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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早在2014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便與國立成功大

學（以下簡稱成大）多元文化中心合作進行音聲史料徵集、整理工作，除辦理

「臺灣唱片工業100年紀念展」與「聽！臺灣在唱歌—聲音的臺灣史特展」，

也建置富含音聲資料的「臺灣音聲一百年」網站。繼前年「聲音的臺灣史：聽

覺文化的專題工作坊」，召集許多學者談論各自相關聲音與聽覺的研究後，

2017年11月24、25兩日更是於臺史博擴大舉辦「聲音的臺灣史研討會」。此會

議集結了十五位發表者，涉及領域包括流行音樂、西洋音樂、傳統音樂等，放

眼可見各路音樂、文學、社會學專家學者聚集於此暢談關於「臺灣的聲音」。

學者們也進一步談論關於音聲史料及聲音地景的建置、傳媒下音樂的標

準化、全球化下的跨境音樂，以及政治高壓之於音樂的影響等議題。值得一

提的是，研討會也不全然是嚴肅的學術討論，此次還邀請到兩位唱片收藏家

談論他們蒐集唱片的心路歷程，又為本次活動增添趣味性，並更加拉近聽眾

與聲音史的距離。兩天的研討會裡，各有近百位的來賓與會，並樂意舉手發

問、彼此交流討論，可見與會者對「聲音的臺灣史」研討會抱持興趣，並帶

來正面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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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聲資料的整理現況與活動辦理

開場由臺史博謝仕淵副館長與成大多元文化中心代表參加的李承機副教

授位向在場的各位致詞。謝仕淵副館長向在場與會者說明了臺史博與多元文化

中心合作的淵源，如前文所述，雙方針對博物館所藏之音聲資料，與各方學者

專家討論，建構了音聲平臺「臺灣音聲一百年」。在此平臺中，博物館逐步對

這些音聲資料整理並且公共化，透過辦理展覽與活動，也漸漸意識到收藏轉化

為公共財的概念，並針對這些材料做推廣與研究。在各路人馬的協助下，讓博

物館的目標更加明朗化，透過音聲資料顛覆過去歷史研究被限縮在文字的想

法，關注與大眾文化相關的材料，因而能更探索過去我們不理解的臺灣歷史側

面，並引導出更多歷史對話的議題。不同機制的運作下，也使得聲音的臺灣史

建構不只依存於學術研究，博物館也期盼能使之公共化並廣為所用。

承接開幕式，李承機副教授除致詞外，也向與會者概略說明博物館與多

元文中心的合作目標與這幾年來的成果。雖然他已從多元文化中心主任的位置

卸任，但期盼學校方面能夠繼續支持聲音資料的保存與研究，使得音聲史能夠

真正進入臺灣人的記憶與生活之中。接著，詳細的成果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的黃裕元助理研究員分享。從資料整理到建檔，讓這些音聲資料中的元素能

夠在博物館展示，並重現於社會中，讓人們「聽見」是核心目標。兩人也提到

與其他單位間的合作，包括：臺灣留聲機協會、吳三連基金會、日本大阪民族

學博物館、新營建國電臺、中央廣播電臺，才使得這樣的計畫能夠繼續執行下

去。大致介紹後，黃裕元研究員向與會者報告本年度後半年所舉行的三場活動

且播放剪輯過的影片——從九月鄧雨賢嫡孫鄧泰超與長笛演奏家華姵合作，以

鄧雨賢為主題的演奏會演講作為系列活動的開場；十月有劉美蓮老師與朱家煌

醫師介紹江文也的音樂，並搭配蟲膠唱片播放之聽講會；十一月有黃裕元助理

研究員介紹蔡培火於文化協會的作曲，並搭配點心擔合唱團的編曲與現場合

唱，為系列講座劃下美好和諧的句點，這些都是臺史博與多元文化中心努力將

音聲資料觸及更多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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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聲文化的言說構造：音聲知識庫與歷史記憶

經過開幕式與精彩的成果報告後，聲音的臺灣史研討會終於拉開序幕。

第1場次的主持人為臺史博謝仕淵副館長，與談人為成大李承機副教授。此場

首先由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音樂學研究所的沈冬教授發表〈由母帶

到黑膠――四海唱片母帶保存的臺灣聲音考論〉論文。沈教授長時間投注心力

於四海唱片的研究上，而本次在會議上則向與會者們分享關於四海唱片廖乾元

先生完整保存下1950至80年代的1610卷母帶的相關研究。沈教授說明，母帶的

出土與數位化標誌了原音重現的可能性，勝過有長度限制且聲調音質不如母片

的唱片；資料實在太豐富，遺憾整份報告只能以15分鐘左右火速向在場聽眾報

告。而最後，教授也期許透過這些有聲資料組成微型音樂史，為整體臺灣音樂

史拾遺補缺。

第2位發表人為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峙維助理教授，內容是〈從

〈三聲無奈〉談流行音樂唱片市場中「標準化」的民歌〉。開頭陳助理教授便

點出流行音樂透過唱片、廣播與電視的傳播，經常被大眾記憶為某種流行唱法

才是正統，而原曲的原真性反而被忽視或認為錯誤。陳助理教授以自身經驗詼

諧抱怨，明明自己演唱的才是原唱法，卻被誤以為是唱錯，而這顯現的是傳播

媒體標準化的力量。報告除以〈三聲無奈〉為例，也以呂泉生的〈丟丟銅〉與

徐佳瑩的〈身騎白馬〉為例，印證音樂家的重新編曲與流行歌曲的改編，反而

取代原唱法成為大眾心中的正確唱法。

第3位發表人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副教授山內文登副教授，因無法到場而由

李承機副教授代讀，其討論的是〈聲音作為方法：一個關於其檔案建構與現代

知識體系的斷想〉，內文說明聲音透過建置的方式如何成為知識的一環，包含

聲音變成商品是有一套資本主義的邏輯將影響建置。而此文主要是作者對各種

不同發聲周邊產生的想法，並強調檢討臺灣跟朝鮮在帝國殖民地日本統治下錄

音的面向，變成聲音檔案的建置，對現代知識體制的問題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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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午場知識的錘鍊，午餐後由臺史博黃裕元助理研究員主持，邀請

到臺灣留聲機音樂協會黃士豪會長進行一場較為輕鬆親民的演講，苦談他蒐集

唱片的心路歷程，並且自豪地分享他的唱機與唱片。黃士豪會長全程臺語演

講，加上其幽默有趣的口吻，將他自身經歷描述得栩栩如生，包括與唱片行老

闆、拾荒者交陪的過程，是一般人少有體會過的另一種世態。其中也穿插了老

唱片的樂音，在場聽眾反應良好，經常被會長逗笑，整場氣氛十分愜意自得。

四、音聲文化的社會性（一）：無所不在的聲音地景

第1天下午繼續進行第3場次，主持人和與談人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

下簡稱南藝大）藝術史學系黃猷欽副教授以及陳峙維助理教授。首先由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研究所的王振愷向大家談論〈《鹽田區長》到

《大佛普拉斯》：論臺灣電影中西南部沿海地景再現與聲音政治〉，針對幾部

臺灣電影，王振愷探討了西南部沿海的地景如何在不同的電影中再現出不同樣

貌。以六部電影為例，分別比較電影中使用的語言、音樂與歌曲，回應它們如

何作為臺灣歷史變遷的重要證明。黃副教授肯定此篇論文，不過也提出一些思

考。例如：若以西南沿海地景作為電影拍攝對象，來考察聲音政治，西南沿海

作為範本恐怕難以概括全貌。而電影中臺灣語言多重現象也能與聲音相互連

結，則能探討更多相關議題。

同樣研究聲音地景，成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的高鈺昌博士關注的是文學中

的「聲音」，他談的是〈『聽—見』文學的聲音：以李渝、郭良蕙文本中的臺

北聲音景觀為例〉，分析文本中的聲音景觀的建構與富含的繁雜意義。在15分

鐘內，高鈺昌帶領我們徜徉在文本的聲音世界中，像是一場導聆，讓我們不只

是用視覺感受文本文字，而是以聽覺觸動文本與心靈的連結。陳峙維助理教授

作為評論者也關注高鈺昌幾類型的聲音地景如何套用到文本，又如何回饋到音

樂學討論？而又如何透過這些文本建構出一個怎麼樣的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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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聲文化的地形學（一）：流行音樂的定錨與越境

第3場次的主持人與與談人為南藝大民族音樂研究所蔡宗德教授、成大藝

術研究所楊金峯副教授及陳峙維助理教授，此場評論與者與發表者互動較多，

對話深入精彩。第1位發表者為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黃國超副教授，他的研究

題目是：〈聲音做為一種疆界—國、臺語山地歌的再現研究〉。在這份報告

裡，談及某種臺灣民眾對於所謂原住民歌曲的聲音或配器的定見，而黃副教授

所探討的「漢語山地歌」便能發現其拼貼模仿的痕跡，他也詳細整理演唱歌手

與創作者，搭配實際音檔舉歌曲為例，研究這些歌曲的美學操作與再現，漸而

帶出透過音樂分離出的認同群體問題。

第2位發表人為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黃文車副教授，其研究的是

〈從香港廈語片到南洋摩登廈曲：1930年代臺語歌曲的流動與記憶〉。以往

在談論臺語歌曲時，較少研究者會跨界到廈語片領域，而黃副教授帶領我們

抵達較不同的地域去聆賞臺語歌曲並考察其脈絡，發現1930年代由鄧雨賢、

李臨秋、陳達儒等人創作的臺語歌曲也在這些地區被流傳使用或改編，並藉

此形成一個時代中的集體娛樂記憶，讓臺灣與香港、新馬等地相互呼應聲音

歷史發展。

此場最後一位發表人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北藝大）音樂學研

究所研究生馮祥瑀，他的題目是〈跨界音樂的反思—以顏志文以及山狗大後生

樂團之客家藍調的論述與實踐為例〉。內文主要介紹客家藍調的淵源、特色及

美學，以及其影響，且陸續介紹許多客家藍調的創作歌手。最後，馮祥瑀也反

思如何在全球化下，將跨界音樂作為一種新風格，亦使傳統文化不斷流動，並

製造藝術性與商業性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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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聲文化的地形學（二）：日治時期音聲新舊混雜

第2天早上場為第4場次，此場的主持人及與談人為成大施炳華教授及國

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黃俊銘助理教授。第一位發表人為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研

究生林芷柔，他的論文是〈日治時期的藝妲文化與藝妲之聲〉，研究對象為日

治時期錄製藝妲歌唱南管的唱片，除指出錄製唱片的時代背景，更概談藝妲文

化，且以這些歌曲放眼當時代的社會現象。

另一位發表人為成大臺灣文學研究所蔡明原博士，他報告的主題為「勞

動與反共──1950 年代兒童歌曲中的身體政治與家國想像」。雖然藉由歌曲

帶出身體政治的議題已有許多相關研究，但兒童歌曲卻鮮少有人關注。蔡博士

從文本分析的角度切入，並指出當時的政治操控是如何滲透兒童歌曲，印證這

些音樂對孩童的身體規訓及價值觀的灌輸有重大的影響，而這些作為也呼應50

年代的政治高壓的時代氛圍。

七、聽覺的現代性（一）：作為政治的觀照

早上另有第5場次，此場由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陳威仰助理教授及黃裕

元助理研究員作為主持人和與談人，發表的兩篇論文是臺大音樂學研究所研究

生王婕的〈日治時期臺語流行歌曲音樂分析研究──初探王福編作歌曲之創作

手法及音樂內涵〉以及國立苑裡高中教師翁柏川的〈時代的心聲／新聲──臺

語流行歌在 1930年代的挫折與1980 年代的轉折〉。

王婕引林太崴所言，欲探討王福歌曲中的「隱藏制式規則」，尤其與同

時代的張福興有何不同？以王福發行的歌曲為例，逐首介紹並對照原曲與改編

版的差異，體現作為文藝部長的王福，對於當時代市場的想像與理解，透過這

些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模式。而王婕也對於過往研究少提及王福感到惋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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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想透過此份報告彌補此區塊，點出王福在日治臺語流行歌研究的重要性。

翁柏川過去所做的研究較著重於文學領域，以研究「軍中三劍客」為

主，而此次他跨域研究臺語流行歌在1930年代的發展，從運動歌曲到流行歌再

推進到戰爭時期的時局歌，並以歌詞文本分析其中的意識形態。針對50至70年

代臺語歌的狀況，翁老師概談時代背景與政治操作對歌曲的影響，接著將80年

代作為臺語歌的「復甦」，並推論解嚴後確實開拓臺語流行歌的新版圖。

經過早上的場次，下午由自由時報記者兼收藏家的林良哲先生同樣談他

蒐藏唱片的心得，林先生分享他在唱片行意外獲得他的第一張78轉唱片〈桃

花泣血記〉的驚險過程，讓這些國寶級唱片得以在此研討會亮相分享。與前

一日的黃士豪會長相同，兩人皆以留聲機現場播放難得一聽的老唱片，讓聽

眾們大飽耳福。

八、聽覺的現代性（二）：如何再現？如何經典？

最後一場次，由李承機副教授主持兼評論，而另外還有評論人為陳威仰

助理教授以及林良哲先生。由於第1位發表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培豐

研究員臨時不能抵達現場，因此由承機老師代讀且評論。此篇主題為〈理直氣

壯還是低聲下氣：從日治時期的民謡觀看臺語流行歌曲〉，陳研究員認為流行

歌曲前身是民謠，他先以新民謠運動指出臺語流行歌在1930年代蓬勃發展的可

能性，進一步分析戰前臺語流行歌曲中的生態與特色，釐清民謠觀念和音樂近

代化如何整備，並如何進一步對國民國家的形塑產生影響；而其中，女性、俚

謠、殖民在歌曲中的呈現與意涵，皆是陳培豐所關注的焦點。文章最後再以臺

灣、日本及朝鮮三地流行歌曲發展去比較，並思考日治時期臺語流行歌的其他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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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位發表者為IC之音電臺主持人劉馬利小姐，題目為〈臺灣合唱音樂錄

音史—以蕭泰然（1938-2015）的作品為例〉，主要研究蕭泰然先生，就時代

性、技術性以及藝術價值來分析蕭泰然的合唱音樂專輯，並藉此研究標示出臺

灣合唱音樂錄音史的重要性。其中，劉馬利帶來音檔並搭配其歌聲演唱呈現蕭

泰然先生的作品讓人耳目一新。

最後1位發表者為成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朱英韶，題目為〈禁禁出

出：1960年代臺灣禁歌簡史及臺語歌曲在其中的角色〉，將研究範圍鎖定在國

民黨政府尚未對臺語歌曲進行高度壓制的1960年代，並展示了當時的禁歌目

錄，還有選擇幾首當時的國語禁歌作為評論，並進一步推敲臺語歌在當時代政

治裂縫中如何發展，以及之後提供本土運動養分的可能性。朱英韶的簡報並不

僅有文字，也搭配幽默搞笑的圖片，偶爾引發觀眾笑聲。在評論的過程中，林

良哲先生也依循此題目，介紹了些許他所收藏的60-80年代禁歌唱片，使讀者

又擴大對禁歌的理解。

九、小結：音聲資料的延展

為期兩日的「聲音的臺灣史」研討會，在發表15篇論文以及兩場精彩講

座的充實議程下，順利落幕。不過，由於發表、討論時間十分短促。因此，即

使活動結束，也可見與會者仍熱絡地欲與各場次的發表人發問、討論議題、交

換名片，這些都是此場會議的正面迴響。

整場會議由音聲文化的言說構造談起，沈冬教授和陳峙維助理教授提供

皆依循著史料，探討原音、原真的重要性，彷彿構築一座巨大的音聲知識庫並

進而連結歷史記憶，尤其沈教授的母盤數位化提供了持續研究的珍貴素材。接

著，從無所不在的聲音地景，王振愷與高鈺昌藉由電影與文學兩個不同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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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展示了文本中的聲音，各式音聲流竄交織出現實地景，而這些地景與文

本中的角色、大眾互動，進而產生特別的現象或意義，也呈現了音聲文化的社

會性。

再來，從地形學切入日治時期、現當代的流行音樂──包含黃國超研究

的山歌、黃文車開啟的南洋廈語片領域、馮祥瑀探討的客家藍調、林芷柔對

藝妲錄製唱片的觀察以及王婕細緻針對王福歌曲的剖析，皆提供了不同思考

音聲資料的角度。進一步推移，音聲也終究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陳培

豐從新民謠觀看日治臺語歌曲、蔡明原對1950年代的兒童歌曲、朱英韶解讀

1960年代禁歌與臺語歌的關係、劉馬利以蕭泰然為例子所標誌的臺灣合唱錄

音史，以及翁柏川針對1930與80年代臺語歌的綜合探討，以上論文也呈現了

音聲位在臺灣各個時代的政治氛圍與意涵。

最後的閉幕由謝仕淵副館長主持，他總結會議的4個主題是有意涵的，不

僅僅只是分析的架構，也可以在未來繼續透過展覽或研會的方式持續進行相關

討論。而作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他也思考，從博物館的角度舉辦

學術研會，需要具備何種特色？也因此，此場會議才會邀請兩位收藏家演講，

除了以收藏界的角度來觀照臺灣音聲資源的現況，也期盼藉不同作法能夠吸引

到更多元領域的參與者，讓音聲資料研究可以獲得更廣泛的迴響。而不僅是早

已於此領域深耕的學者們，此次活動也吸引了年輕的一輩，不同時代、社群的

聲音在此研討會對話，這樣的活動會是一個開始，也將不斷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