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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賞析】今晚活動無中場休息 

1.《向前走》 

打破台語流行樂一貫的悲情曲風，引領「新閩南語搖滾」風潮，被視為新台語

歌運動代表性作品之一。目前已被台灣流行樂壇定位為實驗性作品，作曲人林

強因這首《向前走》一曲成名，並獲得 1991 年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獎。現由

台灣阿卡貝拉教父朱元雷改編為阿卡曲，讓者首歌的力度更加飽滿。 

2.《可愛的玫瑰花》 

原曲為日本歌謠的《可愛的玫瑰花》是一首經常被翻唱的流行經典歌曲，最早

唱的歌手是歐陽菲菲，收錄在《珍重》專輯，因她不在國內打歌，只在海外版

專輯，當主打發片。因此，國人熟悉的是鳳飛飛主唱。另外歌手甄妮、李雅

芳、陳聖芬、辛曉琪也都詮釋過這首歌曲。 

3.《一樣的月光》 

《一樣的月光》是台灣校園民歌進入商業體制的國語流行歌曲創作高峰，是講

述聾啞拾荒老人扶養一個女孩成為大明星的電影主題曲。《一樣的月光》是改

變國語流行歌曲很重要的一首曲子，因爲國語歌曲從這首歌開始搖滾了。除了

搖滾外，歌詞反應民生疾苦，深入探討社會弊端和問題，不是一般風花雪月的

流行音樂感覺。 

4.《月琴》 

兒童作家李潼，1981 年緬懷台灣屏東恆春民謠歌手陳達，有感而發寫出〈月

琴〉歌詞，成長在台南保安宮附近的蘇來，接到歌詞後，勾起了兒時在保安宮

廟口聽戲曲的回憶，在譜曲時便以「思啊，思想起」為觸媒，將恆春調的特色

尾音加在裡面，五分鐘就以吉他譜寫完成曲子。 

5.《姊妹》 

由張雨生親手為歌手張惠妹打造的歌曲，也是張惠妹的第一張國語專輯，在臺

灣銷售累計 121 萬張，全亞洲累計 400 萬張，成為台灣最暢銷的 10 張專輯之

一。張惠妹憑藉這首歌一炮而紅，當年暢銷 108 萬張， IFPI 榜連續 9周佔據

榜首，打破年度銷售紀錄。 

6.《被遺忘的時光》 

2002 年電影《無間道》主題曲〈被遺忘的時光〉掀起一陣風潮。2008 年，侯

孝賢導演的法國電影《紅氣球》也採用了這首歌的法語版。作詞人陳宏銘寫下

〈被遺忘的時光〉時，還是個高三學生。因回想七歲前住在澎湖外婆家時下雨

的情景而創作了這首歌。本來歌名想叫〈是誰在敲打我窗〉，最後改為〈被遺

忘的時光〉。 

 



7.《心動》 

歌手庾澄慶與林曉培都曾唱過的同名電影主題曲《心動》，填詞人林夕填完詞

後，作曲者黃韻玲改了多個版本，都被導演張艾嘉打了回票，黃韻玲想起讀書

的時候，有個男生送給她愛的錄音帶，決定要用這個回憶譜曲，因為這首歌

「當時全世界只有黃韻玲跟那個男生知道的祕密，這首歌就是當時愛的見證。 

8.《橄欖樹》 

齊豫的成名曲《橄欖樹》，是由作家三毛作詞，原名《小毛驢》，因為在三毛在

西班牙流浪時，看見有很多小毛驢在原野上奔跑，像童話一樣富有詩意。但歌

詞裡「……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中的「遠方」，被當時

政府認為是紅統，所以一度被臺灣審查當局禁止。 

9.《Sukiyaki》 

輕快激勵的曲風，是日本 1960 年代推出後在全球發燒的歌曲，歌曲的內容及

意義均與料理「壽喜燒」毫無關係，歌詞裡也沒有任何一句「壽喜燒」出現。

歌曲原名為《昂首向前走》，改名是發行到歐洲時，英國考慮日文原名太長不

容易給當地樂迷深刻的印象，才改成簡短的《壽喜燒》（Sukiyaki）。 

10.《A Cappella In Acapulco》 

Acapulco 是墨西哥最古老，最知名的海灘度假勝地之一，1950 年代開始，這

裡是好萊塢明星和富豪的度假地。如今，依舊以它的夜生活著名。如歌詞描述

的世界幾個城市，Cappella 在 Acapulco，具有更多元豐富的生活。 

11.《Da Coconut Nut》 

菲律賓的 Smokey Mountain 樂隊團，早於 1991 年唱紅的一首歌曲，歌詞以椰

子為主題，講述椰子樹不同部位的用途，除了曲風活潑外，歌詞相當幽默逗

趣。 

12.《Dancing Queen》 

瑞典樂團 ABBA 唱紅的世界流行樂歌曲，發行當年，除了英國及歐洲大陸諸國

外，無論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墨西哥、南非及辛巴威都是的排行榜

冠軍歌曲。這首歌曲為何如此厲害，主要在編曲，你聽得見艾爾頓強，聽得見

披頭四，聽得見比吉斯年代的迪士可，還有暢銷歌曲必備的好歌詞開場。第一

句歌詞『Friday night and the lights are low』一出來就把聽眾帶到九霄

雲外了！ 
你的寶貴意見是我們辦理藝文活動的動力，任何意見我們都虛心接受，如果肯定這場藝文活

動辦理，請將手機掃描 QR CODE 填寫電子回饋，還有機會抽中 30 元餐券(限量 15 名)，會在

學生社團『特勤隊 Fb』公告。 

這學期其他三場藝文活動預告: 

(1) 11/03(三) 台北曲藝團《愛笑斯坦之時空相對論》                        

(2) 11/11(四) 《鬥牛士吉他二重奏》 

(3) 11/29(一) 《佛拉明哥舞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