咱的歌》等主題。讓台灣的僑民感受故鄉的音樂之美，也讓國際的友人了解台灣

音樂的獨特風格和強韌的生命力。107 

簡上仁始終認為，歌謠要具有本土的文化特色，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因此

他秉持著「在地主義」的理念，在台灣各地進行研習、寫作的扎根教學工作。自

1997 年，簡上仁從台東縣立文化中心的「播下音樂的種子 ─ 鄉土歌謠的認知與

整體應用研習計劃」出發，一直到 2017 年，簡上仁已陸續又在台北北投社區大學、

台北縣鶯歌鎮、高雄衛武營藝術中心、成功大學、台江社區大學、台灣文學館、

台南文化中心及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等地，鼓勵並指導當地學員以當地風土民

情、歷史地理及心情感受為素材，寫出在地特色的歌曲。簡老師希望這樣的研習

活動，能伸展台灣鄉土歌謠及囝仔歌的觸角，繼起台灣鄉土音樂文化的生命，也

讓全台各地透過在地歌曲來肯定自己的文化與鄉里。 

                                                 
106 李金霞《簡上仁與台灣囝仔歌》，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8，p.25。 
107 李金霞《簡上仁與台灣囝仔歌》，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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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997）年，簡上仁發現在整個台灣兒童歌樂的發展體系中，嚴重缺乏

台灣鄉土兒童合唱曲，許多出國文化交流的兒童合唱團，找不到自己鄉土的兒歌

合唱譜來演唱。於是，1997 年初，簡上仁投入鄉土兒歌合唱園地的耕耘工作。1999

年 6 日，在台北縣立文化中心的支持下，簡老師出版了《台灣鄉土兒歌合唱曲集》

（20 首）的 CD 與樂譜。 

隨著年歲的增長，簡上仁在民族音樂的研究也愈走愈深愈廣。他在採集、整

理與創作之餘，也開始進行「音樂學與語言學」跨學科領域的研究。簡上仁認為

台語是聲調性語言 108，台語歌曲的曲調必然與語言聲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應

用音樂的概念、功能和方法，來剖析語言的音樂特性，除了探索福佬語言聲調與

歌曲曲調的關係外，也進一步提出如何運用語言聲調的特性，來寫出具有台灣鄉

土風味的歌曲之方法，並於 2001 年出版了《台灣福佬語言聲調與歌曲曲調的關係

及創作之研究》乙書。109 

多年來，簡上仁除了在學校教育之外，也透過無遠弗屆的廣播音波，分別在

中廣寶島網、綠色和平台灣文化廣播電台、台北愛樂電台，主持「台灣音樂之旅」、

「台灣音樂組曲」及「台灣的腳步聲」節目，致力社會層面的台灣音樂文化的教

育、推廣與發揚工作。2002 年，在中廣主持的「台灣音樂之旅」，榮獲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金會頒發之「非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金鐘獎」及「非流行音樂節目金鐘

獎」，這也算是簡上仁多年來在廣播頻道上，努力不懈地致力於鄉土音樂的發揚，

所應得的獎勵。 

 

三、成就與貢獻   

 簡上仁原非科班出身，但於 1977 年獲得「金韻獎」，並把發揚台灣音樂文化

當成終身志業之後，他從採集、整理、研究、創作與推廣等面向，積極展開他「正

                                                 
108 所謂「聲調性語言」，其特性在於「字義」係由語言音調的高低、起落來辨定之。如，從「音高」

來看台語「溝」是高平音；降音程 2 度下來，為中平音「厚」；再降約完全 4 度，則低平音「到」；

又在「到」的位置往上升約小 3 度，則「猴」；在「溝」位置下降大 2 度，則在「狗」。 
109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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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音樂旅途，110 迄今四十年，已有斐然成績。以下就從：（一）教育與推廣；

（二）著作與論述；（三）歌曲創作與出版等三個方面，來說明他的音樂工作成果。

111 

（一）教育與推廣 

 簡上仁從小對音樂有高度的興趣，但大學讀的是財稅，畢業後考入財政部海

關當公務員。但當他在 1977 年獲得「金韻獎」，並決定把發揚台灣音樂文化當成

終身志業之後，他不斷自修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能力。1990 年，從師大音樂研

究所畢業後，簡上仁就積極尋找進入大學校園，開設台灣音樂文化課程的機會；

並努力開拓藉由大眾傳播宣揚台灣音樂文化的管道。以下分別從學校教學和社會

推廣兩個面向，來說明簡上仁在教育與推廣方面的成就與貢獻。 

1.學校教學 

 簡上仁一直非學校的專任老師，但他甘之如飴。他認為兼任教師，反而不受

專任學校的約束，可南北尋找機會進入不同學校，達到更廣泛的影響效益，這些

年來，他陸續在私立逢甲大學、私立靜宜大學、國立台東師範學院（今國立台東

大學）、私立長庚醫學院、台北市立師院（今台北市立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

立交通大學、國立台南大學、私立輔仁大學、私之世新大學、國立台北師院（今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今國立東華大學）、國

立新竹師範學院（今已併入國立清華大學）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等十五所大學的

大學部或研究所開設課程。其中，大學部除了國立中山大學在音樂學系開課外，

大都開設在通識教育系統，課程包括有：《台灣民謠與文化》、《台灣歌謠的賞析與

創作》、《台灣童謠的賞析與創作》、《台灣民間音樂與戲曲》、《台灣歌謠發展史》、

《台灣流行歌曲發展史》、《台灣民謠與社會文化》、《台灣音樂》、《台語文學》及

《台灣流行歌曲發展史》等；研究所的課程則有：《音樂社會學》、《民族音樂學》、

                                                 
110 相對於過去的純興趣，1977 年後，簡上仁則以嚴謹、敬業與負責任的態度來面對台灣音樂文化

工作。 
111 此「成就與貢獻」單元的研究素材，主要來自三次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8.12，

2013.7.15 及 201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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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音樂與音樂教育專題》、《1895 年以後台灣音樂研究》、《台灣音樂發展史》、

《河洛歌謠研究》、《兒歌研究》、《語言與音樂專題研究》、《台灣俗諺歌謠與文化》

及《台灣民歌研究》等。 

 由於簡上仁的教學態度認真、親切誠懇、方法活潑，又具啟發性，深受學生

喜歡，選修學生多，通常是大班上課。雖然是兼任老師，但簡上仁於 2002 年榮獲

「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對他長期奔馳於各校的辛勤教學而言，是個最大的

鼓勵和安慰。 

2.社會推廣 

簡上仁把台灣音樂文化在社會的推展分成：現場的演唱和講唱、研習活動及

大眾傳播媒體的應用等三個面向。 

現場演唱，簡上仁以他在 1983 年創辦組成的「田園樂府」樂團為班底，應文

化部、各地公私立文化機構的邀請或合辦，迄今三十餘年來演出各種主題的大、

小型音樂會，已有二百餘場之多，直接受影響的觀眾應在十萬人以上。 

講唱方面，是簡上仁認為最簡便而有效的方法。他以一把吉他，深入淺出、

邊說邊唱的方式，帶領觀眾進入台灣民謠、童謠和創作歌曲的情境，也認識歌謠

背後的文化意涵、歷史背景及風土民情。簡上仁說、唱自如，通常觀眾反映都十

分熱烈，確實能喚起大家來關注台灣本土音樂的成長與發展。簡上仁的深入到社

區、校園、公家機關、企業組織及人民團體，三十餘年來，簡上仁每個月平均至

少有二場講唱活動，迄今至少也有八百場以上的記錄。訪談中，簡老師務實的提

到：「文化的成長，是要靠一點一點累積的，不可能一躍千里，憨憨地做是最好的

方法。」這也許就是他一直樂此不疲的道理吧！ 

自 1997 年起，簡上仁以「在地主義」的理念，在台灣各地指導當地對創作台

灣歌謠與童謠有興的愛好者，以當地的風土民情、歷史事跡、地理景觀、人物傳

奇及心情感受等，來創作具有當地特質的歌曲。尤其是，從 2009 年起，簡上仁配

合「文化部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場所合作計畫」案，在南台灣高雄、台南、嘉

義縣等地，依基礎班、中級班、高級班、專業班等，循序漸進，指導當地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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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者，寫出富有當地特色的歌曲，九年來，培育了七百餘位具有寫作台灣風格

創作歌曲的人才。 

簡上仁的台灣歌謠、童謠之旅，開始於戒嚴時期，語言政策和媒體管控都不

利於台灣鄉土音樂的發展。解嚴後，台語文化和歌謠仍因解嚴前所受的挫傷，尚

難復原，仍被誤解為粗俗文化，處於從屬地位。這樣的際遇和背景，對簡上仁欲

運用社會大眾媒體來宣揚台灣鄉土音樂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如此，簡

上仁在夾縫中求生存，不斷找尋台灣鄉土音樂的存活生機。 

簡上仁深入各地現場演唱和講唱、舉行研習活動培育人才，並尋找機會運用

大眾傳播媒體，來維護與發揚他的台灣鄉土音樂工作，雖艱辛，也寂寞，但迄今

已有了一些難得的成績： 

（1）1987 年，簡上仁因積極致力台灣音樂文化的推廣，榮獲台灣省政府頒發的「台

灣省社會教育有功人員獎」。 

（2）1990 年，因在台灣鄉土音樂方面的努力，也產生綿延的成果，榮獲台北市西

區扶輪社的「職業成就獎」。  

（3）1991 年，因默默、不遺餘力為維護與發揚台灣音樂文化的耕耘，獲得美國紐

澤西關懷台灣基金會頒給「關懷台灣人文社會貢獻獎」。  

（4）1992 年在公共電視撰稿並主持「蓬萊鄉土情」節目，響應台灣創作流行歌曲

六十週年紀念。 

（5）1992 年在公共電視主持「囝仔歌」節目，以簡上仁製作出版的《台灣囝仔歌》

CD 和書籍為基本素材。 

（6）1992 年獲得台北市信義扶輪社的「表揚宣揚台灣鄉土文化獎」。  

（7）2001 年榮獲台灣省文化協會的「第廿四屆中興文藝獎章音樂獎」。 

（8）2002 年，簡上仁在中廣寶島網主持的《台灣音樂之旅》節目，榮獲「非流行

音樂節目主持人」及「非流行音樂節目」兩座金鐘獎。 

（9）2001 年 7 月 8 日開始在綠色和平台灣文化廣播電台製作主持《台灣音樂組

曲》，每週一集，每集 2 小時，迄今（2017.9.24）已有 842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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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4 年獲得中華民國青商總會的肯定，頒發「第十一屆全球華人藝術文化

薪傳獎」  

（11）2004 年榮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獎狀」。 

（12）2017 年參與三立電視台撰稿主持的「魔法列車 DoReMi」節目，入圍電視

金鐘獎。 

 總之，簡上仁是一個樂觀奮進，事事正面思考，充滿正能量的藝術文化人，

總能為已陷入困境中的台灣鄉土音樂找到生機。 

 

（二）著作與論述 

簡上仁在 1986 年進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班之前，就已開始他

的台灣鄉土音樂的蒐集及整理工作。碩士之後，更積極撰述，2008 年完成博士學

位後，雖仍然陸續發表論述，但歌曲創作與教學確實也瓜分掉他的學術研究時間。

出版專書的速度就較為緩和下來，以下依年度的先後，列示簡上仁較為重要的專

書與論述： 

1.專書 

1978  《台灣民俗歌謠（與林二合編）》，眾文圖書公司。 

1983  《台灣民謠》，台灣省新聞處，（眾文圖書公司，二版五刷，2000.6）。 

1987  《說唱台灣民謠》，簡上仁自行出版。 

1988  《心內話—台灣愛情詩歌選輯》，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8  《台灣音樂之旅》，自立報系出版部。 

1991  《台灣福佬系民歌的淵源及發展》，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92  《陳冠華的台灣福佬民間音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6  《台灣的囝仔歌》一套三冊，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二版一刷。 

1998  《老祖先的台灣歌（台灣福佬系民謠）》，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策劃，  漢

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1999  《台灣鄉土兒歌合唱曲集》，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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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台灣福佬語語言聲調與歌曲曲調的關係及創作之研究》，眾文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2001  《台灣的傳統音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8  《Voices of Eternal Spring: A study of the Hingcun diau Song Family and 

Other Folk Songs of the Hingcun Area, Taiwan》，Department of music,  

University of Sheffield，英國雪菲爾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論文。 

2009  《綠島民間歌謠》，台東縣政府。 

2010  《Voices of Eternal Spring: A Study of the Hêng-chhun tiāu Song Family and 

Other Folk Songs of the Hêng-chhun Area, Taiwan.》增修版，屏東縣政府。 

2.期刋及研討會論述 

1980-83〈台灣童謠論述〉，《音樂生活雜誌》第 17, 20, 21, 23, 27, 30 等期。112
 

1998  〈台灣歌謠輿族群融合初探〉，《民族音樂學會 1998 學術研討會》，中華民

國民族音樂學會。 

1999  〈綠島民謠初探〉，《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1999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Tones and Folk/Nursery Songs 

( Hok – lo Language as Example)〉，《第 14屆國際柯大宜音樂研討會》，國際

柯大宜（Kodaly）音樂教育學會匈牙利總會。 

2004  〈Hingcun diau－ A Living Tune of Folk Song in Taiwan（一首充滿生命力的

台灣民歌— 恆春調〉，CHIME 第九屆國際民族音樂會議，法國巴黎。 

2005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aiwanese Folk Songs（台灣民歌的

重建與再生）〉， ICTM 第 38 屆世界民族音樂研討會，英國雪菲爾

（Sheffield）。 

2006  〈語言聲調和歌曲曲調的互動關係－以台灣福佬語為例（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f Language Tone and Song Tune）〉，第五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

                                                 
112 林文寶《兒童詩歌論集》，1995，pp.316-317。林氏在該書中提到：簡上仁的這些論述，是目前

最完整的概論文章，後來收入《台灣民謠》（1983.6，台灣省新聞處）一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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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The Fifth International Junior Scholars’Conference on Sinology），私立

輔仁大學，台灣台北。 

2009  〈陳達的歌，在音樂和文學上的意義和價值〉，《文史台灣學報》，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創刊號。 

2009  〈台灣民謠發展史的架構〉，韓國民謠學會 2009 年度國際學術大會，韓國

國立木浦大學。 

2011  〈1987 年後，台灣福佬系民歌的發展軌跡〉，2011 台灣傳統音樂文化資產學

術研討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 

2017  〈福佬系鄉土歌謠在藝文教育上的意義和價值〉，《台灣教育》雙月刋，台

灣教育會，第 706 期。 

 

（三）歌曲創作與出版 

 簡上仁是一位多面向的音樂工作者，是歌者、作詞者、作曲者，也是研究學

者。在歌曲創作方面，他擅長擷取傳統的音樂元素應用為創作歌曲的材料，創作

出具有傳統風味的新歌曲。 

1.歌曲創作簡介 

 在 1977年，簡上仁因獲得「金韻獎」而成為創作歌手。當時，他意識到台語

流行歌曲，因歷經白色恐怖時期的壓抑而缺乏健康成長的機會，使得當時流行於

市場的台語歌曲，歌詞大多流於「粉味、酒味或 迌人」113 的粗俗題材。然而，

簡上仁小時候聽到的台語歌謠、童謠，老一輩吟誦的詩歌，都是那麽優雅動人。

於是，簡上仁乃把「提昇台語歌曲的水準」作為第一階段的創作目標，使之具文

化內涵，找回台語歌曲的內在氣質。此期間，簡上仁把一首〈正月調〉延伸為《台

灣年俗歌謠組曲》，包括〈正月調〉、〈新年謠〉、〈慶上元〉、〈攑花燈〉、〈慶端午〉、

〈扒龍船〉、〈八月十五是中秋〉、〈月娘圓〉、〈搓圓仔歌〉、〈壓年暝〉及〈年〉等，

                                                 
113 「粉味、酒味或 迌人」是台灣民間對 1960-70年代，因台語歌曲缺乏成長空間，消費人口每

況愈下，逐漸成為屬於低層社會的產品專，歌詞內容為迎合低層社會的需求，大多以煙花界（粉

味）、酒家服務生（酒味）及遊手好閒的男生（ 迌人）寫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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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首象徵台灣年俗節慶文化內涵的歌曲。同時，也找尋一些具有文學意涵的台語

詩改編成歌詞並譜成歌曲，如：林邊的〈心情〉；宋澤萊的〈若是到恆春〉及〈你

的青春，我青春〉；向陽的〈阿爸的飯包〉、〈阿嬤的目屎〉、〈阿母的頭髦〉及〈做

布袋戲的姊夫〉等；都是一些詩與歌結合的文學味音樂作品。以下是〈阿爸的飯

包〉的歌詞： 

〈阿爸的飯包〉（詩/向陽，修詞、曲/簡上仁）  

每一日  早起時  天色猶未光   

阮阿爸  就起床  帶著伊的飯  

騎著彼台舊鐵馬  就來離家門   

走去溪埔扛砂石  為著顧三頓  

每一暗  阮攏在想  阿爸的飯包  到底是帶啥樣 

透早  阮和阿兄吃包仔配豆乳   

阿爸的飯包起碼嘛有一粒蛋 

      有一日  早起時  天色猶黑黑   

      阮偷偷  躡腳步行入灶腳內 

      掀開阿爸的飯包  也無半粒蛋   

      三條菜脯蕃薯籤來摻飯 
 

雖然，簡上仁於 1978 年就注意到創作台語兒歌，讓孩子們有「囝仔歌」可唱

的重要性，也在 1981 年出版第一張台語兒歌唱片《童年的回憶》。但是第一次密

集創作台語兒歌是在 1988-1990 間，簡上仁大量選用傳統用於唸誦的「唸謠」，譜

配成可為歌唱的「歌曲」。同時，也把台灣囝仔歌，依歌詞內容的不同分成遊戲歌、

趣味歌、敘述歌、幻想歌、猜謎歌及搖籃歌等類別；又依歌詞結構的不同分成連

珠歌、對答歌、數序歌、順口溜等字句結構。最後，更以歸列成組曲的方式，出

版唱片。到了 2000 年之後，簡上仁考慮到台語兒歌需要新氣象和新生命，於是開

始創作貼切現代兒童生活的新台語兒歌，如〈公共汽車〉、〈目睭〉、〈雨傘〉、〈雞

卵糕〉、〈佮媽媽踅夜市〉。〈熱天的蠓仔〉及〈台灣媠噹噹〉、〈小黑熊〉及〈小鮭

魚〉等新時代的台語兒歌。 

在近四十年的歌曲創作過程中，簡上仁不斷累積他的創作，並透過整理、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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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補充，整合成各種不同主題的歌樂集，其中如：《台灣年俗歌謠組曲》、《親情

組曲》、《台灣史詩聯篇歌曲》、《鄉土情組曲》、《台灣愛情四季》、《人•土地•文化》、

《台灣的心情故事》、《鯽仔魚欲娶某》、《台灣民謠花再開》等主題，每個主題由 9

首至 24 首不等的歌曲組合而成。 

2.歌曲出版簡介 

簡上仁的創作歌曲，依其內容包括有成人與兒童歌曲；依其類型涵蓋有獨唱

與合唱曲；依其特性則包含有通俗流行性與藝術文化性歌曲。以下依出版年度，

列示簡上仁的有聲出版品： 

1978  《台灣年俗歌謠》系列組曲，新格唱片公司。 

1981  《童年的回憶》專集唱片，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1982  《當代鄉土歌謠》曲集作品，金聲唱片公司。 

1982  《拾回失落的聲音》演唱專輯，長橋出版公司，。 

1982  《親情與鄉情》曲集作品，長橋出版公司，。 

1984  《鄉土新聲》，四海唱片公司。 

1990  《台灣的囝仔歌（一）（二）（三）》一套三集，飛碟唱片公司。此套專輯榮

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之「優良唱片金鼎獎」。 

1994  《咱兜》曲作•演唱專輯，飛碟唱片公司。 

1999  《台灣鄉土兒歌合唱曲集》CD，台北縣政府。 

2009  《故鄉的滋味》CD 全輯作曲 10 首、作詞，社團法人雲林故事館。 

2009  《寶貝動物歌》CD 作詞、作曲，上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恆春民謠再唱起》CD 製作、演唱、改編、作詞等，屏東縣政府。此專輯

入圍新聞局主辦之金曲獎，「傳統音樂類」金曲獎。 

2010  《來唱囝仔歌》（1）（3）（5）集，愛智圖書公司。 

2011  《來唱囝仔歌》（2）（4）（6）集，愛智圖書公司。 

2017  《台灣民謠經典再現-1》，田園樂府。 

 雖然，簡上仁認為有了研究成果、有了創作作品，如不出版勢必影響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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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效果。但出版的機會可遇不可求，觀之簡上仁的歌曲出版記錄，似乎還有許

多未出版的歌曲作品，如創作歌曲：〈秋天的思念〉、〈烏面撓杯〉、〈戀戀府城〉、

及〈故鄉的芳味〉等；兒歌：〈大拜拜〉、〈少棒歌〉、〈老虎住深山〉及〈蛇仔兄〉

等。 

 

 

第二節  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歌曲 

 簡上仁在 1977 年決定投入台灣鄉土音樂文化工作之前，曾經嘗試寫作幾首華

語歌曲。在此之後，他深知母語與歌樂文化的重要性，乃全然以福佬台語為歌曲

創作的語言。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歌曲包括有成人歌曲及兒童歌曲兩大部份，但

在這一節裡，我們將以他的成人創作歌為對象，把福佬系創作兒歌部份安排在第

三節作深入的探討。 

 首先，我們會先列出簡上仁福佬系成人創作歌曲的一覽表，再依據一覽表歌

曲所顯示的數據，來說明簡老師的這些創作歌曲的特性。依簡上仁非正式統計，

迄今他的福佬系創作成人歌曲約有三百首之多，然而，由於成人歌曲並非本研究

的主要對象，因此本節只選列簡上仁已出版、演唱發表及已有主題設計的歌曲，

共 120 首。 

 

一、簡上仁福佬系創作歌曲一覽表 

以下依編號、創作年代、歌曲名稱、作詞者、演唱類型、性質、歌詞內容及

備註等，列示簡上仁較具代表性的福佬系成人創作歌曲（選自 1977-2016）。 

【表例 4.1】簡上仁較具代表性的福佬系創作成人歌曲一覽表 114 

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性質
115
 

歌詞內容 備      註 

01 1977 正月調 傳統改編 獨 通俗 年俗 獲金韻獎，新格唱片 

                                                 
114 此歌曲一覽表資料是由簡上仁分別於 2012.8.12 及 2017.02.09 所提供。 
115 歌曲性質的分類係由簡上仁，依其創作時的動機和目的而定，分為通俗性和藝術性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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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性質
115
 

歌詞內容 備      註 

02  壓年錢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新格唱片 

03  新年謠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新格唱片 

04 1978 憶元宵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台灣年俗組曲》 

05  慶上元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新格唱片 

06  五月五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台灣年俗組曲》 

07  中秋吟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台灣年俗組曲》 

08  八月十五是中
秋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台灣年俗組曲》 

09  年 簡上仁 獨、合 通俗 年俗 新格唱片 

10  故鄉戀歌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海山唱片 

11 1979 一枝草一點露 簡上仁 獨 通俗 勵志 麗歌唱片 

12  一切靠自己 簡上仁 獨 通俗 勵志 麗歌唱片 

13  歡喜欲見君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海山唱片 

14  阿爸的飯包 詩/向陽 獨 藝術 親情 《台灣民謠經典再現》
專輯 

15  搓圓仔歌 簡上仁 獨 通俗 年俗 《台灣年俗組曲》 

16 1980 我愛高雄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入選高雄市歌之一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專輯 

17  古井 簡上仁 獨 藝術 歷史 《史詩聯篇歌曲》之 1 

18  阿母的頭髦 詩/向陽 獨 藝術 親情 《台灣民謠經典再現》
專輯 

19  阿公的薰炊 詩/向陽 獨 藝術 親情 《台灣民謠經典再現》
專輯 

20  討海入 簡上仁 獨、合 藝術 人物 上揚唱片 

21  古早的時代 簡上仁 獨 通俗 歷史 《台灣史詩聯篇歌曲》 

22  補網補希望 簡上仁 獨 通俗 歷史 《台灣史詩聯篇歌曲》 

23  工業社會 簡上仁 獨 通俗 歷史 《台灣史詩聯篇歌曲》 

24 1981 收驚歌 收驚經文 獨 通俗 民俗 《拾回失落的聲音》專
輯 

25  阿婆去香港 王聖宗 獨 通俗 社會 海山唱片 

26  月色光光 王聖宗 獨 通俗 愛情 四海唱片 

27  三點雨 王聖宗 獨 通俗 愛情 四海唱片 

28  秋夜思念 王聖宗 獨 通俗 愛情 四海唱片 

29  春日遊 王聖宗 獨 通俗 家庭 四海唱片 

30  海岸線 王聖宗 獨 通俗 愛情 四海唱片 

31  故鄉的月娘 王聖宗 獨 通俗 思鄉 金聲唱片 

32 1982 快樂的司機兄 簡上仁 獨 通俗 人物 金聲唱片 

33  選子婿 簡上仁 獨 通俗 家庭 金聲唱片 

34  四季飲酒歌 簡上仁 獨 藝術 生活 金聲唱片 

35  愛心之歌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金聲唱片 

36  阿嬤的目屎 詩/向陽 獨 藝術 親情 《親情與鄉情》專輯 

37  做布袋戲的
姊夫 

詩/向陽 獨 藝術 親情 《親情與鄉情》專輯 

38  阿爸的嗽聲 謝武璋 

簡上仁 

獨 藝術 親情 《親情與鄉情》專輯 

39  娶新娘 簡上仁 獨 通俗 家庭 金聲唱片 

40 1983 唱著心內彼條 謝武璋 獨 藝術 人物 《親情與鄉情》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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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性質
115
 

歌詞內容 備      註 

歌 簡上仁 

41  心情 林邊 獨 通俗 愛情 滾石唱片 

42  你我差偌多 陳榮 獨 通俗 社會 四海唱片 

43 1984 一蕊花 向陽 獨 通俗 社會 四海唱片 

44  舞伴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四海唱片 

45 1985 路邊擔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金圓唱片 

46  不可吝惜咱
感情 

宋澤萊 獨 藝術 鄉土情 四海唱片 

47  你的青春‧我
青春 

宋澤萊 獨 通俗 社會 《咱兜》，飛碟唱片 

48 1986 愛與和平 簡上仁 獨、合 通俗 歷史 《咱兜》，飛碟唱片 

49 1987 吃頭路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金圓唱片 

50  咱兜 林央敏、

簡上仁 

獨、合 通俗 鄉土情 《咱兜》，飛碟唱片 

51  父母恩鄉土情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咱兜》，飛碟唱片 

52 1990 美麗的島鄉 宋澤萊 獨 藝術 鄉土情 2016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53 1991 羅漢脚仔 劉聖雯 獨 通俗 人物 金圓唱片 

54  阮是一枝草 林武憲、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咱兜》，飛碟唱片 

55 1992 望春的心情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金圓唱片 

56  秋天的思念 簡上仁 獨 藝術 愛情 2016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57 1993 甜甜的白賊話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金圓唱片 

58  好額和窮赤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金圓唱片 

59  歡喜過一生 簡上仁 獨 通俗 人生 金圓唱片 

60  屏東是咱兜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咱兜》，飛碟唱片 

61  嘸免講‧緊來
做 

簡上仁 獨 通俗 勵志 《咱兜》，飛碟唱片 

62  花的心情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金圓唱片 

63 1994 越頭作伊去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金圓唱片 

64  小小的螺絲釘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金圓唱片 

65 1995 綠島的歌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綠島的歌》專輯 

66 1996 嘉義查某 傳統唸謠 獨、合 通俗 鄉土情 「台灣民謠花再開」演
唱會 

67  愛情的戇子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金圓唱片 

68 1997 啊毋鎖咧 劉聖雯 獨 通俗 愛情 金圓唱片 

69 1999 阮欲返來去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金圓唱片 

70  你我差偌多116 簡上仁 獨 通俗 社會 金圓唱片 

71  第二步 簡上仁 獨 通俗 勵志 金圓唱片 

72  北投四季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北投社大」講唱 

73 2003 行出咱的路 簡上仁 獨、合 通俗 勵志 2012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74 2004 苦難生慈悲 簡上仁 獨 通俗 歷史 《台灣史詩聯篇歌曲》 

75 2007 大武山脚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屏東文化處委託創作 

76 2008 高屏溪的生命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屏東文化處委託創作 

                                                 
116 與 No.42 歌名相同，但作詞者及歌詞內容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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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性質
115
 

歌詞內容 備      註 

之歌 

77  綠島的天烏烏 傳統唸謠 獨 通俗 鄉土情 《綠島民間歌謠》CD,
書 

78  望春的百合 簡上仁 獨 通俗 愛情 《綠島民間歌謠》CD,
書 

79  綠島媠噹噹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綠島民間歌謠》CD,
書 

80 2009 火燒島調 傳統唸謠 獨 通俗 鄉土情 《綠島民間歌謠》CD,
書 

81  綠島四季遊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綠島民間歌謠》CD,
書 

82  故鄉的感覺 林惇誠等 獨 通俗 鄉土情 《雲林故事館》CD 

83  虎尾板仔橋 廖進碓 獨 通俗 鄉土情 《雲林故事館》CD 

84  世界五洲布袋
戲 

李錦章、
簡上仁 

獨 通俗 人文 《雲林故事館》CD 

85  曇花 陳怡君 獨 通俗 愛情 《雲林故事館》CD 

86  山櫻的春望 許立昌 獨 通俗 愛情 《雲林故事館》CD 

87  新娘花 陳怡君 獨 通俗 愛情 《雲林故事館》CD 

88  雲林故事館 簡上仁 獨 通俗 人文 《雲林故事館》CD 

89  希望的天 許立昌、
簡上仁 

獨 通俗 人物 《雲林故事館》CD 

90  雲林好 迌 林麗珍等 獨 通俗 鄉土情 《雲林故事館》CD 

91  南部蕃薯 陳春陽等 獨 通俗 人文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CD 

92  衛武營 郭文鄉 獨 通俗 鄉土情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CD 

93  飲水嘛甜 陳怡君 獨 通俗 鄉土情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CD 

94 2010 台灣的咖啡 陳金花 獨 通俗 物產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CD 

95  永保安康 陳虹百 獨 通俗 親情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CD 

96  台灣風新希望 簡上仁 獨、合 通俗 人文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CD 

97 2011 柴山初秋 陳金虎 獨 藝術 敘景 2011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98 2012 台江虱目魚 吳愛子 獨 通俗 鄉土情 2012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99  烏面撓杯 郭文鄉 獨 藝術 生態 2012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0  台灣話 簡櫻汝 獨 通俗 人文 《南台灣的土地之歌》
CD 

101  約會愛河橋 陳金虎 獨 通俗 愛情 2012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2 2013 琅嶠紅龜粿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2013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3  戀戀府城 陳正雄、
簡上仁 

獨、合 藝術 人文 2013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4  阮有一個夢 陳明芬 獨、合 通俗 人文 2013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5  南都月光暝 陳金順 獨 通俗 人文 2013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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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性質
115
 

歌詞內容 備      註 

106  南門公園隨想

曲 

黄阿惠 獨 通俗 鄉土情 2013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7 2014 六月茉莉花再
開 

許丙丁 獨 藝術 愛情 2014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8  恩愛我佮你 陳丁清 獨 通俗 愛情 2014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09  故鄉的芳味 連鈺慧 獨 藝術 鄉土情 2014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0  台江四季紅 吳愛子 獨 通俗 人文 2014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1  田園舞台 簡櫻汝 獨 通俗 人文 2014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2 2015 歸仁是一個好
所在 

簡上仁 獨 通俗 鄉土情 2015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3  長壽花 簡櫻汝 獨、合 通俗 人物 2015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4  唱著咱的台南
歌 

吳愛子 獨 通俗 鄉土情 2015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5  台灣詩路 連鈺慧 獨 藝術 人文 2015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6  鴨母王 陳金順 獨、合 通俗 歷史 《台灣史詩聯篇歌曲》 

117 2016 美麗家園代代
傳 

簡上仁 獨 通俗 人文 桃園五福宮委託創作 

118  菅埔寮有春天 黄阿惠 獨 通俗 人文 2016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19  照鏡 洪孟君 獨 通俗 親情 2016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120  黃金桂 林惠貞 獨 通俗 愛情 2016 簡上仁師生作品
發表會 

 

二、簡上仁福佬系創作成人歌曲的特點 

 依據以上所列簡上仁自 1977 年至 2016 年間的這 120 首歌曲進行分析，可歸

納出簡上仁福佬系創作成人歌曲的幾個特點，如下： 

（一）簡上仁的福佬系歌曲創作，涵蓋成人與兒童。在成人創作歌曲部份，在 39

年間平均每年至少三首，透過出版或音樂會的發表，這在台灣音樂已屬不

多。 

（二）簡上仁的 120 首福佬系成人創作歌曲，由他自己作詞者 57 首，占 47.5%，

最多；由其他作家作詞伽有 51 首，占 42.5%，次之：由簡上仁和其他作家

合作者 7 首，占 5.83%；取材傳統者不多，含改編、唸謠及經文，僅 5 首，

占 4.17%。由此觀之，簡上仁有自己作詞的能力，但也積極吸收別人的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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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譜曲。另有少數是改編其他作品成取材傳統素材之作品。 

（三）簡上仁的福佬系成人創作歌曲，120 首全都可為獨唱，其中只有 11 首有寫

成合唱曲，占 9.17%。 

（四）簡上仁依歌曲的歌詞之文學性、內涵深度，及其音樂的細膩度，把歌曲分

成「藝術性」和「通俗性」兩種。前者有較高的美學和哲學意涵，但為小

眾；後者較不講究文學性及音樂細緻要求，但易懂易唱，容易廣泛流傳，

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力較大。兩者屬性不同，但各有存在意義和價值。117 依

此概念為依據，簡上仁的通俗性歌曲共 101 首，占 84.17%；藝術性歌曲 19

首，占 15.83%。可見簡老師在歌曲創作方面，乃希望透過易於被接受的通

俗歌曲來達成他的文化傳承功能。換言之，文化傳承目的高過於純藝術創

作的追求。 

（五）從歌詞內容來看，簡上仁的福佬系成人創作歌曲，各類比例如下； 

1. 比例最高者為愛鄉、思鄉之「鄉土情類」，共 29 首，占 24.17%； 

2. 年俗、民俗等「人文類」次之，共 23 首，占 19.17%； 

3. 「愛情類」再次之，共 22 首，占 18.33%； 

4. 第四為「社會關懷類」，12 首，占 10%； 

5. 第五為「親情、家庭類」，11 首，占 9.17%； 

6. 第六為「歷史類」，7 首，占 5.83%； 

7. 「勵志、勸世類」及「人物類」並列第七，各 6 首，各占 5%； 

8. 第九為「生活、生態類」，3 首，占 2.5%； 

9. 第十為「物產類」，1 首，占 2.5%。 

 

 

 

                                                 
117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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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兒歌 

 簡上仁認為兒童歌謠是孩子們生活中的詩篇，也是心靈的伴侶，是最符合孩

子需求的精神食糧。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兒童歌謠是孩子們的民族音樂之根。可

惜，長期以來，由於政策上的壓抑，少有人致力研究推廣，導致台灣童謠漸漸被

人們所淡忘。於是，這危機讓簡上仁自 1978 年 7 月，毅然決然加入台灣兒歌的研

究與創作工作，並寫了〈搖荖搖〉及〈晟子歌〉來揭開台語兒歌創作之旅的序幕。 

 

一、簡上仁創作福佬系兒歌 

最早，簡上仁設計台灣童謠訪談調查卡，有系統的進行採集、整理與分析。

他發現傳統童謠只用以唸誦，隨著時代演進已逐漸失去流傳的時、空條件，於是

簡上仁選用當時孩子們還比較能理解的「唸謠」，或稱加修改，然後譜上曲調，變

成可以唱的「歌」，賦予新的生命力。118 1981 年，簡上仁出版他第一張台灣鄉土

兒歌唱片《童年回憶》，119 雖未獲得廣大迴響，但他覺得該做的還是得持續的努力

以赴。一直到現在，他仍然陸續不斷創作台語兒歌，並以不同形式來呈現。2015

年，簡上仁年就推出台灣第一齣由兒童演出的長篇台語兒童音樂劇《鯽仔魚欲娶

某》。120 

在福佬系兒歌的譜曲方面，簡上仁在其《台灣福佬語語言聲調與歌曲曲調的

關係及創作之研究》乙書中曾强調：「福佬系民歌的曲調，在其孕育形成過程必然

受到語言聲調的影響。」121，這是他長久以來的概念。因此，早期他譜寫台語兒歌

時，相當重視語言聲調的運用，務必讓語言聲調的動向和兒歌曲調的進行諧和一

致。他認為依此規則所創作的台語兒歌，孩子們易於朗朗上口，又可潛移默化的

                                                 
118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8.12。 
119《童年的回憶》唱片及卡帶，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台北，1981。此唱片主要為簡上仁的曲作，他

並為主唱者。 
120簡上仁台語兒童音樂劇《鯽仔魚欲娶某》（二幕，共 90 分鐘）於 2015 年 10 月 17 和 18 日在嘉義

縣表演藝術中心演出二場。 
121 簡上仁《台灣福佬語語言聲桐與歌曲曲調的關係及創作之研究》，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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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感受到福佬系民歌的風味。但漸漸地，簡上仁也意識到如何以更強的音樂性旋

律來塑造歌曲的情境，於是在語言聲調與歌曲曲調的諧和要求外，更講究音樂情

境的捕捉和描述。122 

至於簡上仁創作兒歌的歌詞來源，從開始擷取傳統唸謠的應用，但在 2000 年

之後，除了仍然關心傳統文化內容的傳承之外，也逐漸考慮到時代性的需求。於

是，他開始增加能貼近現代孩子們生活的素材，許多新創的歌詞也由他自己創作。 

以下就以簡上仁提供，已出版或發表的福佬系兒歌作品，經整理後並依編號、

創作年代、歌曲名稱、作詞者、演唱類型、歌詞結構、歌詞內容及備註等，列示

簡上仁較具代表性的福佬系兒童創作歌曲（選自 1978-2016 年）。 

【表例 4.2】簡上仁較具代表性的福佬系創作兒歌一覽表 123 

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歌詞結構 歌詞內容 備      註 

01 1978 搖荖搖 傳統唸謠 獨、合 問答 搖籃 《台囝-2》，飛碟唱片 

02  晟子歌(育女歌) 傳統唸謠 獨 數序 敘述(事) 《台囝-3》，飛碟唱片 

03 1979 放雞鴨 傳統唸謠 獨、合 數序 遊戲 《台囝-2》，飛碟唱片 

04  欲吃清抑欲吃濁 傳統唸謠 獨 問答 遊戲 《台囝-3》，飛碟唱片 

05  點仔點水缸 傳統整編 獨 直敘 遊戲 《台囝-3》，飛碟唱片 

06  賣什細 傳統整編 獨 數序 遊戲 《台囝-3》，飛碟唱片 

07  一的炒米香 傳統整編 獨、合 數序 遊戲 《台囝-2》，飛碟唱片 

08  阿財天頂跋落來 傳統整編 獨 直敘 趣味 《台囝-2》，飛碟唱片 

09 1980 嬰仔乖 簡上仁 獨 直敘 猜謎 《台囝-2》，飛碟唱片 

10  予你臆勿著 傳統整編 獨 問答 猜謎 《台囝-2》，飛碟唱片 

11  火金姑 傳統唸謠 獨、合 連珠 聯想 《台囝-2》，飛碟唱片 

12  臆台灣的地名 傳統整編 獨、合 問答 猜謎 《台囝-2》，飛碟唱片 

13  臆水底的物件 傳統整編 獨 直敘 猜謎 《台囝-2》，飛碟唱片 

14  台灣是寶島 傳統整編 獨、合 連珠 敘述(事) 《台囝-1》，飛碟唱片 

15  阿婆跋一倒 簡上仁 獨 急口令 敘述(人) 《台囝-1》，飛碟唱片 

16  月娘別生氣 傳統整編 獨、合 直敘 聯想 《台囝-3》，飛碟唱片 

17  台灣小吃 簡上仁 獨、合 連珠 敘述(事) 《台囝-1》，飛碟唱片 

18  白鷺鷥 傳統整編 獨 直敘 聯想 《台囝-3》，飛碟唱片 

19  月娘月光光 傳統整編 獨 連珠 聯想 《台囝-1》，飛碟唱片 

20  挨呀挨呼呼 傳統唸謠 獨 直敘 遊戲 《台囝-2》，飛碟唱片 

21  打鐵哥 傳統唸謠 獨 直敘 遊戲 《台囝-2》，飛碟唱片 

                                                 
122 簡上仁《台灣福佬語語言聲桐與歌曲曲調的關係及創作之研究》，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p.144-147。 
123 表列的簡上仁福佬系創作兒歌資料，係簡老師於 2012.8.12、2012.9.15 及 2017.2.9，分成三次給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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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歌詞結構 歌詞內容 備      註 

22 1985 ABC 狗咬豬 傳統唸謠 獨、合 直敘 趣味 《台囝-2》，飛碟唱片 

23  一年仔悾悾 傳統唸謠 獨、合 數序 敘述(事) 《台囝-1》，飛碟唱片 

24  大頭旺仔一粒珠 傳統唸謠 獨、合 直敘 趣味 《台囝-1》，飛碟唱片 

25 1987 大拜拜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演唱會發表 

26 1988 人插花•伊草插 傳統唸謠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囝-1》，飛碟唱片 

27  土地公伯仔 傳統唸謠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囝-2》，飛碟唱片 

28  十二生肖歌 傳統改編 獨、合 數序 敘述(動) 《台囝-1》，飛碟唱片 

29  猴佮狗 傳統改編 獨、合 急口令 敘述(動) 《台囝-1》，飛碟唱片 

30  嬰仔你勿啼 傳統唸謠 獨 直敘 搖籃 《台囝-2》，飛碟唱片 

31  一、二、三、四 傳統改編 獨 數序 敘述(事) 《台囝-1》，飛碟唱片 

32  和尚弄破鼓 傳統改編 獨 急口令 敘述(人) 《台囝-1》，飛碟唱片 

33  一隻猴跋落溝 傳統唸謠 獨 急口令 敘述(動) 《台囝-1》，飛碟唱片 

34  雞啊雞 傳統唸謠 獨 問答 敘述(動) 《台囝-3》，飛碟唱片 

35  掩咯雞 傳統唸謠 獨、合 直敘 遊戲 《台囝-3》，飛碟唱片 

36  來去看戲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演唱會發表 

37 1991 阮是一枝草 林武憲、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咱兜》，飛碟唱片 

38 1995 我愛台東好所在 顏淑玲、 

簡上仁 
獨 問答 敘述(自) 《台灣鄉土音樂的認

識與整體應用》發表 

39  來吃池上米 林玲遠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鄉土音樂的認

識與整體應用》發表 

40  少棒歌 林玲遠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鄉土音樂的認
識與整體應用》發表 

41  阿公請膨鼠 林玲遠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鄉土音樂的認
識與整體應用》發表 

42 1996 小鮭魚 簡上仁 獨、合 直敘 勵志 《台灣寶貝動物》，
上揚唱片 

43  乖乖睏‧大一寸 簡上仁 獨 直敘 搖籃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44  嬰仔搖嫁板橋 傳統唸謠 獨、合 直敘 搖籃 《台灣鄉土兒歌
合唱集》 

45 2000 真伶俐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46  坐趨趨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47  麒麟鹿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動) 《台灣市母語教材》 

48  逐項吃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49  二個阿姑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趣味 《台灣市母語教材》 

50  新娘媠噹噹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51  蛋炒飯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趣味 《台灣市母語教材》 

52  我唱 Do，吃香菇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53  什麼圓圓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問答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54  機器人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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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阿富學畫圖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56  疊柴角仔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遊戲 《台灣市母語教材》 

57  小蚼蟻，會寫詩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聯想 《台灣市母語教材》 

58  這隻兔仔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台灣市母語教材》 

59  什麼車?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問答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60  猴山仔騎鐵馬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動) 《台灣市母語教材》 

61  公共汽車(1)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62  坐飛機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63  中秋暝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64  布袋戲尪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65  金瓜變馬車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66  客人、人客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趣味 《台灣市母語教材》 

67  風颱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68  四季風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69  紅毛蟹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台灣市母語教材》 

70  鴨咪仔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台灣市母語教材》 

71  甘蔗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72  溪仔水 方南强、 

陳恆嘉 
獨 直敘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73  做伙來拍球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遊戲 《台灣市母語教材》 

74  學校內，真鬧熱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75  我真乖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76  欲按怎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77  七彩虹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78  我是一年仔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79  榕仔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80  我上愛(1)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81  我上愛(2)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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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我上愛(3) 陳恆嘉、 

林武憲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市母語教材》 

83 2001 老鼠仔吱吱吱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84  一隻牛仔 簡上仁 獨、合 直敘 勵志 《咱兜》，飛碟唱片 

85  老虎住深山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86  小白兔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87  聽講天頂有一尾龍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88  蛇仔兄 簡上仁 獨、合 直敘 敘述(小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89  阮是一隻馬（1）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90  羊仔咩咩 簡上仁 獨 連珠 敘述(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91  猴山仔 簡上仁 獨 數序 敘述(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92  雞仔兄，啼三聲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鯽仔魚欲娶某》
音樂劇 

93  憨豬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鯽仔魚欲娶某》音
樂劇 

94  欲買兩隻馬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95  牛佮鵝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96 2002 一二三 簡上仁 獨 數序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97 2004 我真乖我真巧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98  鴨咪仔愛唱歌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99  Phitphit-phokphok

落大雨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0  Piliponlon 打乒乓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1  蜘蛛好工夫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2  貓仔和老鼠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3  劉老師和李老師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人)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4  媽媽炒青菜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人)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5  綿綿雨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6  風颱風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07  打拼的馬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台灣市母語教材》 

108  秋風吹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台灣市母語教材》 

109  廟口三棚戲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台灣市母語教材》 

110  阿花佮阿火 簡上仁 獨 急口令 敘述(人)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11 2005 阿芬佮阿雲 簡上仁 獨 急口令 敘述(人) 《唱童謠學台語》專輯 

112 2006 白鷺鷥隨想曲 

(飛翔的白鷺鷥) 
簡上仁 獨、合 直敘 聯想 「語言聲調與歌曲

曲的關係」論文 

113  跳舞的白鷺鷥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語言聲調與歌曲
曲的關係」論文 

114  行進的白鷺鷥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語言聲調與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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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關係」論文 

115 2009 桃園囝仔歌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人) 《台灣寶貝動物》，
上揚唱片 

116  小黑熊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台灣寶貝動物》，
上揚唱片 

117  台灣獼猴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台灣寶貝動物》，
上揚唱片 

118  梅花鹿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台灣寶貝動物》，
上揚唱片 

119 2010 落大雨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0  外嬤兜 陳怡君 獨 直敘 敘述(人)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1  烏馬佮白馬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2  嬰仔乖乖睏 簡上仁 獨 直敘 搖籃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3  阿爸愛唱歌 簡上仁 獨 直敘 趣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4  貓咪 陳怡君 獨 直敘 趣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5  中秋暝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6  趕緊睏 簡上仁 獨 直敘 搖籃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7  佮媽媽踅夜市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人)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8  小蜜蜂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29  小蚼蟻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0  阿公坐飛機 簡上仁 獨 直敘 趣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1  做伙來拍球 簡上仁 獨 直敘 遊戲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2  大拜拜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3  中秋慶團圓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4  阮是一隻馬（2）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5  數目字真趣味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6  鯽仔魚欲娶某 傳統唸謠 獨、合 直敘 敘述(小動) 《鯽仔魚欲娶某》音
樂劇 

137  猴山仔過禮拜 簡上仁 獨 數序 敘述(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8  花車佮貨車 簡上仁 獨 急口令 急口令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39  一啊一 簡上仁 獨 數序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0  風箏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1  杆樂 陳怡君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2  目睭 陳怡君 獨 直敘 敘述(人)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3  手指頭仔 陳怡君 獨 直敘 敘述(人)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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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阿姨欲嫁尪 吳明純 獨 直敘 敘述(人)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5  番麥 吳明純 獨 直敘 敘述(自)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6  水果伯仔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人)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7  種菜瓜 吳明純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8  面巾 吳明純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49  盤仔 吳明純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50  雨傘 吳明純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51  美麗山谷阮家園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屏東文化處委託
創作 

152  哢叮咚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屏東文化處委託
創作 

153  恆春民謠大師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屏東文化處委託
創作 

154  恆春二怪 V.S.光
光兄弟 

簡上仁 獨 問答 敘述(事) 屏東文化處委託
創作 

155  緊吼聲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屏東文化處委託
創作 

156  一欉樹仔兩片葉 傳統改編 獨 問答 猜謎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57  半屏山傳奇 龔振華 獨 直敘 敘述(事) 《南台灣的土地之

歌》CD 

158  凹底山 蔣日盈 獨 直敘 敘述(自) 2010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159  雞卵糕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0  麻糍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1  五日節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2  一隻狗仔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3  煮飯花 陳怡君 獨 直敘 敘述(人)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4  鹹酸甜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5  食茇仔放銃子 傳統改編 獨 直敘 趣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6  溫柔的魔術師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7  榕仔伯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8  春天寄來一封批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69  厝鳥仔啁啁啁 陳怡君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0  鴨咪仔呱呱呱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1  出門一蕊花 傳統改編 獨 直敘 猜謎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2  一個囝仔穿紅衫 傳統唸謠 獨 直敘 猜謎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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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年代 歌曲名稱 作詞者 演唱

類型 

歌詞結構 歌詞內容 備      註 

173  台灣媠噹噹 簡上仁 獨 連珠 勵志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4  咱愛台灣是咱兜 簡上仁 獨 連珠 勵志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5  熱天的蠓仔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6  風颱雨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7  四季的歌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8  夜市小吃 簡上仁 獨 連珠 敘述(事)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79  天烏烏 傳統改編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80  公園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81  公共汽車(2)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82  糞埽車 簡上仁 獨 直敘 聯想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183  寫字佮畫圖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事) 康軒母語教材 

184 2011 西瓜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自) 康軒母語教材 

185  掃帚佮畚斗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事) 康軒母語教材 

186  猪仔囝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動) 康軒母語教材 

187 2012 故鄉台江上界讚 張淑賢 獨 問答 敘述(事) 2012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188 2013 竹田嬰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事) 康軒母語教材 

189  箸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事) 康軒母語教材 

190  拜託大水您莫來 陳明芬 獨 直敘 聯想 2013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191  踢毯子 簡上仁 獨 直敘 遊戲 2013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192  日頭雨 郭炎松 獨 直敘 敘述(自) 2013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193 2014 阮兜彼條街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事) 康軒母語教材 

194  長尾山娘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康軒母語教材 

195  電風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事) 康軒母語教材 

196  麵尪仔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敘述(事) 康軒母語教材 

197  台灣美麗的海翁 康軒編
輯委員 

獨 直敘 勵志 康軒母語教材 

198  水蛙窟的小青蛙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小動) 2014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199 2015 布袋戲尪仔 李勤岸 獨 直敘 敘述(事) 2015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200 2016 歸仁釋迦 簡上仁 獨 直敘 敘述(自) 2016 簡上仁師生
作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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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台囝-1》：全名為《台灣囝仔歌-1》專輯 

    2.《台囝-2》：全名為《台灣囝仔歌-2》專輯 

3.《台囝-3》：全名為《台灣囝仔歌-3》專輯 

 

二、簡上仁福佬系兒歌的創作歷程與概況 

從上列【表例 4.2：簡上仁較具代表性的福佬系創作兒歌一覽表】所列的 200

首福佬系兒歌，經歸納與分析，加上對簡上仁的了解，大致可列出簡上仁從事兒

歌創作的歷程與內容： 

（一）表列簡上仁的 200 首福佬系創作兒歌，是他自 1978 年到 2016 年的 38 年間，

已經出版或音樂會發表演出，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實際的創作數量應

在 200 首之上，換言之，平均每年創作兒歌數量在 5.26 首以上。 

（二）簡上仁所使用的歌詞，在 1978 年開始創作的初期，主要是借用傳統唸謠，

或改編傳統唸謠為歌詞。2000 年因應「台北市母語教材」編撰小組的委託

創作，共 38 首，歌詞係由該小組成員共同創作。自 2001 年之後，除了少

數應用傳統唸謠及其他作者的歌詞，或康軒出版公司的委託創作外，其他

幾乎是簡上仁自己的作品。其數量及分配比例如下： 

1. 簡上仁作詞，共 90 首，占 45%，最多。 

2. 由「台北市母語教材」編撰小組及康軒出版公司提供歌詞的委託創作，共

48 首，占 24%，次之。 

3. 傳統唸謠的使用或整編，共 38 首，占 19%，第三。 

4. 由其他作詞家創作者，共 22 首，占 11%，第四。 

5. 簡上仁與其他作者的共同創作，共 2 首，僅占 1%，第五。 

（三）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兒歌 200 首，都以獨唱曲為主，其中有 20 首被簡老師

編寫為合唱曲，占 10%，這 20 首中的 18 首是 1999 年 6 月，應台北縣立文

化中心邀約而寫，並出版了《台灣鄉土兒歌合唱曲集》的 CD 與樂譜：另外

2 首，是使用在台語兒童音樂劇《鯽仔魚欲娶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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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歌詞結構型態的不同，簡上仁把台灣童謠分成：問答式、數序式、直敘

體、連珠式及急口令等五種。124 據此，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兒歌 200 首的

分配比例如下： 

1. 直敘體：163 首，占 81.5%。 

2. 問答式：11 首，占 5.5%。 

3. 數序式：11 首，占 5.5%。 

4. 連珠式：8 首，占 4%。 

5. 急口令：7 首，占 3.5%。 

依上述的分析，再觀察其歌詞作者，「直敘體」數量占絕大多數，這是從

傳統到現代，一般作者最普遍使用的歌詞結構。「問答式」、「數序式」、「連珠

式」及「急口令」的數量相對的偏少，而且大多取自傳統。現代此類歌詞結

構的台語兒歌歌詞，大多由簡上仁自己所創作。 

（五）依歌詞內容的不同，簡上仁把台灣童謠分成：敘述、遊戲、趣味、聯想、

猜謎及搖籃歌等六種。125 近些年來，因簡老師的新作中有不少鼓勵孩子們

向上、效法先民精神及愛鄉愛土等內容的歌曲，於是簡上仁把歌詞內容分

類，增列「勵志歌」一項。以下是簡上仁福佬系兒歌各類的數量和比例： 

1. 敘述歌：142 首，占 71%。一般而言，敘述類歌曲涵蓋範圍都相當廣闊。

經再細分，在 142 首敘述歌中，各類占有的首數如下：（1）事物類（包括

事務、器物等）53 首；（2）人物類 26 首；（3）大自然類（包括山川、植

物、景物等）24 首；（4）動物類 23 首；（5）小動物類（包括小水族類、

家禽、昆蟲等）16 首。 

2. 聯想歌：17 首，占 8.5%。 

3. 遊戲歌：12 首，占 6%。 

4. 趣味歌：11 首，占 5.5%。 

                                                 
124 簡上仁《台灣民謠》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3.6，p.171。 
125 簡上仁《台灣民謠》，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3.6，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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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猜謎歌：7 首，占 3.5%。 

6. 搖籃歌：6 首，占 3%。 

7. 勵志歌：5 首，占 2.5%。 

（六）綜觀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兒歌，其發展過程中常運用唱片、書籍的出版或

演出的機會，把平常累積下來的作品，成套的推展出來。這對他推廣福佬

系兒歌的期盼，確實發揮一些效果，對自己的辛勤創作也是一種鼓勵。 

 

 

第四節  小結 

簡上仁從小在鄉村長大，浸潤在濃郁的鄉土文化之中，加上母親擅長民謠、

童謠的吟唱，簡老師的成長過程，就潛移默化，不斷地累積他在民俗文化和傳統

曲藝方面的知識，也培養出他熱愛鄉土音樂的志趣，並埋下一生從事台灣鄉土音

樂文化工作的種子。 

雖然，簡上仁從小並未受過正統的音樂科班教育，但他以「勤能補拙」的態

度和「努力不懈」的精神，苦讀自修，考了三次才考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

究所，四年完成碩士學位；他在英國雪菲爾大學也歷經七年的研修，才取得博士

學位。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簡上仁自得其樂，也認為這個過程，讓他在音樂的

理論和技巧方面更為充實與成熟，也讓他有更寬廣的視野和思維，去面對台灣音

樂文化的維護與發揚工作。 

簡上仁的台灣音樂工作是多面向的，他是研究學者、演唱歌者，也是歌曲創

作者；在歌樂創作方面，也屬於多方位的，舉凡大人的、兒童的、藝術的、流行

的、獨唱的及合唱的，都是他的創作範圍。 

將近四十年來，簡上仁從校園到社會的每一角落，從音樂殿堂到野台，他的

足跡遍及國內外。他於 1983 年創設「田園樂府」，辦理研習、舉辦演唱會，也出

版 CD 唱片，都有斐然的成績和功效。另外，簡上仁老師積極地運用報紙、廣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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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等媒體來推動台灣音樂文化，也產生不小的迴響與共鳴。 

在福佬系兒歌方面，簡上仁於 1978 年投入台灣兒歌領域之後，他踏實地從傳

統出發，不斷的進行採集、整理、研究、創作與發揚工作。數十年如一日，不斷

地耕耘、施肥與灌溉。在專書和有聲出版品方面，簡上仁出版了《台灣的囝仔歌》

一套三集、《台灣鄉土兒歌合唱曲集》及幼兒專用的《來唱囝仔歌》一套六集，這

些都包括書與 CD 專輯，都成為孩子們學習本土音樂和母語文化的重要材料。《台

灣的囝仔歌》CD 專輯，還榮獲行政院新聞頒發之「優良唱片金鼎獎」。 

簡上仁也在大學裡開設《台灣童謠的賞析與創作》、《兒歌研究》等課程，也

在《台灣民謠與文化》、《台灣音樂》、《台灣音樂發展史》、《河洛歌謠研究》及《台

灣民歌研究》課程中，開闢「台灣兒童歌謠」的單元，讓年輕學子有機會接觸台

灣兒歌。另外，簡上仁也以「台灣兒歌的認識與應用」、「台灣囝仔歌的賞析與創

作」、「囝仔歌的故事」、「台灣囝仔歌」及「台灣兒歌在學校教育的意義與價值」

等主題，傳授給幼兒及國小的老師們，由老師們去教導小朋友。 

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兒歌，其類型從獨唱、對唱到合唱，甚至發展到台語兒

童音樂劇《鯽仔魚欲娶某》，簡上仁企朌能為台灣福佬系兒童歌樂系統建立一個完

整的體系架構。他所創作的兒歌，有些已成為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的指定曲或自選

曲；也有不少已列入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或「母語教學」的教材之內；而由

簡上仁撰稿並參與主持的《魔法列車 DoReMi》，也入圍 2017 年的電視金鐘獎，這

些都是給簡老師最大的肯定和鼓勵。 

如今，簡老師的年紀雖已漸長，但他對推展與創作台灣鄉土音樂文化（包括

兒歌）的熱勁，似乎並未減退，正如簡上仁所講的：這是他一生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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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作品 
之分析與比較 

 

在第二、三、四章裡，已分別敘說了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老師的音

樂生涯、成長、貢獻，也說明了他們從事歌曲創作的梗概；他們的音樂生涯，無

論在「成長與背景」、「理念與實踐」及「成果與貢獻」各方面，難免都會有相同

或相異之處，這些生涯背景雖可作為他們寫作福佬系兒歌的緣由，然而本論文研

究焦點在於「福佬系創作兒歌」本身。因此在這一章裡，筆者要聚焦在「三位作

曲家的福佬系創作兒歌」，進一步透過「有條件」的取樣方式，來進行三位作曲家

的福佬系兒歌作品之分析與比較。 

首先，要確定針對三位作曲的福佬系兒歌作品，要選出幾首作為研究素材才

恰當呢？再者，選用三位作曲家作品的基本原則是什麽？然後，依據此原則選出

三位老師作為研究素材的福佬系兒歌，並決定預定分析比較的項目；其次，分別

就三位老師的作品進行分析；最後，再依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老師的創

作福佬系兒歌之曲調音樂組織及歌詞特性進行比較。 

 

 

第一節  選用兒歌的條件與對象 

 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家所創作的福佬系兒歌，數量各有不同，因

此必須選出相同數量，才能在一致的數量標準作比較。在這一節裡，先要確定要

各選出幾首，用什麽原則來選出研究的素材。最後，再選出並列舉三位作家做為

研究的福佬系兒歌。 

 

一、選用的數量 

經過第二、三、四章的整理與說明，可以了解張炫文創作的福佬語歌曲並不

多，包括成人及兒童的歌曲，只有十餘首；施福珍的兒歌作品在 2004 年，就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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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首以上；而簡上仁的作品，到 2016 年也在 200 首以上。張老師已作古；施老

師年歲已高，近年來已甚少提筆創作；簡老師則到目前還在創作。因此，為求選

用的兒歌數量必須相同，我們只能各選用 10 首以作為分析比較的對象。 

 

二、選用的原則 

三位作曲家的作品內容都相當的豐富，歌詞主題應有盡有，創作能力與技巧

也十分成熟。當然，歌曲選用的原則必須力求客觀，不以研究者或創作者的好惡

來決定。然而，創作者是對自己作品最為了解的人，因此在選用歌曲時，只要作

家還在世者，就必需顧慮到不可有遺珠之憾，也特別邀請作家們自己推薦具有代

表性作品，作為選用參考。是故，本研究的選曲原則，將以下列四項為依據： 

（一）已入選為政府單位舉辦之兒歌比賽的指定曲或自選曲 

    一般而言，目前由政府單位主辦的「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每年舉行一次，

其中國小組部份，是最具代表性的「鄉土兒歌比賽」，參賽者必需演唱指定曲及自

選曲各一首。其中指定曲，係每年度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成立評審團，選出

比賽的指定歌曲，提供參加隊伍選用，因此這些指定曲，無庸置疑，具有一定程

度的代表性；另外，自選曲雖然是由參賽者的指導老師依自己的喜好和能力來選

用，但也一定具有某種程度的代表性。 

（二）用於兒童教育的出版品 

      每一首被出版單位選用為教科書的兒歌，都是經由該出版單位聘請專業人

員組成編輯小組來選輯。這些受聘的專業人員，通常是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或專

家學者；同時有些出版單位也會徵詢教材使用者的反映意見。126 因此，由他們選

出的兒歌必然也有一定的代表意義。目前，應用福佬系兒歌於兒童教育的出版品，

通常是用於「藝術與人文領域」或「母語教學」課程的教材。 

（三）由作曲家自行推薦之代表性作品 

                                                 
126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7.16。據簡老師從康軒出版公司出版組的專員得知，

許多出版公司每年對出版品，都會有藉著對學校正在執教的老師們進行檢討訪問，以作為他們下

一次出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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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就是最了解自己作品的詮釋者。他們對自己的那些作品最得意、最具

作表性，都瞭若指掌。有些作品雖未被比賽的編審小組或出版商編輯小組所青睞，

但具有獨特代表性。因此，在選用研究素材時，也會尊重作曲家的自薦權，也才

不會有遺珠之憾。只是可惜，張炫文已故，無法經由訪談時請他自選代表作品，

只能經由上述所列的（一）、（二）、（四）選曲條件為基礎，選出十首張炫文的代

表作品。 

（四）已出版的音樂專書或影音作品 

 張炫文所創作的歌曲類型廣泛，反之他所創作福佬系創作兒歌是相對較少

的，有些甚至不符合上述（一）（二）（三）項的條件要求。但要被選用為研究的

素材，總需要有所依據，因此，筆者認為至少也必需已有書籍或影音出版的記錄

為根據。 

 

三、張炫文具代表性的十首福佬系創作兒歌 

從第二章〈張炫文的音樂生涯〉的「第二節張炫文的歌樂作品梗概」之【表

2.1：張炫文創作歌曲一覽表】中，已知道張炫文的福佬系創作歌，僅 14 首。以下

是張炫文過去被曾被選用為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教學教材或有其他出版紀錄

的福佬系兒歌，茲列表於下： 

【表 5.1：張炫文列入比賽作品、兒童教材及作品發表的福佬系兒歌】 

歌  名 選為全國師生鄉土歌謠
化賽作品

127
 

兒童教育出版品 其他出版品或作品
發表 

一枝草仔一點露 （91）國小個人組指定曲 
（93）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豆菜芽  《82 詠讚台灣》
CD, 1994。

128
 

 

草仔枝 （90）（91）國小個人組自
選曲 

（92）（93）國中個人組自
選曲 

（92）（93）國中團體組自

  

                                                 
127 主要資料來源：（1）高如玫《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研究所音樂

教學碩士論文，2008.1，P.29-30。（2）何心怡《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自選曲之研究》－ 96-98

學年度國小組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教學碩士論文，2012.8，p.73。 
128 多位作家合集《詠讚台灣》CD 專輯，康軒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發行的《82 詠讚台

灣》音樂光碟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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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名 選為全國師生鄉土歌謠
化賽作品

127
 

兒童教育出版品 其他出版品或作品
發表 

選曲 

（93）（97）（98）國小團體
組自選曲 

月光光   《張炫文的土地之戀》
129

 

感謝 （93）國中個人組指定曲   

叫做台灣的搖籃 （89）（93）（97）（98）國
小團體組自選曲 

（90）（91）（92）（93）國
中個人組自選曲 

（90）（91）（93）國中團體
組自選曲 

（91）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82 詠讚台灣》
CD, 1994。 

 

風吹 （89）（92）（93）國小個人
組自選曲 

（89）（91）（92）（93）（96）
國小團體組自選曲  

（91）（92）（93）國中個人
組自選曲 

（92）國中團體組自選曲 

  

咱愛溪水攏清清 （96）國中組指定曲  環保署「環保通俗歌
曲」徵曲比賽得獎作
品 

種樹仔 （90）國小團體組指定曲 「康軒文教機構」
委託創作 

「林武憲詩歌音樂
會」錄音出版 

阮的愛底這 （90）國中團體組自選曲 

 

「康軒文教機構」
委託創作 

 

 說明：「括號（xx）」表示「民國 xx 年」；「（90）（91）國小個人組自選曲」，即指「民國 90 年、91

年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國小個人組自選曲」之意。 

 

 依上表所列示，茲依其創作年度之順序，將選用為研究素材的 10 首張炫文的

福佬系創作兒歌，依序排列如下： 

1. 一枝草仔一點露（1989） 

2. 豆菜芽（1992） 

3. 草仔枝（1992） 

4. 月光光（1992） 

5. 感謝（1992） 

6. 叫做台灣的搖籃（1993） 

7. 風吹（1994） 

                                                 
129 顏綠芬《張炫文的土地之戀》，台中市文化局，2009.12，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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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咱愛溪水攏清清（1997） 

9. 種樹仔（1999） 

10. 阮的愛底這（1999） 

在所列的 10 首歌中，〈一枝草仔一點露〉是張炫文的第一首創作台語歌曲，

曾獲得「明德文教基金會徵選歌曲」的獎項。這首歌和〈草仔枝〉、〈感謝〉、〈叫

做台灣的搖籃〉、〈風吹〉、〈咱愛溪水攏清清〉、〈種樹仔〉及〈阮的愛底這〉等 8

首，都曾被列為「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的選用的指定曲或自選曲；〈豆菜芽〉

是收錄在康軒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4 年製作發行的《82 詠讚台灣》音樂光

碟專輯之中；〈月光光〉則被收錄在顏綠芬所著的《張炫文的土地之戀》乙書之中。

這些歌曲的創作年代，是在 1989 年至 1999 年之間，這也正是張炫文熱心創作台

語歌曲的階段，換句話說，這 10 首歌曲，也等於是張炫文在十年間的福佬系創作

歌曲的代表作品。 

 

四、施福珍具代表性的十首福佬系創作兒歌 

 過去施福珍所創作的福佬系兒歌的數量，至少已超過 400 首，內容豐富而多

樣。有關他列入研究對象的 10 首福佬系兒歌，仍依：是否曾被選用為全國鄉土歌

謠的比賽的指定曲或自選曲？是否已為兒童教育的出版品？及由作曲家自行推

薦，或已為出版問世等四個面向來作為選曲的原則。 

由於施福珍的作品數量相當多，而且易於朗朗上口，也深受老少喜歡，當然

被選用為比賽的指定曲或自選曲的機會也會不少，何況他的作品幾乎都已出版，

依此二項條件已足以選出 10 首研究材料。然而筆者認為，對作曲家的尊重是絕對

必要，而且作曲家才是最了解自己作品人，因此保留作家的自薦權，不只是一種

尊重，也是必要的。 

以下是施福珍過去被曾被選用為鄉土歌謠比賽或教學教材，及其自薦的福佬

系兒歌，茲列表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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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施福珍列入比賽、教材及自薦作品的福佬系兒歌】 

歌  名 選為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的作品
130
 兒童教育出版品

131
 作者自薦 

點仔膠 （89）（91）（92）（93）（96）（97）
（98）國小團體組自選曲 

（91）（93）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91）國中團體組自選曲 

三上，康軒  

三上，南一  

三下，翰林  

四上，仁林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132 

 

捉毛蟹 （91）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三上，康軒  

六上，南一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秀才騎馬弄弄來 （89）（90）（92）（93）國小個人組
自選曲 

五下，康軒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大箍呆 （90）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草螟仔公 （90）（91）（93）國小個人組自選
曲 

（92）國小個人組指定曲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1  

巴布巴布  三上，南一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2 
133 

 

三個和尚  四下，康軒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134 

 

大鼻孔 （90）國小個人組指定曲 

（93）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淨心救台灣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3 作者自選 

酸葡萄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135 

作者自選 

囝仔歌的故鄉  台語兒童唱謠百曲集 4 作者自選 

依上【表 5.2】所示，曾被用於「全國師生鄉土歌謠的比賽」的比賽歌曲共有

6 首，其中〈掠毛蟹〉雖於民 91 年（2002）有曾有一次被選用為國小個人組的「自

選曲」，也曾被取用於「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課程中，但後者的目的在於用以

認識鄉土而非音樂功能。又經查〈掠毛蟹〉歌詞共有四大段，事實上較不適用於

                                                 
130主要資料來源：（1）何心怡《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自選曲之研究》－ 96-98 學年度國小組為

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8，p.73。（2）高如玫《全國學生鄉土歌

謠比賽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研究所音樂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1，P.76。 
131李莉君碩士論文《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鄉土歌謠的分析和比較》，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

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7，p.146, 150, 152。 
132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1〉，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3． 
133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2〉，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4． 
134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3〉，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5． 
135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4〉，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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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所以早年被選用為參加比賽的是「自選曲」而非「指定曲」。另外，此曲經

與施老師討論，他也認為確實如此，更希望以他自己推薦較晚近的作品〈囝仔歌

的故鄉〉（創於 2008 年）來代替。136 因此，從被用於「全國師生鄉土歌謠的比賽」

的歌曲中，筆者選用〈點仔膠〉、〈秀才騎馬弄弄來〉、〈大箍呆〉、〈草螟仔公〉及

〈大鼻孔〉等 5 首作品作為研究比較的對象。 

在使用於「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者，有〈巴布巴布〉與〈三個和尚〉2 首，

其中〈巴布巴布〉曾於 2000 年，榮獲維也納奧林匹克世界合唱大賽的「金牌分數

獎」，137 這也是施福珍兒歌創作生涯中，最引以為豪的兒歌之一。 

在施福珍的自薦曲中，他選了〈淨心救台灣〉、〈酸葡萄〉及〈囝仔歌的故鄉〉

3 首，都是施福珍較為晚年的作品。〈淨心救台灣〉是施老師於 1997 年為改善與拯

救這塊美麗的土地而譜曲，1998 年榮獲新聞局通令全國電台與電視台播放，作為

以柔性淨化社會的文宣歌曲；138 創作於 2000 年的〈酸葡萄〉，是施老師藉著伊索

寓言故事，所作詞譜曲的兒歌，深具省思意義，是施老師自己很喜歡的歌曲；139 創

作於 2008 年的〈囝仔歌的故鄉〉，這是施老師一生以員林為基地，創作與推展台

灣福佬系兒歌的最佳註脚。 

以下就依其創作年度之順序，列示作為研究素材的 10 首施福珍的福佬系創作

兒歌： 

1. 點仔膠（1964） 

2. 秀才騎馬（1964） 

3. 大箍呆（1966） 

4. 草螟仔公（1977） 

5. 巴布巴布（1981） 

                                                 
136 實地訪談施福珍，施福珍老師音樂教學中心，2011.8.14。 
137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2〉，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4，p.65． 
138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3〉，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5，p.97． 
139 施福珍〈台語兒童唱謠首曲集 4〉，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幼兒教育學系及教學卓越計劃， 

2010.6，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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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個和尚（1988） 

7. 大鼻孔（1993） 

8. 淨心救台灣（1997） 

9. 酸葡萄（2000） 

10. 囝仔歌的故鄉（2008） 

 

五、簡上仁具代表性的十首福佬系創作兒歌 

 簡上仁歌曲創作，含蓋成人及兒童兩部份，但都以福佬台語為他的創作語言。

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創作數量，在 200 首以上。在福佬系兒歌的發展方面，簡上

仁一直是採取平時多作創作，逐步累積，有機會就順其自然成套出版，依此的方

式從事他的福佬系兒歌工作。因此，其成套出版的《台灣的囝仔歌》三集一套及

《來唱囝仔歌》六集一套，就有一百餘首，而且其中除了有些曾被選為「全國師

生鄉土歌謠比賽」的作品，也有已被使用在兒童「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及「母

語教學」課程的課本之上。 

 茲列示簡上仁已列入比賽、教材及自薦作品的福佬系兒歌如下： 

【表 5.3：簡上仁列入比賽、教材及自薦作品的福佬系兒歌】 

歌  名 選為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的作品
140

 兒童教育出版品
141
 作者自薦 

台灣是寶島 （89）（97）國小團體組自選曲  

（89）（90）（91）（92）國中團體組自
選曲 

（92）（93）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台囝-1》，飛碟唱片  

臆台灣的地名 （91）（93）國小團體組自選曲 

（93）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五上，康軒 

《台囝-2》，飛碟唱片 

 

月娘勿生氣  《台囝-3》，飛碟唱片 作者推薦 

一年仔悾悾 （97）國小團體組自選曲  六下，康軒 

《台囝-1》，飛碟唱片 

 

大頭旺仔一粒珠 （89）（92）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89）（90）（92）（96）（97）（98）國
《台囝-1》，飛碟唱片  

                                                 
140 主要資料來源：（1）何心怡《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自選曲之研究》－ 96-98 學年度國小組為

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8，p.73。（2）高如玫《全國師生鄉土歌

謠比賽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研究所音樂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1，P.29。 
141 主要資料來源：（1）李莉君碩士論文《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鄉土歌謠的分析和比較》，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7，150, 152。（2）簡上仁《台灣的囝仔歌（一）

（二）（三）》一套三集，飛碟唱片公司，1990。（3）簡上仁《來唱囝仔歌》（1）（3）（5）集，愛

智圖書公司，2010 及《來唱囝仔歌》（2）（4）（6）集，愛智圖書公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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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團體組自選曲 

（91）國中個人組自選曲 

ABC 狗咬豬 （90）國小團體組自選曲 

（91）國小團體組自選曲 

《台囝-2》，飛碟唱片  

猴佮狗 （89）國小團體組指定曲 

（89）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台囝-1》，飛碟唱片  

稻草人 （89）國中個人組指定曲  

（89）高中職個人組指定曲 

（90）（91）（92）（93）國小個人組自
選曲 

  

十二生肖歌 （92）國小個人組自選曲 《台囝-1》，飛碟唱片  

一隻牛仔  《台囝-3》，飛碟唱片 作者推薦 

小跔蟻  《做伙來唱囝仔
歌》，愛智圖書 

作者推薦 

在上述表列合乎選為研究素材條件者，加上作者自薦的兒歌共 11 首，經查〈稻

草人〉並非簡上仁自己列入兒歌範疇的歌曲，142 筆者也認為其歌詞內容及曲式結

構較不符兒童領域，因此把此歌曲剔除，143 剩下 10 首列為分析比較的研究對象，

曲目如下： 

1. 台灣是寶島（1980） 

2. 臆台灣的地名（1980） 

3. 月娘勿生氣（1980） 

4. 一年仔悾悾（1985） 

5. 大頭旺仔一粒珠（1985） 

6. ABC 狗咬猪 (1985) 

7. 狗和猴（1988） 

8. 十二生肖歌（1988） 

9. 一隻牛仔 (2001) 

10. 小蚼蟻（2010） 

 

 

                                                 
142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3.7.15。 
143〈稻草人〉歌詞長，歌詞係借用「稻草人」來談為人必需踏實、忠誠的道理，反諷許多「真人」

不如「稻草假人」；旋律共 32 小節，都較符成人歌曲。此歌的創作，依簡上仁老所稱，是應中華

民國四健會協會之委託創作，簡老師自己也不認為是兒歌，但何以會被選為國、高中比賽指定曲，

他也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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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比較的研究項目與標準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重點在於「張炫文、施福珍與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之比

較」，而此分析與比較將從二大面向來進行：一、曲調的音樂特性；二、歌詞的特

徵。茲先就此二大面向的研究項目，加以說明如下： 

 

一、曲調的音樂特色 

 一般而言，牽涉到曲調的音樂特性和風格的，有音階、調式、音域、曲式、

語言聲調，常用音程及習慣音型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曲調中的「常用音程」

和「習慣音型」，雖然是決定曲調特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實在進行正式的音樂

分析之前，筆者曾針對已選出的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作了粗

略的分析。筆者發現，大致而言，三位作曲家都十分講究「語言聲調及歌曲曲調」

的諧和要求。而按福佬語屬於聲調性語言，具有強度的「語言音樂性」，依簡上仁

在《台灣福佬語語言聲調與歌曲曲調的關係及創作之研究》的說法，福佬語的八

個音調中的第二聲（mr）、第六聲（mr）及第八聲（mr0），其單字本身內部就存在

著大二度的滑動現象，如「虎」、「狗」及「鹿」；又第五聲（l,d），其單字本身內

部就存在著小三度的滑動現象，如「鹿」。甚至，字、詞之間的音程，「大二度」

具有最高的絕對優勢地，「小三度」的地位也相當重要。因此，歌唱時為了讓人清

楚地聽出歌詞的意涵，自然而然，旋律中就會經常出現大二度和小三度的音程關

係。進一步的說，三位作曲家的福佬系兒歌都講究「語言聲調及歌曲曲調」諧和

搭配的結果，「大二度」和「小三度」，就成為他們作品中的「常用音程」。144 

另外，也因三位作曲家的福佬系兒歌之旋律動向，都與語言的聲調動向密切

結合，歌曲中的旋律大多順著語言的聲調而行，通常不易產生「純音樂性」的「習

慣音型」。換句話說，不用考量如何歌詞結合問題的「器樂曲」或非聲調性語言的

歌樂曲，比較能運用「動機」或「小樂句」的再現等音樂技巧而產生「習慣音型」。 

                                                 
144簡上仁《台灣福佬語語言聲調與歌曲曲調的關係及創作之研究》，台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1.2，p.p17-37 及 p.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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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本論文有關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在曲調方面的分析、

比較項目及標準，共有七項，分別說明如下： 

（一）音階與音組合：旨在了解歌曲的音階結構及那些「音」的排列、組合而成。

依柯大宜（Kodaly）教學體系的教學進程，國小一年級在旋律性要素部份，

只學首調名的 s, m, l 三個音；國小二年級增加首調唱名的 d, r, l,（低音 La），

即到二年級已可認識首調唱名的 d, r, m, s, la 五音的組合，等於五聲音階

（l,d-r-m-s-l）的程度，國小五年級以上才學習七聲音階。145 又依奥福（Orff）

教學法，在「旋律性」教學部份，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可接觸五聲音階的「聽

覺」學習，二年級增加五聲音階「寫」的訓練，國小五年級以上學習七聲音

階。146 

（二）調式：旨在認識歌曲的音樂色彩與風格。依許常惠在《現階段台灣民謠研

究》中所作 21 首福佬系民謠分析的結果，台灣福佬系民謠的調式，包括有：

徵調 8 首，宮調 5 首，羽調 2 首，角調 2 首，商調 1 首。147 

（三）音域；旨在了解歌曲從最低音到最高音的音程距離，音域的大小通常是辨

定是否合乎適齡兒童的基礎。依陳學謙在《國民小學兒童合唱教學之研究》

乙書所作的調查研究結果，以首調唱法來看：一年級男生小 7 度，女生完

全 8 度；二年級男女生均完全 8 度；三年男女生均大 9 度；四年男生 10 度，

女生 11 度；五年級男女生均 11 度；六年級男生增 11 度，女生 11 度。又，

依教育部公佈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以首調唱法來看：低年級，8 度；

中年級，10 度；高年級，12 度。這些都可作國民小學各年級的適當音域之

參考。148
 

（四）曲式：即歌曲曲調的結構形式，隨著年紀的增長，所能適用的曲式結構也

                                                 
145 鄭方靖《當代四大音樂教法之比較與運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9，p.128。 
146 鄭方靖《當代四大音樂教法之比較與運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9，p.79。 
147 許常惠《現階段台灣民謠研究》，台北，樂韻出版社，1986.2，p,249。該書在「結論」中，（一）

福佬系部份，1.「音組織」所列商調為 2 首，應屬誤植，經再詳細统計內文，應只 1 首。 
148 (1)陳學謙《國民小兒童合唱教學之研究》，台北，巨浪出版社，1989.1（再版），pp.82-85。(2)

轉引自：教育部公佈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台北，正中書局，1976.5，p.213, 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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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簡而繁。奧福教學法强調：各種音樂的語法應經由聽覺自然地獲得。但也

有許多奥福專家不斷研究本於奥福的理念，提出教學的內容和進程，美國的

Jane Frazee 和 Kent Kreuter 合著的《Discovering Orff》中提出一些建議，其

中在學習「曲式」方面，他們認為其進程：一年級在於動機、AA、AB；二

年級可認識樂句中的動機、ABA；三年級增加到四小節樂句及復式樂句、輪

旋曲式；四年級加入緩慢三拍子、固定變奏或頑固低音的夏康舞曲

（Chaconne）；五年級以上才學習不等長樂句、主題與變奏。實際上，亦無

十分明顯的進程規定。149 

（五）聲調與曲調的關係：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福佬語系」的兒歌，而福佬

語是聲調性語與曲調的旋律動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筆者特別設計

此一項目，以驗證歌曲曲調與語言聲調的動向是否諧和一致，而使孩子們易

學易唱，而且唱得清楚。 

（六）適用的程度：依據上述音階與音組合、調式、音域、曲式及聲調與曲調的

關係等項目，參考其衡量標準，來確認每一首福佬系兒歌的所用適用的年齡

階層與程度。 

（七）特殊表現：指的是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的福佬系兒歌，出

現某些比較特殊技巧的表現，如音程的大跳進、轉調的變化、疊句的應用、

不常見調式的運用及偶爾出現的習慣音型等。 

 

二、歌詞的特徵 

歌詞方面的研究項目，包括字句格式、字句結構、歌詞內涵、適用程度、產

生來源及押韻情況等，這些項目都是呈現歌詞特質的基本條件。 

（一）字句格式：亦即歌詞的長短、字數的格式。基本每首歌的歌詞可分為整齊

句與長短句兩種字句格式。前者指每首或每段歌詞的每句都使用相同字數，

其中最常見的就是「四句七言」整齊句；後者則包括所有句子長短、字數不

                                                 
149 鄭方靖《當代四大音樂教法之比較與運用》，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2.9，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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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歌詞。本研究將以此基礎，以了解三位作曲家的福佬系兒歌的歌詞字句格

式的情況。 

（二）字句結構：指的是構成歌詞的字句形式。簡上仁在其《台灣民謠》（1983）

的第五章「台灣童概論」中，依字句結構的不同，台灣童謠可分成：（1）直

敍體（2）連珠式（3）對答式（4）數序式（5）急口令（順口溜）五種型態。

150 本研究在福佬系兒歌歌詞字句結構之分析，將以此為分類依據。 

（三）內容：台灣兒歌所描述的題材，包羅萬象。簡上仁在《台灣民謠》第五章

「台灣童概論」中，依歌詞內容的不同，分成：（1）遊戲歌（2）幻想歌（或

稱聯想歌）（3）趣味歌（4）敘述歌（包括人、事、務等）（5）猜謎歌（6）

搖籃歌，共六項。151又，在 2012 年 8 月 12 日的現場訪談過程中，簡上仁隨

著時代變遷及新創福佬系兒歌的不斷出現，又在舊有的六項之外，加上第七

項「勵志歌」。152 本研究就以這七項分類作為分析的參考依據。 

（四）適用：「怎樣的歌詞才適用於孩童？」這的確是件難以論定的問題，其辨定

標準也常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本研究則以教育部公佈之「國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辦活為藍本，該辦法之（六）附錄

－教材內容，特別提到： 

「此項內容目的在協助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師，於設計或進行教學活動

時能有更具體的教材指引，係針對不同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國小三

至四年級、國小五至六年級、國中一至三年級）與不同的统整內涵（表

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來提供參考與建議」。 

換句話說，從這項「教材內容」，尤其是與「音樂」相關的部份，大致可尋 

得適合國小孩童們的歌詞內涵之進程和範圍的梗概。以下擷取其精神與要旨，整

理出辨定各年級適用的歌詞之重點，作為參考。153  

                                                 
150 簡上仁《台灣民謠》，台中，台灣省新聞處，1983.6，p.171。 
151 簡上仁《台灣民謠》，台中，台灣省新聞處，1983.6，p.171-172。 
152 實地訪談簡上仁，簡上仁老師寓所，2012.8.12。 
153 https://www.k12ea.gov.tw/97_sid17/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修正草案（分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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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低年級（一、二年級）：認識身體、運用肢體動作、增加生活（如玩具、衣

物、文具等）的樂趣、接近在地文化、感受大自然界等。 

   2. 中年級（三、四年級）：認識生活周遭的事物、不同族群的文化、培養正確

與尊重的態度，及養成守時、整潔、自制和專注的習慣等。 

   3. 高年級（五、六年級）：認識不同文化的風格、不同時期的文化特性、社會

的環境、宗教信仰等。 

 當然，上述所提的都只是概略性的項目，而非細目。當筆者進行張炫文、施

福珍及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歌詞分析時，除了參考上述的概念外，還會體察歌詞

的意涵。 

（五）來源：即指歌詞的創作者。此項的分析目的，在確認本研究的福佬系兒歌

歌詞，是由作曲者自創或取用傳統唸謠或他人的詞作，除了作為統計上的參

考，也可了解作曲家本身寫詞能力。 

（六）押韻：押韻是台灣福佬系歌曲（包括成人歌曲及兒歌）的歌詞，最常見，

也是最基本的要件。此項的分析目的，在了解本研究的福佬系兒歌歌詞的押

韻情況，是押韻或不押韻？若押韻，是一韻到底，或使用二韻、三等。 

 

 

 

 

 

 

 

 

 

                                                                                                                                               
201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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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張炫文的福佬系兒歌之分析 

在這一節裡，我們將針對選出的張炫文的十首福佬系創作歌曲，從曲調的音

樂組織和歌詞特徵兩方面，來進行分析，以認識張老師的福佬系兒歌之特性，並

作為與施福珍兒歌作品及簡上仁兒歌作品，進行比較時的基礎。 

 

（註：為使曲調及歌詞分析時的對照方便，也就是把歌曲詞譜置於左頁面，

分析文字置於右頁面，一目了然。茲將本章第三節的標題「第三節  張炫文的福

佬系兒歌之分析」置於第 123 頁，「詞譜」則從第 124 頁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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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一枝草仔一點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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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低音 B 至高 E，完全 11 度 

    4.曲式：A（a+ a’+b+a+a’+b’）＋B（c+c’+d+e+f+g），二段體反覆，第二次以

g’ 作結束。 

    5.聲調與曲調：大致諧和，但第 4 行第 3 小節「我掘土」與第 5 小節「我開路」

的曲調未依聲調而行，導致唱音稍感語意模糊。 

    6. 適用程度：音域大，勉强適合國小高年級以上兒童；但唱一次歌就要 34 小

節，稍長，較不適合兒童。 

7.特殊表現：a’ 是 a 的仿進；b’ 是 b 的仿進並稍做變化；c’ 是 c 的仿進。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原則上是七字、五字長短句。惟第 5 行最後小節至第 6 行的第 3 小

節的「工作是先苦而後樂」是八字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勸世類，勸人要有志氣，先苦後甘。 

4.適用：國小高年級尚可接受，但較適合成人。 

5.來源：作詞/徐士欽。 

6.押韻：「露、苦、路、途、土」押「oo」韻；「漉、樂、福」押「o」韻，其餘

未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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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豆菜芽〉 

                  豆菜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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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 D 至高音 D，完全 8 度 

  4.曲式：A（a+ b+c+d），一段體反覆（亦可視為 A, A’），第二次以 d’ 作結束。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兒童。 

7.特殊表現：d’是 d 的仿進，作終止。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五言整齊句，「有葉仔」的「仔」，為形容用輔助音，可忽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敘物，帶有猜謎的意味。 

4.適用：適合幼兒或國小低年級的短歌詞。 

5.來源：作詞/林武憲。 

6.押韻：「地、花、賣」押「ue」韻；第 3 句的「種」不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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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3】〈草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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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F，完全 11 度。 

  4.曲式：A（a+b+c+d）＋B（e+f+g）＋C（h+h’+i），三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曲調動向都隨著語言性旋律的起落而行，再加上作曲技 

巧的運用。 

  6.適用程度：音域稍大，曲式為三段體，國小高年級勉強適用。 

7.特殊表現： 

（1）「青青青」反覆使用時，作曲者把第二個「青青青」升高 4 度音位，以作

強調之意。 

（2）e、f、g 三個小樂句的反覆運用，具特色，有強化功能，也充滿歌仔戲曲

調的音樂語法。 

（3）最後的「代代(閣)敖生湠」重覆三次以不同節拍來塑造效果，是另一特色。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A 段為（四句五字＋四句八字）長短句；B 段為（四句五字整齊句 

＋三字句的反覆）；C 段為（7, 5, 7, 5, 5）的變型整齊句。整體而言，應為長短 

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藉「小草」的生命活力，鼓舞台灣人們堅靱的生命意志力。 

4.適用：歌詞已涉及到人與社會現象，適合國小高年級以上。 

5.來源：作詞/林武憲。 

6.押韻：原則上講究押韻，「天」和「青」押「inn」韻；「湠」和「瀾」押「ua」

押；但「去」韻腳為「i」和「天」的「inn」稍有牽強。 

7.虛字、襯詞：歌詞中偶爾出現「彼落」、「閣」為虛字、襯詞，以增加旋律與節

奏的活潑性，這也是歌仔戲唱詞裡常用的襯用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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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4】〈月光光〉 

 

 

 

 

 

 

 

 

 

 

 

 

 

 

 



 

  

131 

（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低音 A 至高音 E，完全 12 度。 

  4.曲式：A（a+b+c），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音域太大，就曲調而言較不適合國小孩童。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三字、七字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擬人化的幻想歌，小孩子祈求月姑娘陪著他渡過漫長的夜。 

4.適用：就歌詞字句格式及長度，適合孩童。 

5.來源：作詞/林武憲。 

6.押韻：「光、園、門、床、長」，一韻「ng」到底。 

7.虛字、襯詞：歌詞中「仔」、「啊」為虛字、襯詞。 

 

 

 

 

 

 

 

 

 

 

 

 



 

  

132 

【譜例 5-5】〈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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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低音 A 至高音 D，完全 11 度。 

  4.曲式：A（a+b+b’）＋B（c+d+e）＋A’（a+f+g），二段體，A’ 寫 A 的變化。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音域稍大，勉强使用於國小高年級。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句均有之，屬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勸人凡事要懂得感恩。 

4.適用：歌詞適合國小中高年級以上。 

5.來源：作詞/林武憲。 

6.押韻：「地、父、切」，押「e」韻；「你、伊、子、喜」押「i」韻，其餘未押

韻。 

7.虛字、襯詞：第 5 行第 3 小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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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6】〈叫做台灣的搖籃〉
154
 

 

                                                 
154 張炫文《張炫文獨唱歌曲集》，全音樂譜出版社，2007.3，p.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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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 D 至高音 E，完全 9 度，但最低的 D 音是因該字聲調屬於雙音符所 

作修飾。 

4.曲式：A1（a+b+c+d）A2（a+b+c+d’）＋B（e+f+g+h）＋C1（i+j+k+l）＋C2 

（i+j+k+l’）＋A2’（a+b+c+d+c+d”），基本上是三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曲調動向都隨著語言性旋律的起落而行，再加上作曲技 

巧的運用。 

  6.適用程度：此音域對國小中高年級兒童而言應可接受；但三段體的曲式稍感複 

雜。 

7. 特殊表現： 

（1）第一行第 3 小節第 4 拍，巧用首調 Fa 為經過音；第三行第 1 小節第 4 拍 

也出現首裯 Si 的經過音。 

（2）在「伊的名叫做『台灣』」的「台灣」出現四次，第一、三次相同，第二、 

四次都有不同的終止方式，顯見作曲者深具巧思，且技巧成熟。 

  （3）旋律進行中偶爾會出現歌仔戲中羽調式曲調的元素。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五字、七字、八字、九字、十字句，字句使用較自由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歌頌台灣像個美麗的搖籃，鼓勵大家只要認真打拼、有信心、重環保，

台灣自然充滿希望。 

4.適用：對兒童而言，歌詞稍長，詮釋的主題意義稍高。 

5.來源：作詞/謝安通。 

6.押韻：重詞意，不講究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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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7】〈風吹〉
155
   

 

 

 

                                                 
155 張炫文《張炫文獨唱歌曲集》，全音樂譜出版社，2007.3，p.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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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原則上為五聲音階，升半音的 F 可視為經過音。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D 至高音 E，完全 9 度。 

4.曲式：A（a+b+c）＋B（d+d’）＋A’（a+b+c’），基本上是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再加上作曲技巧的運用。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高年級。 

7.特殊表現：在第 1 行第 3 小節及第 5 行第 4 小節，巧妙應用「升半音的 F」， 

產生奇特效果，也是作曲者神來之筆的表現。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使用二字、四字、五字、七字句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鼓勵孩子們像風箏一般，自由遨翔，去看廣闊的世界，拓寬視野。 

4.適用：適合國小中高年級以上。 

5.來源：作詞/吳秀麗。 

6.押韻：「飛、吹」押「ue」韻；「海、在」押「ai」韻，其餘未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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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8】〈咱愛溪水攏清清〉
156
 

 

 

 

                                                 
156 張炫文《張炫文獨唱歌曲集》，全音樂譜出版社，2007.3，p.88-90。 

 



 

  

139 

（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E 至高音 F，完全 9 度。最高音出現在雙音符聲調的「水」字上，其

實是修飾性質。 

4.曲式：A（a+b+c）＋A’（a+b+c’）＋B（d+e+f）＋B（d+e+f’），基本上是二段

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再加上作曲技巧的運用。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高年級。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包括有四字、五字、六、七字、十字、十一字句的格式，相當自由 

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喚醒大家要有保護河川的概念和愛心。 

4.適用：對生長環境的關懷，適合國小中高年級以上。 

5.來源：作詞/謝安通。 

6.押韻：重歌詞意義，不講究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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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9】〈種樹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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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E，完全 10 度。最低音出現在雙音符聲調的「頭」字上，

其實是修飾性質。 

4.曲式：A（a+b）＋＋B（c+d）＋C（e+f+f’），小三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高年級。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五言整齊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告訴大家種樹的好處多多。 

4.適用：適合國小中高年級。 

5.來源：作詞/林武憲。 

6.押韻：「庫、吐」押「oo」韻；「笆、砂」押「a」韻；「氣、適」押「i」韻。 

7.虛字、襯詞：歌詞中「彼落」、「閣」為虛字、襯詞，以增加旋律與節奏的活潑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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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0】〈阮的愛佇這〉
157
 

 

 

 

 

 

 

                                                 
157 張炫文《張炫文獨唱歌曲集》，全音樂譜出版社，2007.3，p.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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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E，完全 10 度。 

4.曲式：A（a+b+c+d）＋[B（e+f）＋B’（e+f’）]，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曲調順著語言聲調，再結合情境的發展，自然、流暢、動人。聲

調與曲調大多諧和，惟有第 1 小節第 4 拍後半拍到第 2 小節第 1 拍前半

拍的「阮 」，二字的聲調與曲調動向，並不完全一致。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高年級。 

  7.特殊表現：曲調一開始帶有羽調風味，經過一段宮、羽調的激盪後，逐漸移向

宮式，最後以宮調式收尾。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三字、四字、五字、七字句為主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濃郁的鄉土之愛，真情流露。 

4.適用：對於賴以生長的土地之情感表現，適合國小高年級。 

5.來源：作詞/洪志明。 

6.押韻：全首歌詞就以「這」字為主要詞句之尾。 

 

 

第二節 施福珍的福佬系兒歌之分析 

在這一節裡，我們將針對選出的施福珍的十首福佬系創作歌曲，從曲調的音

樂組織和歌詞特徵兩方面，來進行分析，以認識施老師的福佬系兒歌之特性，並

作為其與張炫文及簡上仁的創作兒歌進行比較時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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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1】〈點仔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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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低音 B 至 B，完全 8 度。 

4.曲式：A（a+b）＋A’（a+b），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曲調順著語言聲調而行，諧和。 

  6.適用程度：音域不大，曲調不長，適合兒童。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三字句之整齊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作詞者施福珍所見所聞的生活寫照，富趣味性。 

4.適用：孩童生活的趣譚，適合兒童。 

5.來源：作詞/方子文，暨施福珍老師本人之筆名。 

6.押韻：「膠、脚、爸」押「a」韻；另「爛、瀾」押「ua」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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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2】〈秀才騎馬〉 

 

 

 

 

 

 

 

 

 

 

 

 

 

 

 

 

 



 

  

147 

（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第 3 行第 2 小節及第 4 行第 2 小節，雖都出現首調的 Fa 音，

實際上是經過音性質。）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低音 B 至高音 C，完全 9 度。最低音出現在雙音符聲調的「臍」字上，

其實是修飾性質，如扣除此修飾音音程則為完全 8 度。 

4.曲式：A（a+b）＋B（c+c’）， 小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曲調順著語言聲調而行，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年級以上兒童。 

  7.特殊表現：第 3 行第 2 小節第 2 拍到第 3 小節第 1 拍及第 4 行第 2 小節第 2 拍

到第 3 小節的 8 度音程跳進，對孩童而言是個挑戰。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除第一句是二、五字句，主要是三字句的整齊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以誇張、無厘頭的筆法來描述人物的趣味歌。 

4.適用：人物趣味化，適合兒童。 

5.來源：作詞/施福珍本人。 

6.押韻：「才、來、害、頦、眉、臍」押「ai」，一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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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3】〈大篐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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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低音 A 至高音 C，完全 10 度。 

4.曲式：[A（a+b+c+d）＋A（a+b+c+d’）]＋[B（e+f）+（g1+g2）]，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曲調順著語言聲調而行，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年級以上兒童。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主要是三、五字句，但夾雜「來來」二字而成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敘述人物的趣味歌。 

4.適用：生活週遭的人物描述，適合兒童。 

5.來源：施福珍取材傳統唸謠改編。 

6.押韻：「才、來、害、頦、眉、臍」押「ai」，一韻到底。 

  7. 虛字、襯詞：「哎唷！」「哼！」「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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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4】〈草蜢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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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C，完全 8 度。 

4.曲式：A（a+b+a+b’）＋B（c+c’）＋A（a+b’），小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惟「肚」及「鼓」二字雙音符聲調，似加修飾音為佳。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年級以上兒童。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除開始的「草蜢仔公穿紅褲」之外，為五字句格式之整齊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昆蟲擬人化的聯想歌。 

4.適用：適合兒童。 

5.來源：傳統唸謠。 

6.押韻：「褲、布、某、肚、甫、鼓」押「oo」，一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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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5】〈巴布巴布〉 

巴布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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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C，完全 8 度。 

4.曲式：A（a1+a2+a3+a4），一段體。a1, a2 ,a3 ,a4 為同一節奏模式。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兒童。 

  7. 特殊表現： 

（1）作曲者應用和弦、音程與音位的移動與轉換，使簡單的旋律、音符變得活 

潑可愛。 

  （2）每行第 1 小節第 2 拍之後半拍的音，運用結合線延伸到第 2 小節，成為 2

又 2 分之 1 拍。每行的第 4 小節，第 1 拍後半起音，唱出 1 拍半的歌詞。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八句四言整齊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以狀聲詞為引導，描述家人的工作及愛吃的食物。 

4.適用：適合兒童。 

5.來源：作曲者自創。 

6.押韻：「牛、猪、書、龜」押「u」，一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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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6】〈三個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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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低音 B 至 B，完全 8 度。 

4.曲式：A（a1+a2+a3+a4），一段體。a1, a2 ,a3 ,a4 為同一節奏模式。 

5.聲調與曲調：基本上是諧和的。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兒童。 

  7. 特殊表現： 

（1）作曲者應用和弦、音程與音位的移動與轉換，使簡單的旋律、音符變得 

活潑可愛。 

   （2）四分之三拍節奏的曲子，在台灣福佬系歌曲，包括成人或兒童，都屬相

對極小數的曲子。3/4 拍的福佬系兒歌，難得一見。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第 1-3 句是「四、四、三、三」言的字句結構；第 4 行為「四、四、

三、三」言。整體則屬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以「和尚挑水」的故事，勉勵做人彼此要懂得合群，富有教育意義。 

4.適用：具生活中的教育功能，適合兒童。 

5.來源：作曲者自創。 

6.押韻：重詞意而不講究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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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7】〈大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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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C，完全 8 度。 

4.曲式：A（a1+a2+a3+a4），一段體。a1, a2 ,a3 ,a4 為同一節奏模式。 

5.聲調與曲調：基本上是諧和的。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兒童。 

  7. 特殊表現：作曲者應用和弦、音程與音位的移動與轉換。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第 1-3 句是「四、四、三、三」字句結構；第 4 行為「四、四、三、

三」字句。整體則屬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以藝人澎恰恰為敘述對象的趣味歌。 

4.適用：適合中年級以上兒童。 

5.來源：作曲者自創。 

6.押韻：重詞意而不講究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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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8】〈淨心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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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原則上為五聲音階，但第 2 行第 2、3 小節加 A 音（首調 Fa 音），在整

首歌中，只在此處出現，似有經過音的性質。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低首 B 至高音 C，完全 9 度。 

4.曲式：A（a+b+c+d）＋B（e+f+g+h），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大部份是諧和的；小部份，如第 2 行第小節，「這呢垃圾」的聲

調應近似為「 」，但在本曲為 AAAA 平音。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高年級以上兒童。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字句結構自由，雜唸體。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社會教化歌曲，勉勵大家要有環保概念、安份守己、勿貪私利、相親相

愛，使台灣成為「幸福島」。 

4.適用：歌詞訴求對象為社會大眾，較適合成人。 

5.來源：作曲者自創。 

6.押韻：「島、埽、囉、好、做、哥、惱」押「o」韻；「助、顧」押「oo」，其餘

未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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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19】〈酸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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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擬似的「七聲音階」。依樂譜觀之，本曲調確實使用了「do, re mi fa so 

la ,si 」等七個音，但實際上，fa 音只出現在第 1 行第 2 小節及第 4 行

第 3 小節；si 音只出現在第 4 行第 1 小節。它們所占的時間值很小小及

所處的位置也不重要，似有經過音的性質。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C，完全 8 度。 

4.曲式：A（a+b+c+d），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大部份諧和；但有些部份聲調和曲調並不諧和，導致唱詞不清的

情形，如；第 1 行第 2 小節的「腹肚」的「肚」係雙音符聲調的字，譜

成單音符，往往唱詞模糊；第 2 行第 2 小節的「看著葡萄」，其聲調應

近似為「 」，但在本曲譜成「mi-so-so-so」變得歌詞不清楚；又

第 3 行第 1 小節的「生到」，曲調譜為「so-so」，則詞意易聽成「生厚」。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兒童。 

  7.特殊表現：施福珍本來就有寫作七聲音階歌曲的能力。但過去他因講究「旋律

語言化」，向以五聲音階譜曲。本曲調施老師採用七聲譜曲，似有故

意「嘗試」之意。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字句結構自由。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以寓言故事的方式，對小孩子產生正面的心理建設，具教育意義。 

4.適用：有趣的引導孩童的健康心態，適合兒童。 

5.來源：作曲者自創。 

6.押韻：「叫、著」押「io」韻；「寶、葡、好」押「o」，其餘未押韻。 

 

 

 



 

  

162 

【譜例 5-20】〈囝仔歌的故鄉〉 

 

 

 

 

 

 



 

  

163 

（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C，完全 8 度。 

4.曲式：A（a+b+c+d）＋B（e+f+g+h），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曲調隨聲調而行，並融合作曲家的技巧，諧和順暢，旋律動人。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年級以上兒童。但最後一行第 2 小節到第 3 小節的高音

C 下降 8 度至 C，對孩童而言是個挑戰。 

  7.特殊表現：此歌等於是施福珍一生寫作福佬系兒歌的精華之彙集與呈現，施老

師巧妙地把他的經典之作〈點仔膠〉〈秀才騎馬弄弄來〉〈羞羞羞〉〈大

箍呆〉及〈大鼻孔〉彙整在此歌之中。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字句結構自由。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歌頌著員林這小地方，因施福珍的苦心經營而成為台灣囝仔歌的搖籃地。 

4.適用：適合高年級以上。 

5.來源：作曲者自創。 

6.押韻：歌詞共 8 句，除第 3 句句尾「歌」字未押韻外，「界、知、愛、害、來、

呆、知」押「ai」韻。 

 

 

第三節 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之分析 

在這一節裡，我們將針對選出的簡上仁的十首福佬系創作歌曲，從曲調的音

樂組織和歌詞特徵兩方面，來進行分析，以認識簡上仁的福佬系創作兒歌之特性，

並作為化較簡上仁與張炫文、施福珍的創作福佬系兒歌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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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1】〈台灣是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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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低音 A 至高音 D，完全 11 度。惟最低音 A，實為第 2 行第 3 小節及

第 6 行第三小節的雙音符「灣」字的修飾音。故似可視為低音 B 至高音

D 的完全 10 度。 

4.曲式：A（a+b+c+d）＋B（e+f），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曲調隨聲調而行，並融合作曲家的技巧，諧和順暢。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高年級兒童。 

  7.特殊表現：歌曲第一小節，以「喊句」來做引導。充滿福佬系民歌韻味。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除了第一小節，以喊句「喂喂喂」三字句為開頭句之外，整首歌是

五言整齊句。 

2.字句結構：連珠式。 

3.內容：以台灣的物產為素材，藉著珠珠相連的方式來歌頌寶島台灣。 

4.適用：適合國小高年級兒童。 

5.來源：作曲者取材傳統唸謠改編。 

6.押韻：前後句押韻，然後轉接成下一句的主詞。如「喂、粿」押「ue」；「吃（食）、

屐」押「ia」；「穿、鴒」押「ing」；「飛、箏」押「ue」；「迌、鑼」押「o」；

「好、島」押「o」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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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2】〈臆台灣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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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低音 A 至高音 D，完全 11 度。 

4.曲式：A（a+b）＋B（c+d），小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曲調隨聲調而行，並融合作曲家的技巧，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高年級兒童。 

  7.特殊表現：以小樂句來對答的歌曲。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除了開始反覆二句簡介式的「台灣的地名是真趣味」九字句之外，

基本此歌是七言整齊句。 

2.字句結構：對答式。 

3.內容：以台灣的地名為素材，藉著對答方式來做猜謎。 

4.適用：讓小孩認識自己成長的環境，適合國小中年級以上兒童。 

5.來源：作曲者取材傳統民間猜謎予以編詞。 

6.押韻：因目的在猜謎問答，不講究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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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3】〈月娘勿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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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由 re, mi, so, la, si 的音組合而成五聲音階。 

2.調式：Re（商）調式。 

3.音域：從 D 至 B，完全 6 度。 

4.曲式：A（a+b），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所有兒童，甚至幼兒。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由三、五、七字句組成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以民間「月姑娘割耳朶」的故事為題材的聯想歌。 

4.適用：接近大自然，適合所有兒童，甚至幼兒。 

5.來源：作曲者取材傳統民間故事編詞。 

6.押韻：「姊、持、氣、己、耳」押「i」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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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4】〈一年仔悾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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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低音 B 至 B，完全 8 度。 

4.曲式：A（a+b+c），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兒童。 

  7. 特殊表現：應用福佬系民歌元素。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除第一句「一年仔悾悾」五字句及最後反覆的「閻羅王」三字句，

基本上是由六言字句組合而成。 

2.字句結構：以數目字排序的「數序歌」。 

3.內容：敘述國小一到六年級的生活趣譚與規矩。 

4.適用：適合所有國小兒童。 

5.來源：傳統唸謠。 

6.押韻：「悾、空、光、風、公、王」押「ong」一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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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5】〈大頭旺仔一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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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C 至高音 C，完全 8 度。 

4.曲式：A（a+b+c+d），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兒童。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由三、五、七、九言字句組合而成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以直敘體為主，帶一部份連珠的形式。 

3.內容：敘述個性倔强的阿旺，金龜子 ，風箏也離他而去。勸人凡事要

圓融。 

4.適用：富教育意義，適合所有國小兒童。 

5.來源：傳統唸謠。 

6.押韻：「珠、輸、龜」押「u」韻；「飛、箏」押「ue」；「線、半」則押「uann」。 

  7.虛字、襯詞：伊都、咧、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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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6】〈ABC狗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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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La（羽）調式。 

3.音域：從低音 A 至高音 C，完全 10 度。 

4.曲式：A（a+b+c+d+d’），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年級以上的兒童。 

7.特殊表現：深具台灣傳統民歌風味。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由三、五字句組合而成的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運用誇大技巧塑造的趣味歌。 

4.適用：趣味中帶有親情互動的意義，適合所有兒童。 

5.來源：傳統唸謠。 

6.押韻：「C、豬、機、吱、醫、支」押「i」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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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7】〈猴佮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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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So（徵）調式。 

3.音域：從低音 A 至高音 B，完全 9 度。 

4.曲式：A（a+b+c+d），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中年級以上的兒童。 

  7.特殊表現：此歌作者以徵調式譜曲，是當今作曲家少用的調式，具有台灣傳統

民歌特色。此調式其實是台灣傳統民謠，包括原住民、福佬及客家，

都不默生的調式。如〈思想起〉〈丟丟銅仔〉〈六月茉莉〉及〈採茶歌〉

均是。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除了第 2 行第一、二小節的「猴跋落來撞著狗」是七字句，其餘是

五言字句的整齊句。 

2.字句結構：順口溜。 

3.內容：敘述猴和狗間，一歉疚、一驚惶，二者都逃之夭夭的逗趣歌。 

4.適用：適合兒童。 

5.來源：作曲者改編自傳統唸謠。 

6.押韻：「猴、狗、哮、走」押「au」，一韻到底。  

 

 

 

 

 

 

 

 



 

  

178 

【譜例 5-28】〈十二生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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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So（徵）調式。 

3.音域：從低音 G 至高音 D，12 度。 

4.曲式：A（a+b+c+d+e+f），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曲調隨聲而行，自然流暢。 

  6.適用程度：就音域而言，勉强適合國小高年級的兒童。 

  7.特殊表現：此歌作者以徵調式譜曲，深具台灣傳統民歌風味。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除了「十一狗仔顧門埕」及「十二豬是菜刀命」是七字句；曲末的

「菜刀命」的反覆是三字句，其餘是五字句。 

2.字句結構：按「十二生肖」排列的數序歌。 

3.內容：敘述十二生肖各有所司、各有特質。 

4.適用：認識民俗文化，就歌詞內容而言適合兒童。 

5.來源：作曲者改編自傳統唸謠。 

6.押韻：除了「九猴爬樹頭」之外，其餘「名、兄、棚、京、命、驚、營、嶺、

聲、埕、命」均押「ing」。  

  7. 虛字、襯詞：哎唷、彼個、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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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29】〈一隻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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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原則上五聲音階。第 2 行第 2 小節、第 3 行第 5 小節及最後一行第 3 小

節，均有一個 G（首調 Fa）音，可視為經過音。 

2.調式：Do（宮）調式。 

3.音域：從 D 至高音 D，完全 8 度。 

4.曲式：A（a+b+a+b’）＋B（c+d）A’（a+b’）， 二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曲調隨聲而行，自然流暢。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的兒童。 

  7.特殊表現：此歌作者以把首調 Fa 音，視為經過音，使曲調更為活潑。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整首以七字句加五字句的規律化長短句為之。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鼓勵孩子們追隨先民如水牛般的勤奮踏實精神，耕耘台灣美麗家園。 

4.適用：認識先民生活文化的美德，適合國小的兒童。 

5.來源：作詞/簡上仁。 

6.押韻：「椎、櫃、美（媠）」押「ui」韻；「動、蚊（蠓）」押（ang）；「輪、文」

押「un」韻；「健、驚、拚、聲」押「iann」韻；「友、手」押「u」韻；

「土、途」押「oo」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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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5-30】〈小蚼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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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調音組織： 

1.音階：五聲音階。 

2.調式：So（徵）調式。 

3.音域：從低 B 至高音 C，完全 9 度。但最高音落在「爬」上，此字為雙音符聲

調，如把 C 視為修飾音，則音域為完全 8 度。 

4.曲式：A（a+b），一段體。 

5.聲調與曲調：諧和，曲調隨聲而行，自然流暢。 

  6.適用程度：適合國小的兒童。 

  7.特殊表現：此歌作者以徵調式譜曲，具台灣傳統民歌風味。  

  （二）歌詞分析： 

1.字句格式：接近四句七言傳統四句聯整齊句，但第一句變形成三、三言句型，

而成為長短句。 

2.字句結構：直敘體。 

3.內容：鼓勵孩子們效法小螞蟻的勤奮、節儉、儲蓄精神。 

4.適用：具教育意義，適合國小的兒童。 

5.來源：作詞/簡上仁。 

6.押韻：「拚、嶺、行、埕」押「iann」韻，一韻到底。  

  7.虛字、襯詞；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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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福佬系兒歌之比較 

 

經過第二、三、四節，分別就張炫文、施福診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的十首福

佬系兒歌，作了詳細的分析。對於三位老師福佬系兒歌的曲調特徵、風格及歌詞

的內涵、特色，有了進更一步的了解。以下筆者將以表列的方式，比較三位老師

福佬系兒歌的曲詞特質及異同現象： 

 

一、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福佬系兒歌的曲調分析比較 

以下就依音階、調式、音域、曲式、聲調與曲調關、適用程度及特殊表現等

七個項目，列舉出張炫文、施福診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的十首福佬系兒歌的曲調

特徵之比較情形： 

【5.4】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福佬系兒歌的曲調特徵之比較 

作曲家 音  階 調 式 音  域 曲 式 聲調與曲調 適    用 特殊表現 

張炫文 五聲：9 

五聲延展：1 

宮；3 

羽：7 

8 度：1 

9 度：4 

10 度：2 

11 度：2 

12 度：1 

一段：2 

二段：5 

小三段：1 

三段：2 

完全諧和：8 

大致諧和：2 

全部兒童：1 

中年級以上：4 

適高年級：3 

適合成人：2 

擅用仿進：2 

反覆運用：1 

終止式變化：1 

巧用升半音：1 

調式融合應用：1 

明顯應用歌仔戲

的音樂元素：2 

施福珍 五聲：7 

五聲延展：2 

擬似七聲：1 

宮；9 

羽：1 

8 度：7 

9 度：2 

10 度：1 

一段：5 

小二段：3 

二段：2 

完全諧和：8 

大致諧和：2 

全部兒童：6 

中年以上：3 

適高年級：1 

 

上下跳 8 度：1 

擅用和弦、音位

轉換：2 

使用 3/4 拍：1 

七聲音組合：1 

簡上仁 五聲：9 

五聲延展：1 

宮；3 

商：1 

羽：3 

徵：3 

6 度：1 

8 度：3 

9 度：2 

10 度：1 

11 度：2 

12 度：1 

一段：7 

小二段：2 

二段：1 

完全諧和：10 

 

全部兒童：5 

中年級以上：2 

適高年級：3 

 

應用喊句：1 

對答式歌曲：1 

徵調應用：2 

運用台灣傳統

民歌的元素：6 

曲調比較結果之說明： 

（一）音階：除了施福珍曾一次嘗試以七聲音階譜曲外，三位作家大多以台灣傳

統五聲音階從事福佬系兒歌創作。另外，三位作家有時也會運用經過音的

方式，巧妙加上五聲音階、音組合以外的音，以豐富旋律的活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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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式：張炫文以羽調為多；施福珍以宮調為主；簡上仁則除宮、羽調之外，

也應用商調及徵調譜曲，似乎用心在保存與發揚台灣傳統的「徵調式」音樂。 

（三）音域：張炫文作品 9 度 4 首最多；其次是 10 度及 11 度，各 2 首；最高 12

度，最低是 8 度，可見張老師創作福佬系歌曲時，並不全然為兒童創作，但

因其作品常被應用為兒童鄉土歌謠比賽的選用曲，而被一般人誤解為張炫文

寫很多兒歌。 

     施福珍的作品 8 度有 7 首，也是他創作時最常用的音域，最廣也不超過 10 

度，足見施福珍確實長期專為兒童而創作歌曲。 

     簡上仁雖也以 8 度為最多，但只有 3 首；9 度及 11 度，各 2 首；最小 6 度 1

首、10 度及最廣的 12 度，各 1 首。看來簡上仁的作品音域較均勻，但 10

度以上，就占了 4 首，似乎高估孩童的正常歌唱能力。 

（四）曲式：張炫文的二段體，占一半 5 首；施福珍和簡上仁都以一段體為主，

分別有 5 首與 7 首。顯見施福珍和簡上仁在為孩子們寫作歌曲，有盡量考

慮兒童接受的音域之能力。 

（五）語言聲調和歌曲曲調的關係：雖然張炫文和施福珍都有 2 首歌詞，其中極

小部份的聲調與曲調不甚諧和現象，但無大礙。 

（六）適用程度：張炫文作品音域稍廣，歌曲形式也以二段體居多，比較適合國

中高年級以上的兒童，甚至較適合成人歌唱。最適兒童的，是施福珍的作品，

簡上仁次之。 

（七）特殊表現：張炫文本身作曲技巧成熟，又可能創作之初，就非針對兒童而

創作，因此在創作時應用了仿進、終止式變化、升半音及調式融合使用等技

巧，十分豐富。尤其，他對歌仔戲的研究精深，懂得運用歌仔戲的音樂元素

譜曲，因此在他的作品經常洋溢著歌仔戲音樂的風味。 

施福珍擅用和弦變化、音位轉換，也使用一般稍少使用的 3/4 拍，創作十分

活潑；但其常用上升或下降 8 度的使用，對兒童而言是挑戰。 

簡上仁的運用徵調式創作，幾乎是當今作曲家極少應用的調式，這應是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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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浸潤在台灣傳統民歌所得的領悟，希望以創作此類作品以維護此傳統調式

的生命。另，民歌「喊句」及「對答式字句結構」的應用也算難得。 

 以上是根據三位作曲家的 10 首作品來做比較的結果，雖然無法代表三位老師

一生全部創作的福佬系歌曲之比較，但就他們的福佬系創作兒歌而言，這項分析、

比較所得結果，應該有其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二、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福佬系兒歌的歌詞分析比較 

以下就依字句格式、字句結構、內容、適用程度、來源、押韻及虛字襯詞的

應用等七個項目，列舉出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的十首福佬系兒歌

的歌詞特色之比較情形： 

 

【5.5】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福佬系兒歌的歌詞特色之比較 

作曲家 字句格式 字句結構 內  容 適  用 來 源 押韻 虛字襯詞 

張炫文 長短句：8 

(含 4 首字

句較不規

律者) 

整齊句：2 

 

直敘體：10 教育：5 

敘物：1 

鄉土：3 

聯想：1 

全部兒童：2 

中年級以上：4 

高年級以上：3 

適合成人：1 

徐士欽：1 

林武憲：5 

謝安通：2 

吴秀麗：1 

洪志明：1 

全押：3 

大多：5 

不押：2 

無：7 

有：3 

施福珍 長短句：6 

(含 3 首字

句較不規

律者) 

 

整齊句：4 

 

直敘體：10 教育：2 

敘物：1 

鄉土：1 

聯想：1 

敘事：2 

敘人：3 

全部兒童：7 

中年級以上：1 

高年級以上：1 

適合成人：1 

施福珍：8 

傳統改編：1 

傳統唸謠：1 

全押：5 

大多：3 

不押：2 

無：9 

有：1 

簡上仁 長短句：8 

整齊句：2 

 

直敘體：5 

連珠式：1 

對答式：1 

數序式：2 

順口溜：1 

教育：2 

鄉土：2 

聯想：1 

敘事：1 

敘人：2 

動物：1 

全部兒童：8 

中年級以上： 

高年級以上：2 

適合成人： 

傳統改編：5 

傳統唸謠：3 

簡上仁：2 

全押：8 

大多：1 

不押：1 

無：7 

有：3 

歌詞比較結果之說明： 

（一）字句格式：張炫文的曲作，其歌詞都是來自於近代人的作品，一般長短句

（含較有規律的長短句和不規律自由格式的長短句）為多。施福珍的作品，

歌詞大多來自自己的創作，小部份取材傳統。又施老師台語文的能力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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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水準，要寫作傳統的整齊句並不困難，因此他的歌詞字句格式應有盡

有，類型十分均勻。簡上仁作品，被選用研究素材的 10 首兒歌大多是他早

期取用傳統唸謠或改編的素材，因此傳統的整齊句及規律型長短句常在他

早期作品中出現。 

（二）字句結構：張炫文和施福珍所用的歌詞都屬一般常用的「直敘體」；簡老師

的作品雖然直敘體也占有 50%，但因他進行過福佬系兒歌的田調及研究，

熟悉傳統兒歌的字句結構形式，也因此取材傳統或創作，都自然會應用到

其他「連珠」「對答」「數序」「順口溜」等不同源自傳統的字句結構。 

（三）張炫文取材的歌詞以教育意義、關懷鄉土的內容居多，其餘是敘述物產、

關懷鄉土、兒童聯想等各一首。施福珍和簡上仁，除了也重視教育意義之

外，也分散於其他敘物、關心鄉土、景物聯想、敘述人事、描述動物等題

材上。 

（四）適用程度：張炫文創作台語歌曲之初，第一首〈一枝草仔一點露〉就是因

參加由「明德文教基金會」舉辦徵選歌曲比賽而寫，並非特為兒童而創作。

當然，這首歌詞必然不適合兒童使用。因此，張老師譜寫的歌曲，其歌詞

完全符合兒童使用的只有 2 首。反之，施福珍、簡上仁兩位創作的目的就

是兒童歌曲，其歌詞較適合兒童之所需。 

（五）歌詞來源：張炫文的作品全選用他人創作的歌詞；施福珍的兒歌創作始於

1960 年代，而且一生創作重點就是兒歌，加上他台語文能力深厚，因此由

自己執筆的歌詞就不少，共有 8 首；至於簡上仁，因被選用研究的，大多

是他早期取用傳統唸謠或改編的素材，這部份就占有 8 首之多。 

（六）押韻：台語傳統歌詞向來講究押韻，而簡上亿的作品取用傳統唸謠或改編

者偏多，因此歌詞全押韻及大多押韻就有 9 首之多；而張炫文作品雖然選

用他人之詞或施老師使用自創歌詞，但全押韻及大多押韻也都有 8 首之多。

顯見台語歌詞講究押韻的不成文規則，已根深蒂固於台灣民間。 

（七）虛字、襯詞：隨時代的演進，歌詞中不加虛字、襯詞規則已漸形成。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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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字、襯詞有時可豐富曲調創作的內涵，但在選用為比較研究的 30 首兒歌，

就已有 23 首不加虛字、襯詞了。其中，張炫文和簡上仁兩位，歌詞中嵌入

虛字、襯詞者各 3 首，都大於施福珍的一首。這和張炫文專精歌仔戲音樂，

而簡上仁專研傳統民歌應有相當大的關聯，蓋歌仔戲和民歌的唱詞常會加

上虛字、襯詞。 

 

 

 

 

 

 

 

 

 

 

 

 

 

 

 

 

 

 

 



 

  

190 

 
 



 

  

191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張炫文、施福珍與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之比較研究》的分析、比較

及各項大致都已完成。在這一章裡，除了要簡略的回顧此項研究的過程之外，也

要試著檢視這項研究的成果及其可能的貢獻，甚至更進一步對未來與本論文相關

領域的研究，提出拙見與期待，以讓相關研究能夠不斷往前推進。 

 

 

第一節 研究過程的回顧 

 

身為音樂教育工作者，選定《張炫文、施福珍與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之比較

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藉著這項比較研究，深度認識三位作曲家的福佬系創作

兒歌的音樂特質，及其背後所象徵的文化意涵與教育價值，以厚實本身從事音樂

教育的內涵。 

透過文獻的蒐集、整理及作家本人的實地訪談，研究者累積了豐碩研究素材，

並以這些素材作為研究的基礎。在進入三位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較之前，筆者以

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別就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的成長過程、生平背

景、創作理念、實踐過程、創作成就及個人貢獻，作了深入的敘述與說明。 

茲擷敢三位作曲家的音樂生涯重點，列表如下： 

【6.1】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的音樂生涯之比較 

作曲家 成長與背景 理念與實踐 成果與貢獻 

張炫文 1.1942 出生於台中縣大安鄉 

2.農業家庭 

3.新竹師範學校 

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5.中國文化大學藝術音樂碩士 

6.省交響樂團研究部研究員 

7.臺中師範學院教師 

1.民俗曲藝環境中成長，熱愛

鄉土文化。 

2.維護與發揚歌仔戲、說唱藝

術。 

3.將台灣民間歌謠、唸歌或戲

曲的曲風應用在華、台語歌

樂之上，獲獎無數。 

4.1989 創作第一首台語歌〈一

1.從事教學工作 30 餘年，兢

兢業業、不辭勞苦。 

2.研究「歌仔戲音樂」的先驅 

3.學術研究專書 8 本，學刋論

述 30 餘篇。 

4.歌曲作品成為愛樂者永遠

的回憶，獲得中興文藝獎、

鐸聲獎等特別獎項。 

 



 

  

192 

支草仔一點露〉 

5.一生擔任教職，最後在國立

臺中師範大學退休 

施福珍 1.1935 出生於彰化縣花壇鄉 

2.基督教家庭，有助認識音樂 

3.台中師範學校 

4.1959 通過「初中音樂教師檢

定考試」，1961 年通過「高中

音樂教師檢定考試」 

5.2002 東吳大學音研所碩士 

1.民俗曲藝環境中成長，孕育

關懷鄉土文化特質 

2.1964 年創作第一首台語囝

仔歌〈點仔膠〉 

3.秉持「易懂、易彈、易唱」

「旋律語言化」的原則創作

兒歌 

4.深諳台語之美有助歌詞創作 

5.透過教學、組合唱團，積極

參與比賽；辦理各項音樂活

動；演講；出版書籍及 CD，

實踐他的音樂理念 

1.投入音樂教育工作（包括學

校及社會）50 餘年 

2.出版品數量多，以囝仔歌曲

集及台語教學為主。 

3.兒歌創作 400 餘首，具承繼

兒歌歷史與傳統兒童文學，

有助兒童音樂及母語教育。 

4.獲獎無數，救國團音樂類青

年獎章、鐸聲獎、「金鼎獎」

優良讀物獎、台灣省「第一

屆特優文化藝術人員」、推展

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5.2000 年作品〈巴布巴布〉榮

獲維也納奧林匹克世界合唱

大賽的「金牌分數獎」。 

簡上仁 1.1947 出生於嘉義縣大林鎮 

2.小康商業家庭 

3.大學讀財稅系，海關關員。 

4.1977〈正月調〉獲金韻獎後

投入鄉土音樂 

5.自修苦讀，1990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音樂碩士，2008 英國

雪菲大學音樂博士 

 

 

1.母親的教導加上民俗曲藝的

成長環境，熱愛鄉土文化 

2.大學時曾組西洋熱門樂團，

1969 走回鄉土音樂。 

3.1978 創作第一首台語囝仔

歌〈搖荖搖〉 

4.歌者、研究者，也是作曲家，

擅用傳統音樂元素譜曲。 

5.透過學校、社區、廣播電視、

講唱及書籍、有聲出版，發

揚鄉土音樂 

1.1990 年代後陸續在清大、交

大、國北教大、台北教大、

東教大、中山、輔仁及台北

藝大等 14 大學授課推廣鄉

土音樂文化。 

2. 1983 組成田園樂府推展鄉

土音樂，迄今演出 300 餘場 

3.個人赴各團體講唱 800 餘場 

4.曾獲：職業成就獎、關懷台

灣人文社會貢獻獎、中興文

藝獎、清華大學傑出教學

獎、廣播金鐘獎、全球華人

藝術文化薪傳獎等。 

音樂生涯比較說明： 

（一）依年歲的順序：施福珍、張炫文、簡上仁。 

（二）三位作曲家分別在農家、教會及商業家庭長大，施福珍的長老教會家庭對

他的音樂養成較有所幫助。 

（三）張炫文及施福珍都經師範學校教育，多少較有機會接受音樂教育；簡上仁

則是靠自修學習，累積音樂知識和能力。 

（四）張炫文及施福珍走上音樂工作的路徑，是先校園而後社會：簡老師則先社

會而後校園。 

（五）三位作家都勤勉好學，張炫文在執教中，又完成碩士學位；施福珍靠著苦

修通過初、高中音樂老檢定考試，晚年，2002 年完成碩士學位；簡上仁從

非科班，也勤奮苦讀，完成碩、博士學位。 

（六）三位作小時候，都在民俗曲藝環境中成長，孕育關懷鄉土文化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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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張炫文第一首台語歌曲是 1989 年的〈一支草仔一點露〉，非為兒童創作；

施福珍從 1964 年的〈點仔膠〉開始，始終以創作福佬系兒歌為主；簡上仁

第一首公諸於世的台語歌曲是 1977 年的〈正月調〉，兒歌是 1978 年的〈搖

荖搖〉。 

（八）張炫文一生透過學校教育實踐音樂理念；施福珍除了校園，也走入社區，

運用電視傳播，甚至出版，來推廣他的福佬系兒歌文化；簡上仁則透過學

校、社區、廣播電視、講唱及書籍、有聲出版，實踐與發揚鄉土音樂文化。 

（九）施福珍及簡上仁都深諳台語，也作了研究；張老師未作研究，但應用自如。 

（十）張炫文作曲之外，不參加上台演唱；施福珍偶爾參予演唱；簡上仁本身也

是歌者。 

（十一）為實踐理念，三位作家都出版書籍、音樂光碟等。 

（十二）張炫文與施福都有在國民小學教學的經騐，應較容易掌握孩子們的需求。

簡老師沒有國小教學經驗，但常透過對幼兒園及國小老師研習講唱的機

會，從孩子們的老師，去理解孩子們的需求。 

（十三）張炫文的專書、CD 出版品，偏向學術專業用作品；施福珍的圖書、CD

出版品，偏重於教學教材之功能；簡上仁的專書、CD 出版品，則學術研究

或教材功能，均有之。 

（十四）三位作曲家都獲得許多獎項與肯定，實至名歸。 

 

第五章是本論文的重心，也是焦點，在第一節裡，筆者首先依據：（一）已入

選為政府單位舉辦之兒歌比賽的指定曲或自選曲；（二）用於兒童教育的出版品；

（三）由作曲家自行推薦之代表性作品；（四）已出版的音樂專書或影音作品，共

四項選用原則。然後，就張炫文、施福珍與簡上仁的作品，各選出 10 首福佬系兒

歌作為研究素材。 

第二節，先是確定三位作曲家作品分析、比較的研究項目與標準。第三、四、

五節，針對張炫文、施福珍與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分別從：（一）曲調音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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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音階、調式、音域、曲式、聲調與曲調、適用程度及特殊表現等七項，及（二）

歌詞分析：包括字句格式、字句結構、內容、適用、來源、押韻及虛字襯詞等七

項，進行仔細的分析。 

最後，第六節則根據第三、四、五節的分析所得，進行三位作曲家福佬系兒

歌的逐項比較，並作出研究結果。 

 

 

第二節  研究成果與貢獻 

 

經過了第五章對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老師及其作品的分析、比較與

研究，再加上第二、三、四章對三位作曲家的深入了解，研究者可歸納出以下的

幾項研究結果與論點： 

一、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都努力不懈地為台灣本土音樂文化的

成長付出心血和貢獻成就，令人敬佩！ 

二、任何藝術創作，包括音樂作品，其創作方向及作品的風格、特色，一定或多 

或少受到該創作者成長環境的影響。張炫文、施福珍和簡上仁三位老師，在

其成長過程，都曾受到台灣鄉土民俗文化洗禮的環境與經驗，因此當他們從

事兒歌創作時，福佬系兒歌自然就是他們的選項，而且充滿鄉土風味。 

張炫文在創作生涯裡，雖然也寫了不少華語歌曲，但終究也寫了十餘首台語

創作歌曲；施福珍一生就創作了四百首以上的兒歌；簡上仁也在二百首以上

的兒歌。換句話說，透過本文的分析比較，印證了這個道理是確實合理的。 

三、以往對台灣創作兒歌的研究，大都以創作者的生平介紹，及其歌詞內容的探

討為研究範圍。本論文則進一步深入分析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等三位作

家兒歌作品的音樂組織及特色，並作比較研究。也就是說，台灣兒歌的研究，

已從過去的文學觀點研究，邁向音樂學觀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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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去對台灣創作兒歌的研究，都以單一作家及其作品為對象，雖也可仔細分

析與深入探討，但比較難以突顯出該作家及其作品的特色。本論文除了分析

並比較三位作家的背景及作品的詞曲內涵，透過相互的比較研究，才更能彰

顯出每位作家的特質及作品的特色。 

五、透過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的福佬系兒歌比較研究，我們可以確信三位作

家的作品，在台灣兒童的音樂教育和語文教學方面，都具有文化扎根的意義和

教育的價值。 

六、因福佬語是聲調性語言，三位作家的作品都相當講究「語言聲調與歌曲曲調」

的動向的諧和一致，因此他們的作品絕大多數都容易朗朗上口，聽得請楚，深

受喜歡。換句話說，就聲調性語言而言，聲調和曲調的諧和，是必需的要求。 

七、三位作家基本上都以五聲音階作為創作福佬系兒歌的原則，這似乎說明了「五

聲音階」是從台灣傳統民歌到現代創作歌曲，一直被沿用、不變的「作曲規則」。

在「調式」的分析比較方面，倒是透過這次的研究，提醒了我們，台灣其實自

下以來有一種非常獨特的調式：徵調，已逐漸被淡忘，但它却是值得發揚光大。 

 

 

第三節  對未來與本論文研究相關領域的建議與期待 

 

 本論文的研究，旨在對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家福佬系兒歌的分析、

比較與探討，研究的範圍有一定侷限性，加上筆者能力也有一定限度，無法作更

廣更深的探究。惟筆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有些與本論文研究領域相關

的議題，值得後來者進一步的探究： 

一、張炫文因已過逝，加上他的福佬系兒歌的創作數量並不多，在他仙逝後，一

般對他的作品之蒐集與研究已大致接近完整。但我們也發現施福珍及簡上仁，

還有許多優秀的兒歌作品，迄今未被重視並進行研究。 

 



 

  

196 

二、除了兒歌作品外，張炫文在華語創作歌曲方面，還有許多成人獨唱、合唱曲

等歌樂作品，值得進一步進行音樂組織和結構內容的分析與研究；而簡上仁

在福佬語方面，也有許多成人的歌樂作品，未被作深入的音樂學領域的研究。

他們兩位的這些成人作品，值得筆者個人或同好作為未來的研究素材，繼續

探討他們的成人作品的創作的理念和心路歷程，及音樂的特性和風格。 

三、在分析與比較三位作家的作品時，發現只有簡上仁創作有 So（徵）調式作品，

在研究過程中才了解這是台灣傳統民謠帶有的、獨特的調式，然而它却被現

代台灣的創作者及教學者所忽略。我們是否應針對台灣的 So 調式歌曲，作廣

泛的、深層的認識與研究，並應用在教育與創作之上。 

四、兒童歌唱的兒歌，其音域要幾度才適合幾歲的孩童，這在兒童音樂教育裡是

有一定規範的。然而福佬語有七聲八調，其第二聲（mr）是由上下降約二度

的雙音符字音，如「虎」；又第五聲（l,d）是由下上升約小三度的雙音符字音，

如「猴」。一首兒歌，當我在計算音域時，若最低音處是第五聲的歌詞，則為

發音清楚必需增加小三度修飾音，就會增廣二度的音域；若最高音處是第二

聲的歌詞，則會增廣一度的音域；若最低處是第五聲，同時最高音處是第二

聲的歌詞，則將增廣三度的音域。這在過去音樂教育家們考量「幾度音域的

歌才適合幾歲的孩童」時，並未將此因素考量其中，這似乎是一個值得研究

的議題。 

五、經查過去從事福佬系兒歌的研究者雖有一些，但許多數是屬於語文領域的研

究工作者，通常不會把研究的範圍包括音樂組織的部份。然而，兒歌是兒童

音樂教育不可或缺的素材，因此，希望有更多的音樂領城的研究者或音樂教

育工作者投入此行列。 

六、張炫文、施福珍及簡上仁，三位作曲家所創作的兒歌，都屬於文化性或教育

性較强的作品，缺乏市場功能，通常不容易被商業機構所出版，建議政府應

將其視為國家的音樂文化財予以妥善保存，甚至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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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研究尚難盡善盡美，但如果能為這個研究領域提供些許有用的研

究，就是研究最大的期待了。另外，論文研究除了要廣泛收集資料，仔細探討之

外，研究方法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或許本論述針對三位福佬系創作兒歌作曲家

的研究過程及方法，亦可作為研究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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