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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玉與日治時期臺灣 
的流行音樂∗ 

施慶安∗∗ 

近年來，由於2003年金馬紀錄片『跳舞時代』在公視播送後，

興起一股日治時期臺語流行音樂的風潮，例如「四月望雨」

舞台劇的展演、「臺灣之歌」的票選活動、「解嚴20週年」

禁歌演唱會等。上述活動舉辦的目的雖不盡相同，但都是臺

語流行歌曲受到重視的表現。1930年代的臺灣，正是新文學

運動與臺語流行音樂蓬勃發展的重要時期。許多知識份子投

入創作，為臺灣文化播下許多珍貴的種子，奠定日後文藝大

眾的基礎。陳君玉身為此時代的知識份子，除了在文學領域

中參與文藝組織，也投身音樂界，致力於臺語流行音樂的歌

                                                      
  ∗ 本文初稿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悉心指正，實獲益良多，謹此致上由衷謝意。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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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創作。本文主要分析「臺灣文藝協會」的發行刊物《先發

部隊》及《第一線》中有關陳君玉的歌詞創作，說明文藝與

音樂之間的關係，從而瞭解陳君玉為「文藝大眾化」所做的

努力及貢獻。 

關鍵詞：陳君玉、流行音樂、臺語流行歌、新文學運動、文

藝大眾化、文藝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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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偶然機緣接觸公視拍攝的【跳舞時代 Viva Tonal】，描述 1930 年代

臺語流行音樂在臺灣轟動的過程，本片的紀錄內容可說再現昔日流行音樂

及唱片工業的興隆，自然也是 30 年代新式文明生活的縮影。片中有五條

脈絡在日治臺灣的時空背景下展演著，其中一條正是有關陳君玉的記錄。

只見穿白上衣、佐黑長褲的陳君玉，對歌手純純懷抱好感卻無法修成正

果，箇中遺憾可想而知。雖然予人不勝欷噓，卻也點出『自由戀愛』的思

潮影響著時下的臺灣青年突破傳統。1 

  欣賞完畢後，筆者對於陳君玉其人其事倍感興趣，於是著手蒐集相關

資料。蒐羅過程中頗感挫折，因為相關資料可謂少之又少，所幸有莊永明

先行探討，筆者不至空手而回。2 

  據莊永明記錄，1930 年代的臺灣、非武裝抗日運動所蔚成的澎湃江

河中，臺灣新文學運動是一條重要支流，對於臺灣新文化的啟蒙運動，有

著極大的貢獻。這些以筆代刀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優秀作家們，有不少都

插足臺語流行歌曲的歌詞創作，如蔡德音、廖漢臣(文瀾或毓文)、黃得時、

                                                      
  1 《跳舞時代Viva Tonal》獲得2003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見公共電視版網

站：http://www.pts.org.tw/~viewpoint/arch/92.04.24htm.htm。取得時間：2007
年8月30日。 

  2 陳君玉的相關敘述多數為莊永明所記載，雖然內容頗為大同小異，卻提供

筆者許多靈感來源。見莊永明，〈臺語歌樂的諍友——陳君玉〉，《雄獅

美術》114(1980.8): 116-119；莊永明，《臺北市文化人物略傳》(臺北：臺

北市文獻會，1998)，181-194；高麗鳳 總編輯，《臺北人物誌．第貳冊》

(臺北：臺北市新聞處，2000)，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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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啟明(櫪馬)、陳君玉(鄉夫)……等人，，都是當時的作詞家，其中陳君玉

堪稱是日治時期臺語流行歌曲歌壇上閱歷最豐、貢獻最大的一位。3 

  從上述記載中，有幾項關鍵的部分是可以去討論的。其一，陳君玉曾

經投身、奉獻於新文學運動中，何以後來研究者在討論此運動的推手或參

與者時，往往忽略陳君玉或是不提其名？再者，陳君玉一方面投入新文學

運動的創作，另一方面在臺語流行歌壇中也頗負盛名。如此穿梭、忙碌天

平兩端的同時，又讓新文學運動開創什麼方向、為臺語流行歌壇注入什麼

活力？最後，本文既然以陳君玉為研究主題，因此筆者在戮力蒐集相關資

料後，期望能透過他的文學作品及詩歌創作的內容中，提出筆者內化過後

的一些啟發或看法，盼能獲得先進與同好的批評指教。 

二、 「默默」無名的文化工作者 

  陳君玉為何許人？姑且從莊永明的記錄中，來一探這位沒有顯赫名聲

的「不平凡的平凡人」。4陳君玉(1906-1963)，流行歌壇與新文學運動健將，

筆名鄉夫、陳鄉夫，臺北大稻埕人。父親是人力車伕，無力培育他進學，

小學四五年級就輟學。當過小販、布袋戲班學徒，檢字工人，後遠赴大陸

山東、東北，在日人報社內工作，奠定中文寫作基礎。二十歲回臺，正值

新文學澎湃期，他發表新詩與小說。1933 年「臺灣文藝協會」成立，他

                                                      
  3 莊永明，〈臺語歌樂的諍友—陳君玉〉，116。 
  4 陳君玉與世長辭後，友人王一剛曾撰文感嘆與懷念，文中對陳的形容詞即

為「平凡而又是不平凡的」，見王一剛，〈陳君玉事略〉，《臺灣風物》

13.3(1963.6):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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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活躍份子。為了創辦一份刊物，他們向幾個唱片公司邀廣告，終於在

1934 年推出《先發部隊》雜誌。1933 年陳君玉投效流行歌壇，為古倫美

亞公司聘為文藝部長。1934 年轉入郭博容創立的「博友樂」唱片公司，

將臺語流行歌曲從含苞待放帶進了百花盛開的階段。1936 年轉入吳德貴

主持的「豪華唱片公司」，1937 年任「日東唱片公司」文藝部長。此外，

1935 年與廖漢臣合辦「臺灣歌人協會」，共謀提昇臺灣流行歌曲的水準。

1936 年與蘇桐等組織「臺灣新東洋樂研究會」，從事漢樂改良。日治末

期，因戰爭需要翻譯人員，陳君玉開設「燕京語同好會北京語講習所」於

今重慶北路。戰後再因時局需要，開設「呢喃巢讀書會國語補習班」，直

到 1951 年。在政府大力推動國語之後，他很快失業。因省參議員黃純青

推薦，一度在樹林中學和鶯歌中學教書，因學歷不足告罷。與王詩琅主持

《學友》、《新學友》等兒童雜誌的編務，翻譯童話、小說。還擔任《臺

北市志》的纂修，為《臺北文物》撰稿。1963 年 3 月 4 日因肝癌去世，

享年五十八歲。5 

  上述內容可說是陳君玉留予後人認識的短文。篇幅雖短，但從文中仍

舊可見陳豐富多彩的人生，看似平常，實則「非常」。 

  首先，除了以「既平凡又不平凡」形容陳君玉外，日後他人撰寫陳的

生平事蹟並給予定位時，往往偏重其對日治臺灣的社會貢獻，因此有「臺

灣歌樂(或稱歌謠)的諍友」、6或是歸類於「藝術項目之人物」7等褒獎詞。

                                                      
  5 國家圖書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

書館，2003)，511-512。 
  6 如「不平凡的平凡人——臺灣歌樂諍友  陳君玉」，見高麗鳳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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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陳在當時戮力從事音樂、文化活動，為「文化」臺灣所做的努力是需

要我們後人加以肯定的。至於文中說陳是流行歌壇與新文學運動健將，筆

者將於下面兩節探討他在此兩領域中的重要性。 

  再者，陳君玉出生於不富裕的家庭，無法接受正規且完整的教育，自

小便輟學外出工作協助家計，如小販、布袋戲的操演副手、學印刷檢字工

等，也曾遠赴大陸東北的日人報館任印刷工，返台後仍操舊業——印刷工

工作。8由於接觸與從事相關的文字工作，加上陳勤奮不勉地半工半自修，

奠定日後中文寫作的基石。曾經在《台灣新民報》連載關於印刷工人的愛

情小說——「工場進行曲」，可說是為創作習練上擊發第一槍。1930 年

代的新文學運動中，陳也投身其中，為台灣文藝的發展付出一己之力，只

可惜歷來研究者多所忽略。1937 年日本侵華越趨猛烈時，為了因應戰爭

需要，教育志願兵和培養通譯人才成為首要工作。經臺北州知事認可而成

立的三家講習所之一——陳君玉設立於大稻埕日新町(今重慶北路)的「燕京

語9同好會北京語講習所」，10可見陳北京語的專業程度已然受到日本政府

                                                                                                                
《臺北人物誌．第貳冊》，132-137；或是「臺灣歌謠的諍友——陳君玉先

生」，見莊永明，《臺北市文化人物略傳》，181-194。 
  7 陳君玉位列民國時期第三項「藝術」11目，見曾迺碩總 編纂，《臺北市

志》(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1988)卷9，269-270。 
  8 據陳君玉回憶早年在臺北印刷所當檢字工，後應岡山印刷所之招離開臺

北，兩年後返台仍於印刷所做工，彼時流行歌於市面上流行，故隨便創作

四支歌：「單思調」、「閨女嘆」、「毛斷相褒」、「大橋行進曲」。見

陳君玉，〈日據時期臺語流行歌概略〉，《臺北文物》4.2(1955.8): 24-25。 
  9 燕京語在日治時期稱為「支那語」、「北京語」，民間則有「正字」、「官

話」的稱呼，陳君玉的國語和注音符號是年輕時在大陸學習到的。見王一

剛，〈陳君玉事略〉，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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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 

  二次世界戰後，隨著政治局勢的變遷，臺灣轉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

因此學習國語的熱潮更加熾烈。陳掛起「呢喃巢讀書會國語補習班」的招

牌重操舊業，直至 1951 年為止。對於國語運動的教授、傳播與推動，陳

君玉可說是其中的先驅者。兒童刊物雜誌，如《學友》、《新學友》上也

有陳的執筆痕跡，雖然大多是改寫或翻譯，但仍可從那些堅實的筆致中看

出成熟的文筆。11由此看來，文化工作一直是陳所關心與重視的課題，可

謂奉獻一生為文化臺灣這塊土地。 

  三來，在布袋戲班擔任學徒的工作，也替陳君玉開闢一條嶄新的道

路，即擔任流行歌曲作家與唱片公司文藝部長之職。12大陸東北報館的工

作，讓陳有機會直接接觸白話文，供陳日後嫻熟駕御文字的訓練。另外，

臺灣印刷所的職業也是陳學習使用文字的一個契機，了解到臺灣人民用字

遣詞的語調、語法及習慣，慢慢地對於文字也就有了濃厚的興致。後來受

到古倫美亞黃韻柯經理的委託及當時公司政策的自由開放之故，陳便投身

                                                                                                                
 10 莊永明，《臺北市文化人物略傳》，191-192。 
 11 王一剛，〈陳君玉事略〉，18-19。 
 12 從陳自己撰寫的〈日據時期臺語流行歌概略〉中，提到自己曾於流行歌曲

火紅時發表過一些歌曲(見註7)，不過陳坦言當時不僅不慣於運用方言，結

構散漫，而且也犯了粗製濫造的毛病。見陳君玉，〈日據時期臺語流行歌

概略〉，25。由此可知創作歌曲乃一時性起之舉動。然而文中並未提及吸

引他致力於音樂園地的原因，故筆者認為可能與從事布袋戲學徒之經歷有

關，在耳濡目染且頗感興趣的情況下接觸民間音樂，為日後投身流行歌壇

創作埋下茁壯的種子。或許此相關課題宜另文做探討。 



．44．施慶安 政大史粹第十四期 

臺語流行歌壇的創作行列，堪稱是早期的耕耘者及開拓者。13 

表1：陳君玉創作「臺語流行歌」一覽表 

時間 創作歌曲 唱片公司 負責人 文藝部長 

1933 

橋上美人、跳舞時代、蓬

萊花鼓、摘茶花鼓、觀月

花鼓、青春謠、春江曲、

梅前小曲、南風謠 

古 倫 美 亞

(Columbia) 

柏 野 正 次

郎(或稱柏

野正二郎)

陳君玉 

1934 風動石、一心兩岸 博友樂 郭博容 陳君玉 

1934 三嘆梅雨、阿小妹啊 
太平 

(後改泰平) 
 

陳運旺、 

趙啟明 

1935 
半夜調、月下相褒、想啥

款？、戀愛風 

勝利 

(Victory) 

日 星 商 事

公司(板橋

林本源家)

張福興(先)

王福(後) 

1936 月月紅、黎明山歌 臺華 吳德貴 陳君玉 

1936 簷前雨 文聲 江添壽  

1937 隔壁兄、琵琶春怨、新婚 日東 呂王平 陳君玉 

                                                      
 13 陳君玉回憶道：「……當時古倫美亞的政策，怕減煞了作者的創作熱，對

於作品，採取置之不評的態度，一律好壞兼收。」可知1930年代恰逢電影

「桃花泣血記」來台宣傳造成的流行歌曲熱，開始了臺語流行歌的創作風

潮，陳也在當時嘗試作詞。參閱陳君玉，〈日據時期臺語流行歌概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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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的感情、賣花曲、日

暮山歌(曲寄失業兄弟) 

(或稱日本) 

1938 戀愛列車、終身恨 
東亞 

(後改帝蓄) 

陳 秋 霖 等

人 
 

a.表格由筆者製作而成。 

b.參考資料：呂訴上，〈台灣流行歌的發祥地〉，《臺北文物》2.4(1954.1): 93-97；

陳君玉，〈日據時期臺語流行歌概略〉，《臺北文物》4.2(1955.8): 22-30；莊永明，

〈臺語歌樂的諍友——陳君玉〉，《雄師美術》114(1980.8): 116-121。 

  從表 1 中可以看出，自 1933 年任古倫美亞文藝部長後，陳便大量創

作臺語流行歌詞，直到 1938 年後東亞等唱片公司在日本政府皇民化政策

下吹熄燈號。期間陳共任 4 家唱片公司的文藝部長，計有 27 首作品產出。

其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是 1933 年陳於古倫美亞任文藝部長後，拉攏許多傑

出人才進公司從事歌曲創作。作曲方面有公學校音樂教師鄧雨賢、出身教

會學校的姚讚福、及公司專屬作曲者蘇桐等人；作詞者計有「歌人醫生」

林清月、「公學士」李臨秋、吳得貴、周若夢、蔡德音、廖漢臣及陳君玉

等人；演唱女歌手有公司專屬純純，另外聘請林是好、青春美、林月珠及

男歌手王福等人。總體看來可謂陣容齊全、人才兼備、實力堅強。半年多

來新創作的詞、曲，不下數十支。新舊作品合起來，則將近有一百支的流

行歌。14在陳君玉的帶領下，古倫美亞成功地開拓出臺語流行歌曲的一片

天地，也打通了往後唱片市場的任督二脈，進入唱片業的「競爭時代」。 

  友人王一剛嘗言：「陳君玉的本色是在臺語流行歌的作詞。臺灣自從

                                                      
 14 陳君玉，〈日據時期臺語流行歌概略〉，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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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臺語流行歌以來，他就參加這種工作。」15可見音樂之於陳的重要性與

歸屬感。1935 年 2 月 10 日，陳鑒於此時歌壇從業人員越來越多，與廖漢

臣倡議「結社」，一來可敦睦情誼，二來也可相互切磋，因此假臺北巴西

喫茶店召集籌組會議。與會者 20 餘人，席上決議成立「臺灣歌人協會」。

3 月 31 日，假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奧稽沙龍三樓舉行成立大會，出席會員多

達 50 餘名，會中審議會則並召開選舉，票選出林清月、詹天馬、陳君玉、

廖漢臣、李臨秋、張福興、高金福、王文龍等人為理監事，並共推陳君玉

為議長。16由此看來，陳在臺語流行歌領域中，確實扮演要角，其地位和

成就是受人肯定的。雖然此會因為會員散居各地，在聯絡不易的情況下，

如曇花一現般消失，但臺灣第一個由歌壇從業人員所組織的社團——「臺

灣歌人協會」及會員為臺灣音樂的付出仍值得鼓勵。 

  除了籌組與歌樂相關的社團組織外，陳君玉對於臺灣音樂的出路也相

當重視。由於西洋音樂傳入臺灣已行之有年，在新式西洋音樂與傳統民間

歌樂的接觸與激盪下，鑒於西洋樂器之長與固有樂器之短，陳君玉亟思要

改良漢樂。171936 年陳君玉聯合陳秋霖、蘇桐、陳水柳、林錦隆等人，發

起籌組台灣第一次的國樂改良運動，即「臺灣新東洋樂研究會」，會址設

                                                      
 15 王一剛，〈陳君玉事略〉，19。 
 16 莊永明，《臺北市文化人物略傳》，183-184。 
 17 西洋音樂傳入臺灣和教會有密切關係，荷治時期堪稱其發軔期。但真正大

規模地引入臺灣，則要屬臺灣開港後。因傳教士來臺日多，教堂內歌詠佈

道是方式之一，因此西洋的聲樂與器樂便隨著傳教事業，逐漸在民間發

芽。見陳碧娟，《臺灣新音樂史——西式新音樂在日據時代的產生與發展》

(臺北：樂韻出版社，1995)，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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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稻程九間仔口陳發生(即陳達儒)之家。陳君玉嘗言： 

當時，我曾和陳秋霖等計畫創造一種『新音樂』，那時候，是想

改造『南曲』和台灣固有的『樂器』，於是在陳發聲(生)家中練習……

所用絃仔、橫笛都別出心裁，加以改良過，演奏時的聲音都和普

通的樂器相殊……。18 

據莊永明紀錄，潘榮枝曾將南管樂曲改編為爵士樂，陳君玉和陳秋霖也手

製大型南琶，由此可知音樂從業人員響應「新音樂」的努力。而該會也曾

應臺北廣播電台之邀演奏，大獲好評。19後又於「永樂座」參加稻華俱樂

部藝旦戲的演出，惜因經費短缺終告解散。20改良漢樂的努力如同台灣歌

人協會一樣，最後在未成氣候的情形下急速告吹，但奮鬥的成果讓「新音

樂」能在皇民化運動鋪天蓋地的籠罩下，繼續傳達時代的心聲。 

  史家王詩琅談到陳君玉： 

雖然一輩子從事文化教育的工作，但是不但沒有顯赫的文名，也

沒有驚人的永垂不朽的作品，更沒有做過顯要的官……但我來回

顧他的足跡，毫無躊躇地我們可以稱他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戰士。21 

回首陳君玉短暫的一生，縱然不是達官貴人的家世，也無顯赫傳世的名

聲，更沒有驚天動地的文作，然而在歷史長河的奔流中，陳的足印並未被

沖銷殆盡，他活躍於日治及戰後的臺灣社會，以一己之力結合同好，出錢

                                                      
 18 臺北文物編輯部，〈音樂舞蹈運動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物》4.2(1955.8): 

67。 
 19 臺北文物編輯部，〈音樂舞蹈運動座談會紀錄〉: 67。 
 20 莊永明，〈臺語歌樂的諍友——陳君玉〉: 118。 
 21 莊永明，〈不平凡的平凡人〉，《臺北畫刊》394(2000.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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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力將文化種子播種下去，尤其是臺語流行歌的激發與產生，陳絕對居功

厥偉。由此看來，陳君玉其實是一位雖「默默」但「不平凡」的工作者。 

三、 《先發部隊》的「音樂」性
22 

  1930 年代，新文學運動正以澎湃江河之勢在台灣各地展開。其中 1932

年受到一群東京留學生成立「臺灣藝術研究會」並發行《福爾摩沙》雜誌

的啟發，臺北的一班文學青年廖毓文(漢臣)、郭秋生(芥舟)、黃得時、朱點

人(石峰)、林克夫(金田)、吳逸生(松谷)、陳君玉、王詩琅(錦江)、黃啟瑞(青

萍)、黃湘頻、林月珠、蔡德音(天來)、徐瓊二(淵琛)等 13 人，於 1933 年

10 月 25 日成立島內第一個文學社團「臺灣文藝協會」，並於 1934 年 7

月 15 日發行機關雜誌《先發部隊》，半年後更名為《第一線》。23接下

來筆者想從《先發部隊》與《第一線》兩份刊物的觀察與討論中，試圖了

                                                      
 22 廖毓文說「先發部隊」是「先鋒隊」的日本名稱，至於使用此名稱的原因，

廖已經忘記。不過黃得時說：「我們敢不以『先發部隊』的精神和使命自

許，向目的地勇敢圖進，務期在於既成園地之外，擴大一點園地，並且努

力於刪除既成園地裡的荊棘，使全面的臺灣新文學能夠健全的發展和繁

榮，進而應付時代的要求，做起未來的所有生活分野的先驅和動力呢？」

可見「先發部隊」名稱是有開路先鋒的期許存在。參閱黃得時，〈臺灣新

文學運動概觀(三)〉，《臺北文物》4.2(1955.8): 104-120。 
 23 關於其中的轉變，廖毓文說：「《先發部隊》通過日本政府的檢閱後，便

正式發行。然而，因為在經營方面不甚努力，所以寄售在各地書店的誌款，

多沒有回收。於是第二號的出版不得不延宕下來。……後來因為臺灣文藝

聯盟的產生，使同號們產生的競爭心所驅使，因此致力於第2號的出

版。……半年後(1935.1.6)發行第2號，並改稱《第一線》。見廖毓文，〈臺

灣文藝協會的回憶〉，《臺北文物》3.2(1954.8):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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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音樂創作與文藝雜誌的關係。 

  廖毓文曾在〈臺灣文藝協會的回憶〉一文中，談起成立文學團體的動

機： 

……在這次的訪問中，也互相談起『南音』停刊後的文學界及臺

灣新文學運動不能進展的原因，都缺乏一個健全而有力的組織為

主體，以糾合全島的同志，採取集體的行動，來爭取民眾，以鞏

固新文學運動的的社會地盤。於是，互相同意先糾合住在臺北的

同志，重新建立一個文學團體，創辦一個刊物，來號召全島的同

志。24 

於是由郭秋生勸誘黃得時，廖毓文勸誘林克夫、朱點人、蔡德音、陳君玉

諸人參加組織，舉行數次籌備會議後，通過八條議則以規定協會的組織精

神及工作目的。 

                                                      
 24 廖毓文，〈臺灣文藝協會的回憶〉: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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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古倫美亞留聲機廣告。 

資料來源：《先發部隊》: 93。

 
圖2：左上角可看出留聲機售價，

右上角則標榜「室內娛樂最高伴

侶」選擇。 

資料來源：《先發部隊》: 93。 

  選舉結果由郭秋生、黃得時、陳君玉、林克夫和廖毓文當選幹事，眾

人共推郭秋生為幹事長。會則前三條內容堪稱臺灣文藝協會成立宗旨與遠

大目標，以「謀臺灣文藝的健全的發達為目的」。然而創辦刊物的經費來

源卻是一項頭痛的問題。因此這群青年人想到以拉廣告的方式來籌措資

金，如陳君玉找古倫美亞唱片公司(圖 1、圖 2)、蔡德音向博友樂唱片公司(圖

3、圖 4)、另亦尋得泰平唱片公司的資助 (圖 5、圖 6)，再輔以郭秋生、黃

得時的籌集下，刊物終歸順利發行。25 

 

 

 

 

 

 

 

 

 

 

                                                      
 25 據廖毓文〈臺灣文藝協會的回憶〉一文中談到郭秋生向慶珍醬油商會招募

廣告，並未提及向泰平唱片公司拉廣告。然而《先發部隊》中卻刊登泰平

唱片的廣告，反倒遍尋不著慶珍醬油商會的刊載。參閱廖毓文，〈臺灣文

藝協會的回憶〉: 73與《先發部隊》: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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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博友樂唱片廣告。 

資料來源：《先發部隊》: 71。 

 

 
圖4：中央為博友樂唱片商標同樣

也強調「品質極好」。 

資料來源：《先發部隊》: 71。 

 
圖5：泰平唱片廣告。 

資料來源：《先發部隊》: 61。  
圖6：左上角為泰平商標下面兩行

文字為「新電器吹過，臺灣新曲

盤」。 

資料來源：《先發部隊》: 61。 

 

  《先發部隊》乃標榜「純文藝」的白話文雜誌，採取新 5 號活字橫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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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版式，全文近 100 頁，內容形式相當豐富，26主要探究的是「臺灣

新文學的出路」。其中與音樂相關的當推陳君玉〈臺灣歌謠的展望〉27與

廖毓文〈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28兩文。 

  在〈臺灣歌謠的展望〉一文中，陳君玉針對當時臺灣音樂的現況、處

境及日後目標加以陳述。 

  首先陳君玉定義什麼是歌、謠、及歌謠。有章有曲的叫做歌，沒有章

沒有曲的叫做謠，然而謠，卻又是歌中的一種，絕對不能離開歌的範圍內

去獨立……由他那種自然謠韻，卻不能脫離歌唱的範圍，所以通稱做歌

謠。由此觀之，歌、謠其實是一體兩面，分不開的。而台灣又有什麼地方

歌謠呢？有北曲(京音或正音)、南曲(御前清曲)、山歌(即所謂情歌)、採茶、相

褒等，簡而言之，這些歌謠流入臺灣，已完全脫胎，變成鄉土化，可說是

另一種純台灣製的歌謠—歌仔曲。「歌仔曲」字句的讀音，是純臺灣的方

言，歌調富有地方的色彩，一聽之便知是南方情韻，歌調有哭調、唄思、

七字仔、士上支、留傘調等種種。過去五、六年前很是流行，多成了歌仔

                                                      
 26 包括一篇宣言，兩首序詩，芥舟的卷頭言〈臺灣新文學的出路〉與「臺灣

新文學出路的探究」之特輯，收錄黃石輝、周定山、賴慶、守愚、點人、

君玉、毓文、秋生等人的八篇文章，或就臺灣新文學運動全體的發展，或

就新文學一部門的小說、詩歌之創作進路進行檢討。理論之外還有黃純

青、雲萍、黃得時、克夫、德音、HC、坤泰、逸生、毓文、月珠、文瀾、

君玉、點人諸人十數篇隨筆、新詩、臺語歌詞，及山本有原作，月珠、德

音共譯的戲劇〈慈母溺嬰兒〉。見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

究》(臺北：文史哲出版，1996)，191-192。 
 27 陳君玉，〈臺灣歌謠的展望〉，《先發部隊》: 11-15。 
 28 廖毓文，〈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先發部隊》: 15-18。 



陳君玉與日治時期臺灣的流行音樂 ．53． 

戲的戲曲。 

  那麼，什麼是流行歌？現況又是如何？陳君玉說： 

製作流行歌，自創辦以來，至今未滿三十年。以前雖然也有些歌

謠流行於民間，可是作品卻不知作者為誰；縱然知道，作者本身

也不知所作的就是流行歌。因此嚴格來說：「正式的流行歌，是

由日本的流行歌唱片流入臺灣開始的。」因為到此時，才有這個

名稱，也才有人想做這種歌。29 

陳眼見日本的流行歌風靡全台，越覺得台灣也非有這種流行歌不可的形

勢，因此由古倫美亞首先創作，為臺灣的歌謠界創造新紀元。不過，尚且

不能夠和日本的流行歌相匹敵，實在還是幼稚許多。 

  由此觀之，流行歌謠雖然造成轟動，但還是有改進與加強的空間。於

是陳君玉提出自己對於新式歌曲的期望： 

流行歌已然會這樣得著民眾的期待和支持，那末此後的流行歌的

責任非常的重大，爲著我們臺灣的人心美化，爲著我們臺灣的人

生樂園，必要徹底的加重注意，決不可像現在的，有些流行歌不

像流行歌，歌仔曲不像歌仔曲，(甚至於較歌仔曲還要更猥褻敗俗)，並

沒有什麼奇特的詞句介在其間，使惡感有所幻化，使正念有所歸

趨，玩味之，便可知道這真理的去處，率直去表現民眾所說不出

來的話，那才不愧是新時代的產物，也即是一般民眾的歌謠，換

句話說，就是歌仔曲已被誤認為傷風敗俗的東西，流行歌千萬別

                                                      
 29 陳君玉，〈日據時期臺語流行歌概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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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復轍在那條軌道上面。同時不要忘記歌謠是人心美化的工具，

文化向上的推進機，絕不可粗製濫造，而紊亂文化上進的條律。30 

陳君玉想藉著期許與改良現今的臺灣音樂，成為「一般民眾的歌謠」，圖

使人心美化及文化向上，可謂具有遠見與前瞻性。 

  另外，在〈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一文中，廖毓文對於臺灣

音樂也發表個人見解與展望。 

  廖毓文先就舊歌、新歌兩者間的差異加以區別。廖認為有幾項關鍵：

「其一，須有反應作者眼前事實並脫離去舊歌一切的形勢的束縛！其二，

雖取材於過去，也須著立在現代人的立腳點描寫！」31如此才配稱為新

歌，反之則為舊歌。廖舉例説明，如張雲山人的「烏貓新娘」、「掛名夫

婦」；陳君玉的「跳舞時代」、蔡德音的「咖啡」。張以描寫過渡期男女

之詛咒因襲的舊思想，而陳、蔡兩人描寫陶醉於物質文明的近代人的心

理。這幾首都是所謂新歌的好榜樣。而這些歌曲的製作反映渴望新歌出現

的聲音，由此可以了解到歌是有時代性，而文藝同樣也是有時代性的。 

  不過，廖毓文對於唱片公司發行的流行歌，箇中偏重與不足的部份加

以提出，供大家參考： 

其一，取材仍舊侷限愛情一方面。愛情於社會不是佔生活的全部

分，開拓舊歌所未顧及的園地是新歌的進境；其二，描寫缺乏深

刻性。不明作者立腳點在哪裡；其三，用字之無選擇。臺灣語雖

然粗糙而多訛音，難以文字表示之，但是選擇適當的文字，以明

                                                      
  30 粗體字為筆者自行加註。參閱陳君玉，〈臺灣歌謠的展望〉: 4-15。 
  31 廖毓文，〈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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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難以文字表現的言語的概念，是時代課題與新歌作家的任

務。32 

  然而，不光是內容與形式上的變革就好，新歌創作還是必須有使命存

在的。廖認為： 

作者不可不自覺自身的任務：「不僅使民眾娛樂，且要指導民眾

的生活才是。」舊歌的作用只在滿足聽眾耳上的快樂，新歌除了

滿足聽眾耳上的快樂外，同時也須滿足聽眾眼底的愉快才是。用

字固然不可苟且，措詞也要慎重，而描寫要切實自然，無矯揉造

作。33 

由上述可以明白廖毓文認為，新歌創作除了務求使用奇特新鮮的字詞及別

出心裁的心思外，給予聽者大眾「三位一體」的饗宴才是新歌的使命。34 

  《先發部隊》除了兩篇對於新歌創作的期許文章外，也刊登了許多詩

詞歌謠，其中陳君玉的創作有〈逍遙鄉〉、〈風動石〉，文瀾則為〈意中

人〉、〈夢醒孤單〉，點人〈南國的女兒〉等數首。35《先發部隊》乃是

以純文藝為號召的白話文雜誌，其內容蒐羅了時下火紅的流行歌於其中，

可見得詩歌創作也是新文學的形式之一，而文藝與音樂的結合增添了雜誌

的多元性及豐富性，至於當中的意涵筆者將於下一節陳述。 

                                                      
 32 廖毓文，〈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 17。 
 33 廖毓文，〈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 17。 
 34 筆者整理廖毓文對新歌創作後所提出的看法，認為音樂若能讓聽者大眾

「耳朵上的快樂」、「眼底的愉快」及「指導民眾的生活」，才是新式歌

曲需要努力的目標。故將此三種元素融入新歌創作中，稱為「三位一體」。 
 35 《先發部隊》: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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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由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巨浪，在全島澎湃、沸騰，臺灣文藝聯

盟除了在臺北、嘉義、臺南等地成立分會外，也於各地舉行座談會，並發

刊《臺灣文藝》。但日本政府監視的壓力同樣地也漸趨加重。36《先發部

隊》發刊後，由於接受到同好們的熱情與期待，王詩琅、李獻璋、陳茉莉

三名生力軍的加盟，及面對《臺灣文藝》的強勢競爭下，半年後(1935.1.6)

發行第 2 號，並將誌明《先發部隊》改稱《第一線》。37這一期的形式與

內容有長足的進步，不僅量增多(篇幅增至 162 頁)，質也大大提高了。如表

畫由日人繪製，也刊載一些日文稿件，朱點人創作品「紀念樹」更獲得好

評，被譽為創作界的麒麟兒。38 

  《第一線》中有茉莉發表對於歌謠的一些看法——〈民謠に就いての

管見〉，也有許多人發表詩歌，如 HC 生〈空虛〉，德音〈離別〉，獻璋

〈南國男兒〉、〈新女性歌〉，文瀾〈夢裡情人〉，君玉〈空抱琵琶〉。

童謠方面有蔡培火〈月娘光〉、文瀾〈老公仔〉、君玉〈阿不倒〉。39若

從詩歌的量來看，確實較先發部隊來得多，其中不乏有灌製成流行歌曲供

                                                      
 36 「臺灣文藝聯盟」是以中部的作家，如賴和、楊逵、張深切、賴明弘等人

為核心而展開的。1934年5月6日在台中市小西湖酒家召開文藝大會，一致

通過組織「臺灣文藝聯盟」、刊型文藝雜誌《臺灣文藝》及文藝大眾化等

重要提案。聯盟宗旨為「聯絡臺灣文藝同志互相圖謀親睦以振興臺灣文

藝」。8月，嘉義、埔里、佳里、東京等支部相繼成立。見葉石濤，《臺

灣文學入門：臺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暉，1997)，61-63。 
 37 名稱雖然改變，然而仍舊由原班人馬編輯、創作，因此筆者把《第一線》

視為《先發部隊》的後續刊物接續討論。 
 38 楚女，〈評《先發部隊》〉，《臺灣文藝》1.1(1934.11): 9-10。 
 39 《第一線》: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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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傳唱的。 

  總結來說，《先發部隊》及《第一線》雖然僅僅是在 1930 年代臺灣

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下，由一群青年秉持著謀「臺灣文藝的健全發達」，

並試圖使「文藝普及」的種種方式與行動所創辦的一份刊物雜誌，內容不

免有些粗糙或生硬而遭受一些批評非議，如葉榮鐘：「文體異常生硬，缺

少精采，沒有吸住讀者的魅力……因為文字的生硬遂使理論不能透徹，減

殺了內容的逼力，混亂讀者的印象。」40然而，必須肯定當時同號們對臺

灣新文學的種種努力，正如廖毓文所言： 

其實，我們同仁在本號的寫作，也嘔盡了許多的心血，無論是一

篇理論、一首短詩，都充滿著我們的熱情。我們不但對新文學的

建設，盡了很大的努力，就是對於先人遺產的發掘，也毫不遺力。41 

其中詩詞歌謠的創作刊登在刊物上，由林克夫和陳君玉兩人負責審查，其

中的嚴謹可見一般。42這群青年人為圖臺灣文藝的向上，嘗試普及文藝於

大眾，詩歌絕對是個重要的傳播途徑，從《先發部隊》及《第一線》刊載

大量詩歌與童謠可證。文學性質濃厚的刊物，其內容中包括詩歌與童謠，

顯示文學可以以音樂傳播。這不僅提高歌曲在文學上的能見度，同樣也傳

達大眾重視臺灣音樂的重要性，啟蒙宣揚的意味相當濃厚。由此可知，陳

君玉這位跨足歌壇和文壇的「兩棲」健將，可說是將詩歌帶入文藝的重要

貢獻者。 

                                                      
 40 葉榮鍾，〈話匣子〉，《第一線》: 94。 
 41 廖毓文，〈臺灣文藝協會的回憶〉: 75。 
 42 廖毓文，〈臺灣文藝協會的回憶〉: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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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音樂的「先發」性 

  過去很多研究臺灣創作歌謠的人常常忽略臺灣歌謠創作與臺灣新文

學運動之間的關連性。在當時，這兩種運動有著互相支援的關係，如陳君

玉、廖漢臣、蔡德音、黃得時、趙啟明等人均跨足歌壇與文壇。43本節，

筆者想藉著探討陳君玉所作詞的歌曲，來分析、討論與了解這些創作與時

代及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關聯。 

  陳芳明曾就臺灣殖民地文學在發展過程中所面臨的現象為「早到的現

代化，遲到的現代性」。陳分析此乃因為日本甫殖民台灣及以暴力的強制

方式進行統治，包含山林開發、土地調查與工業改造等支配的手段，逕自

在臺推動「現代化」的工程，但是卻沒有相應地予以臺灣人民「現代性」

的理性思維與客觀分析，諸如民族自決、自由主義等思潮，因此 1930 年

代的作家不斷地在文本表達心境的矛盾與衝突，此乃現代性的表現。44 

  除了理性的思考及系統的觀察所呈現的「現代性」之外，時代潮流的

風潮也是現代性的指標之一。比方説，摩登(Modern)語詞的使用即是一例。

在歐洲，所謂摩登，具有理性、進步、科學等等的意涵。然而，傳播至被

殖民的第三世界，意義卻產生了變化，轉換成為「風尚」、「流行」、「時

髦」等同意詞。不過，對於東方人來說，初識 Modern 時，原始意涵似乎

不甚理解。中國人使用「摩登」，日本人則為「モダン」，均採用音譯。

                                                      
 43 莊永明，〈通論篇．由臺灣歌謠看臺灣史〉，收入陳郁秀 編，《音樂臺

灣100年論文集》(臺北：白鷺鷥基金會，1997)，10。 
 44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2002)，

28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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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日本的統治中也漸漸地接受此觀念。1930 年代臺語出現「毛斷」

一詞，與中文發音的「摩登」近似，於是摩登音樂、摩登服飾、摩登汽車

便率先在臺北登場，摩登成為了一種生活方式。45於是影響了時下的臺灣

人，其中摩登音樂的創作是音樂從業人員的目標。筆者以下就陳君玉的作

品討論音樂的先發性——「現代性」。 

  分析陳君玉的作品之前，筆者想先藉《臺灣民報》(以下簡稱《民報》)

中提及的「自由戀愛」報導，鋪陳 1930 年代的臺灣社會風氣。今日社會

追求自由戀愛是再自然不過的事情，然而，時空倒轉至 30 年代的臺灣，

卻是件屢屢衝撞既有家庭秩序的「革命」。觀念尚屬傳統的社會，「門當

戶對」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婚姻常見的選擇方式；前者秉持著家

世門第相當的組合配對，後者則可憑藉婚姻以獲取財富與地位。由此看

來，擺脫權威壓力的束縛是時下青年亟欲爭取的「權利」。文人或觀察者

注意到後，想宣傳「愛情」的現代性觀念，於是在《民報》發表關於自由

戀愛的疾呼，反對運命戀愛，46鼓吹戀愛為「至高無上道德」，47剖析自

由戀愛的真諦為「人道的正宗」，48也有針對將複雜戀愛隱涉加罪於自由

戀愛的惡用批評。49凡此種種都是鼓吹觀念改革的「現代性」，運命戀愛

                                                      
 45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2004)，

9-19。 
 46 教授帆足理一郎，〈自由戀愛和運命戀愛〉，《臺灣民報》2.12(1924.7): 6-7。 
 47 張我軍，〈至上最高道德－戀愛〉，《臺灣民報》75(1925.10): 14-16。 
 48 浪花，〈剖自由戀愛的真諦——自由戀愛是人道的正宗，祇怕人家惡用〉，

《臺灣民報》99(1926.4): 13。 
 49 玉鵑女士，〈舊思想的弔鐘——彰化「戀愛問題」的回響〉，《臺灣民報》

102(1926.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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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陳君玉創作歌曲之歌詞分類圖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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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不幸福的婚姻，而人應該要掌握選擇自己未來婚姻的權利，思圖改變

舊有的模式。由此看來，選擇上的自由與理性，是現代性的表徵之一，具

體表現則在終身大事的決定或是開放男女公開交遊等。 

  這股追求自由戀愛的風氣在臺灣社會中獲得許多迴響，例如此時臺語

流行歌曲的產量中，便以「情歌」為主要部份，50可見得流行歌曲的創作

確實必須符合市場需要，而「男女情愛」的現象也是時代趨勢。陳君玉同

樣地也創作不少和情愛相關的歌曲。表 2 中除了顯示陳創作大量的臺語流

行歌詞外，最為清楚顯明的是多以「愛情」題材為主，不論是兩人相戀或

是其中一方單戀(參看附錄一)。圖

7 中亦顯示陳創作「情愛」比例

的歌詞竟高達約 63％，此比例

還尚未包括無從稽考的數據。由

此看來，陳的確很關心時代所吹

的流行風，也從中了解陳想藉著

音樂上的歌詞創作達到臺灣人的「現代性」，畢竟自由戀愛的風氣是摩登

的精神指標之一。 

                                                      
 50 據黃詩茜整理與分類後得出結果，內容請參閱黃詩茜，〈30年代臺語流行

歌曲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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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陳君玉創作歌曲之歌詞分類表 

編號 時間 曲名 唱片公司 歌詞分類 

1★ 1933 橋上美人 古倫美亞 男女情愛 

2 1933 跳舞時代 古倫美亞 男女情愛 

3★ 1933 蓬萊花鼓 古倫美亞 男女情愛 

4 1933 摘茶花鼓 古倫美亞 男女情愛 

5 1933 觀月花鼓 古倫美亞 男女情愛 

6 1933 青春謠 古倫美亞 男女情愛 

7 1933 春江曲 古倫美亞 男女情愛 

8◆ 1933 梅前小曲 古倫美亞  

9◆ 1933 南風謠 古倫美亞  

10 1934 風動石 博友樂 男女情愛 

11 1934 一心兩岸 博友樂 男女情愛 

12◆ 1934 三嘆梅雨 太平  

13★ 1934 阿小妹啊 太平 男女情愛 

14◆ 1935 半夜調 勝利  

15◆ 1935 月下相褒 勝利  

16◆ 1935 想啥款？ 勝利  

17 1935 戀愛風 勝利 男女情愛 

18◆ 1936 月月紅 臺華  

19 1936 黎明山歌 臺華 男女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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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36 簷前雨 文聲  

21 1937 隔壁兄 日東 男女情愛 

22★ 1937 琵琶春怨 日東 男女情愛 

23★ 1937 
新婚(娘)的感

情 
日東 男女情愛 

24◆ 1937 賣花曲 日東  

25◆ 1937 
日暮山歌(曲寄

失業兄弟) 
日東  

26 1938 戀愛列車 東亞 男女情愛 

27★ 1938 終身恨 東亞 男女情愛 

a.表格內容由筆者整理表1與附錄一中的(一)詩歌類作品製作。 

b.★為搜尋不著歌詞內容，但從歌曲名稱或性質加以分類。 

c.◆為筆者蒐尋不著歌詞，也無法從歌名進行分類判斷。 

  陳君玉不單單創作符合時代潮流的歌詞，下筆時也期望從文字中達成

新文學運動中對於「用字遣詞」慎重的要求。1935 年發行的漢文雜誌《風

月》中，有「流行歌與詞比較」的論述，由筆名「不老」撰寫，其中提到： 

古詞合樂而歌，始自何時，固不甚明。然有謂詞乃長短句之樂府

詩也，……豈料離古已遠之今日，竟以文體之詞，一變而為長短

句之白話歌詩，加者唱入曲片，蓋以古人之所料不到此者。今之

人有鄙白話歌詞為俚詞而弗顧，是未窮其底蘊。夫白話歌詞，與

文言歌詞，二者各有好處。學之不精，言詞亦不達。……然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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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佳，無容多贅。51 

流行歌的歌詞在當時雖然為部分人士所鄙，但對於大部分市井小民來說，

淺白的詞句更能貼近日常生活且給予迴響。由此看來，詞語不過分艱深難

懂，正是 30 年代臺語流行歌可以廣為傳播的主要原因，也是不老給予流

行歌歌詞正面價值之肯定。除了用字遣詞盡量貼近百姓的生活外，陳君玉

也善於運用臺灣的傳統民間歌謠，如山歌、採茶、相褒等地方音樂風格來

塑造自身的詞風。因此，莊永明對陳君玉的創作相當激賞，認為： 

乍聽之下，不免讓人覺得鄙俗；但是一句句細嚼慢嚥後，竟會發

現它俗得如此可愛、如此可親。例如『戀愛列車』歌詞，詞中沒

有纏綿悱惻的字眼，但卻將初戀的男女情懷描繪得如此逼真傳

神，叫人不由得要再多聽幾遍。52 

  至於陳君玉在音樂領域的成就如何？毫無疑義，陳是將臺語流行歌從

行骸粗具時期帶至圓熟的要角，自己也創作了許多當時流行歌曲的歌詞，

如「蓬萊花鼓」一詞灌製成流行歌曲唱片後，日本舉行治台 40 周年紀念

博覽會時，採用此歌來宣傳臺灣；53又如製作「南方之歌」的影片，配樂

也採用「蓬萊花鼓」及「南風謠」。54陳在臺語流行歌壇的地位自然不言

而喻。在文學領域方面，陳君玉曾參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也投身刊物發行，

並與當時頗負盛名的文人交遊，那麼文學界對於陳來說應該並不陌生。然

                                                      
 51 不老，〈流行歌與詞比較〉，《風月》2(1935.05.16)。 
 52 莊永明，〈臺語歌樂的諍友——陳君玉〉: 120。 
 53 臺北文物編輯部，〈音樂舞蹈運動座談會紀錄〉: 66。 
 54 臺北文物編輯部，〈音樂舞蹈運動座談會紀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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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何陳君玉在日後新文學運動中未留盛名？創作歌詞多無傳頌於世？ 

  由於相關資料的不足，要詳盡地回答上述問題，恐怕頗有難度。因此，

筆者僅就閱讀及聽者大眾的身分，在賞析陳君玉的作品後，提出自己的看

法。其實，讀者們若在閱讀陳的文學或音樂作品時，可以注意到不論是文

學領域的撰寫或是歌詞範疇的創作，陳多使用淺白易懂的文字來表達。如

附錄二中詩歌類的「黎明的青春」與「阿不倒」，內容用字除白話文外，

還夾雜臺語發音字；隨筆類的「批評時代」與「不死鬼」更是讀來直接明

瞭，文辭使用上並未加以修飾或洗鍊，直直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樣率真

的個性、直接的筆法，也難怪好友王詩琅曾這麼描述陳君玉：「處事嚴謹

不苟且，對人生抱持嚴肅的態度，決不是個『無行』的文人或行為浪漫的

作家。」55 

  由於音樂在曲調上具有抑揚頓挫，且歌詞需有朗誦性，為了讓演唱者

及聽者能感受其中的流暢度，歌詞會有一遍遍地回還往復，使唱與聽均能

感受順暢。因此陳君玉在歌詞創作上，結合臺灣音樂元素與時下流行趨

勢，進而交融創作出自我風格的詞風。陳認為要為臺灣文藝謀健全進步，

方法不僅僅只有從事文學寫作，歌詞創作所形成的音樂也是一個手段。畢

竟相較於文字，音樂具有較為廣泛的傳播性與穿透性，它能深入，甚至滲

入許多文字不能觸及的區域。文藝化大眾也能夠用歌謠的方式傳頌，而這

也是陳君玉所致力推動的目標，正如同新歌唱作的使命一樣。 

                                                      
 55 莊永明，〈臺語歌樂的諍友——陳君玉〉: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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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王詩琅曾說：「要談日據時期流行歌曲，而不知陳君玉其人，則說了

半天，也是枉費。」「望春風」、「補破網」作詞人李臨秋也說：「陳君

玉是我們這群當年投效流行歌壇年輕人中，最有真才實學的一位。」56然

而，這樣的評價似乎都忽略了陳曾在臺灣新文學領域中的奉獻。前述提

及，1930 年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正如火炬般燃燒和發展，此時許多有

志將文藝普及於一般大眾的知識份子，試圖以如椽巨筆將所處的時代現象

記錄下來以傳承文化香火，陳君玉就是其中一位健將。參與「臺灣文藝協

會」的陳君玉，雖然在文壇上不甚活躍，但是將文學界「文藝大眾」的使

命帶入流行歌壇天地，是陳與眾不同的貢獻。由此看來，陳君玉是文藝圈

與音樂界的「雙棲」人物。「流行音樂的舵手，文化臺灣的戰士」是筆者

給予陳君玉的評價。 

  所幸近年來因為有【跳舞時代 Viva Tonal】電影版，紀錄了日治時期

臺語流行歌的繁榮，也讓筆者對於陳君玉深感興趣。57此片播出後便陸續

有關於陳君玉的相關報導出現，如「新臺灣新聞週刊」就有兩則內容採

訪。58陳君玉在「文學」與「音樂」領域間的雙棲，均是為了達到臺灣文

                                                      
 56 莊永明，《台灣紀事(上)》(臺北：時報文化，1989)，214-215。 
 57 導演為簡偉斯、郭珍弟。見電影版官方網站： 
   http://www.vivatonal.com.tw/index.htm。取得時間：2007年8月30日。 
 58 翁嘉銘，〈跳舞時代——奏出台灣歌謠史的序章〉，《新臺灣新聞週刊》

371，2003/5/5，http://www.newtaiwan.com.tw/；梁秋虹，〈三○年代台灣

男女 毛斷相褒——專訪【跳舞時代】導演簡偉斯、郭珍弟〉，《新臺灣

新聞週刊》374，2003/5/22，http://www.newtaiwan.com.tw/。取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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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向上的目標。 

  音樂是人類傳達情感最好的媒介和工具，我們的前輩用音樂記下了生

活中的點點滴滴，而這一首首的歌曲藉由口口相唱，代代相傳，最能反應

過去台灣社會潮流與民情，就像是歷史的鏡子一般，告訴今人前人的歷史

和精神風貌。五四時期的作家劉半農嘗謂：「要研究俗曲，可以從四方面

來進行，第一是文學，第二是風俗，第三是語言，第四是音樂。」莊永明

把「流行歌」也納入俗曲的一種，並覺得要加第五項：時代背景。一首歌

不能光從它的流行性來看，一首歌能夠流傳下來，時代性佔很大因素，用

時代性來考驗一首歌比什麼都重要。59陳君玉創作的歌曲雖然無法像「望

春風」般傳頌流行，但卻不能否定陳在 30 年代為臺灣所作的努力。若仔

細品嘗他所作的歌，實亦別有一番風味。 

                                                                                                                
2007年8月30日。 

 59 莊永明 主講，高淑媛 整理記錄，〈臺灣流行歌曲六十年〉，見《自立晚

報》19版連載，1992.11.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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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陳君玉作品匯集 

詩歌 

1. 逍遙鄉 

逍遙鄉下，有好草花，有好果子，好花也多，

果子也多，這栓好花當塊開，果子當塊美，青

果子，結到歸欉纍纍纍，着好花的香味，心花

開，阿哥啊！咱着招咱的同伴，等待星那閃，

月那圓，來去香花墘，看花的香味，食彼個好

果子，同齊唱歌，同齊跳舞，逍遙自在，過逍

遙鄉的日子。 

逍遙鄉下，有好姐妹，有好兄弟，姊妹也好，

兄弟也好，這栓兄弟做田去，姊妹做針指，姊

妹針指做到幼麵麵，兄弟做田麼囃囃仔滴，阿

哥啊！咱着招咱大家，等待星若閃，月若圓，

來去香花墘，兄弟笑微微，姊妹仔笑微微，同

齊唱歌，同齊跳舞，逍遙自在，過逍遙鄉的日

子。 

逍遙鄉下，有好水牛，有好狗仔，水牛也好，

狗仔也好，這拴水牛犁田去，狗仔顧門墘，咱

着行這最敬，禮敬伊，謝伊替咱勞力才合道

理，阿哥啊！咱招咱的同伴，等待星若閃，月

若圓，來去香花墘，遣出狗仔嬰，水牛也煞牽

來去，同齊唱歌，同齊跳舞，逍遙自在，過逍

遙鄉的日子。 

逍遙鄉下，有好山景，有好泉水，山景也好，

泉水也好，這拴山景當令時，泉水當塊滴，山

頂的花開到滿滿是，泉水相像甘露那樣甜，阿

哥啊！咱招咱的同伴，等待雞若啼，日若起，

來去山頂繞，看山的景致，試那個甘露味，同

齊唱歌，同齊跳舞，逍遙自在，過逍遙鄉的日

子。 

資料來源：《先發部隊》，(臺北：臺灣文藝

協會，1934.7)，頁 40-41。 

2. 風動石 

(1)阮是專心，為你守山腰，妳麼生成，愛去出

風頭，一分掛粘阮，九分見風搖，愛人啊！妳

咱是，坡內心的風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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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咱的情愛，是啥人來栽，天然光景，都是天

配來，天然的美滿，結了神聖愛，愛人啊！妳

須着，不可變心才應該！ 

(3)不可痴心，見風就變動，不可貪看，旁邊野

花欉，忍心來離阮，放阮孤單人，愛人呀！希

望你，永遠和阮結成雙！ 

註：坡內心在臺北州文山郡管轄內，深坑、景

尾間的中途，有風動石聳立路傍。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先發部隊》，(臺北：

臺灣文藝協會，1934.7)，頁 41。 

3. 空抱琵琶 

只恨伊，在早做事，不該無主無意，糊里糊塗，

答應了終生，那會知，到這時，害得我，呵！

空抱琵琶，永遠為你傷悲。 

只恨伊，迎新棄舊，和人走出鄉，全無想着，

結髮的情義，恩情重，相像天，害得我，呵！

身不由主，那花草望春期。 

只恨伊，忍心放阮，給阮含怨屈志，暗中流淚，

怨恨着此生，敢尚有，青春期，害得我，呵！

空抱琵琶，永遠為你想思。 

資料來源：《第一線》(臺北：臺灣文藝協會，

1935.1)，頁 104。 

4. 一心兩岸 

(1)一條溪水，是兩邊岸，兩邊春花，年年相看，

情春花！情春花！相看易袂，得相偎，呵！袂

變的情春花！ 

(2)一個人是，一個心肝，一個心肝，想思真大，

想思花！想思花！想思也大，衿得偎，呵！多

愁的想思花！ 

(3)無情溪水，源源不斷，兩岸春花，年年共款，

心肝亂！想思亂！人的想思，難萬全，呵！多

愁的想思怨！ 

資料來源：《臺灣文藝》2 卷 2 號(台中：臺灣

文藝聯盟，1935.2)，頁 112。 

5. 臨海曲 

(1)來去呀！來去海邊，趁著晴天和日的時，碧

色的海水等人去，銀波也彈出歡迎詩！ 

(2)無限希望少年志，深淵的海水是知己，清風

吹來悶消去，洗浴心神着此時！ 

(3)流來流去海袂變，過了青春等無時，鼓起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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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熱血，來去呀！來去海邊！ 

資料來源：《臺灣文藝》2 卷 2 號(台中：臺灣

文藝聯盟，1935.2)，頁 112。 

6. 摘茶花鼓 

(1)【合唱】阿娘九個，阿哥一個，頭殼攏戴笠，

身軀背筒，頭仔犁犁，噯唷！上山要來去摘

茶！ 

(2)【男唱】草仔青青，茶葉青青，阿娘衫也青，

伸手摘茶，茶葉綿綿，噯唷！阿娘的手較軟

綿！ 

(3)【女唱】山路無平，茶欉無平，天地也無平，

假笑假啼，雨仔若滴，噯唷！泪屎敢會肆淋

垂！ 

(4)【男唱】日紅吱吱，汗流＊(無法辨識記號)

滴，過勞會無醫，歡歡喜喜，唸歌解悶，噯唷！

相褒也那來趁錢！ 

(5)【合唱】茶也開花，戀也開花，春天情花多，

摘茶花鼓，叮叮噹噹，噯唷！滿山專是有心

花！ 

給客居上海的漂舟君◇ 

資料來源：《臺灣文藝》2 卷 4 號(台中：臺灣

文藝聯盟，1935.8)頁 115。 

7. 恨夜小曲(又名「紗窓月」) 

(1)清風吹入，紗窓縫，徐徐沙沙，响了一响，

害著多情人，心神齊動！當做是，伊知影阮的

所望，要來相探，回頭一看，只有一道眀月，

到阮的繡房。 

(2)月雖光光，照紗窓，內中黑影，微微振動，

也許敢是，帶念的伊，相戲弄，想要倒弄伊，

輕輕行到，窓仔口，詳細一下看，都是芎蕉欉。 

(3)大失所望，反倒返，悶悶凭在，遮風板！芎

蕉欉猶在，清風依然，吹入房，黑影更是振動！

總是不肯回頭，只管任眀眀月，枉照在紗窓！ 

★漂舟君！(安安：誰呀！這人…)您還記的

嗎？這是在二年前、您讓我作的、這時候的

您、怎會少有信息哩！ 

資料來源：《臺灣文藝》2 卷 4 號(台中：臺灣

文藝聯盟，1935.8)頁 116。 

8. 呢喃語(又名燕聲) 

(1)飛過青山崁，飛過那日月潭，好花那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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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不知是偌香，較好做空夢，呢喃呢呢喃，

由北飛來南！ 

(2)一冬又一冬，並非做南柯夢，有時宿檐前

頂，有時相思欉，定定結成雙，呢喃呢呢喃，

情韻常調合！ 

(3)風霜年年凍，凍倒那相思欉，較早來的相

好，到底有幾人，水底鴛鴦夢，呢喃呢呢喃，

天頂咱兩人！ 

資料來源：《臺灣文藝》2 卷 8、9 號合刊(台

中：臺灣文藝聯盟，1935.8)，頁 125-26。 

9. 異鄉望故月 

(1)單身出鄉里，心念愛的伊，想起在厝的時，

歡歡和喜喜做，陣看月圓，到這時，東西男，

想思過瞑！ 

(2)昔日情愛重，如今孤單人，哪知好夢快空，

相思是難放，呆事相連夢，心袂鬆，﹏﹏﹏，

每暗相向！ 

(3)呆夢來驚醒，相思便嫌疑，偎近來紗□墘，

更深看舊月，虧得舊月圓，疑雲難，心肝也，

袂離相思！ 

資料來源：《臺灣文藝》2 卷 8、9 號合刊(台

中：臺灣文藝聯盟，1935.8)，頁 126。 

10. 觀月花鼓 

(1)看一陣，唱一陣，觀月花鼓亂紛紛，仲秋个

月笑呅呅，看奧！仲秋个月笑呅呅。 

(2)一年來，一年去，東平月照西平天，有月不

看是欲呢，看奧！不通乎月等袂圓。 

(3)花會謝，草會死，花草每年會再生，做人幾

次月這圓，看奧！不看驚了會過時。 

(4)一个月，眾人看，看月个人年年換，月娘永

遠是無差，看奧！月照眾人同心肝。 

(5)人个春，情个春，萬年孤月幾時春，仲秋的

月笑呅呅，看奧！仲秋的月笑呅呅。 

資料來源：桃花開出春風

http://blog.sina.com.tw/davide/index.php?i

dx_page=5 

11. 黎明山歌 

(1)【女】日頭光光吓，爬上山，照到田中吓，

一條岸呵！哈君一人吓，占一半，肩頭相擠

吓，亦快活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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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一擺相擠吓，一擺茫，擺擺相擠吓，

心袂鬆呵！花開的時吓，無所望，等到秋天

吓，不成欉呵！ 

(3)【女】秋風冷冷吓，勿要緊，黎明光景吓，

亦是新呵！每早咱即吓，來做陣，跤贏春天吓，

無愛人呵！ 

－(禁無端吹込)－ 

資料來源：《臺灣新文學》1 卷 2 號(台中：臺

灣新文學社，1936.3)，頁 96。 

12. 半夜調 

(1)半瞑想吾兄啊！酣眠起忐忑，心頭＊勿定

啊！順續爬起行，房間內，行到廳，無影也無

跡啊！也無兄的聲。 

(2)開門出大廳啊！來到門口埕，看無我的兄

啊！路也無人行，只有月，光曄瞱，合阮同運

命啊！悶□照山嶺。 

(3)嶺頂春花開啊！花是啥人栽，阮身啥人愛

啊！自悶自忍耐，我的兄，我親愛，你知或不

知啊！共阮想看覔。 

資料來源：《臺灣新文學》1 卷 2 號(台中：臺

灣新文學社，1936.3)，頁 97。 

13. 春夕謠(或稱青春謠) 

(1)春天的風呵！頻頻起，不知怎樣咧！睏勿

去；春天的花呵！香香仔生，目睭金金咧！看

上天。 

(2)春天的星呵！暗暗鑠，不知怎樣咧！睏勿

去；春天的月呵！默默仔圓，嘴內常常咧！唸

歌詩。 

(3)春天的鳥呵！日日啼，不知怎樣咧！睏勿

去；春天的人呵！好好仔病，面肉黃黃咧！無

元氣。 

資料來源：《臺灣新文學》1 卷 3 號(台中：臺

灣新文學社，1936.4)，頁 95。 

14. 隔壁兄 

(1)親兄住著阮隔壁，不時唸歌份阮听，害阮想

思無處寄，要看伊吓，心驚驚。 

(2)月娘可比大个鏡，半照阮兜半隔壁，抬頭想

欲偷看兄，月光光吓，無人影。 

(3)每日有听兄的聲，不曾看著兄的影，听聲想

影也愛兄，不自由吓！相思城。 

資料來源：《臺灣新文學》，2 卷 4 號(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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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文學社，1937.5)，頁 68。 

15. 跳舞時代 

(1)阮是文明女，東西南北自由志，逍遙佮自

在，世事如何阮不知，阮只知文明時代，社交

愛公開，男女雙雙，排做一排，跳道樂道我尚

蓋愛。 

(2)舊慣是怎樣，新慣到底是啥款，阮全然不

管，阮只知影自由花，定著愛結自由果，將來

好不好，含含糊糊，無煩無惱，跳道樂道我想

上好。 

(3)有人笑我呆，有人講我帶癡獃，我笑世間

人，癡獃慒懂憨大呆，不知影及時行樂，逍遙

甲自在，來來來來 排做一排 跳道樂道我尚

蓋愛  

註(道樂道 =Trot 狐步舞) 

資料來源：桃花開出春風

http://blog.sina.com.tw/davide/index.php?idx_page=5 

16. 安平小調 

(1)【愛愛】秋風吹，秋天時，腹內愁聲，時常

悲，悲愁聲，混在秋風裡，亦有留戀味，窮倒

舊城址，憶及早當時，宮主美，悲愁人，設使

能得做幸運兒。 

(2)【印不吹送】好宮主，知我意，我心早早着

有你，送我扇，安慰我心思，喜淚流落去，染

著伊玉膝，不敢再看伊，將目閉，溫心兒，享

受這款的甜蜜味。 

(3)【豔豔】秋風吹，秋天時，腹內愁聲，聲又

起，醒悟來，猶原廢城邊，白玉的膝枕，却是

石頭只，枕頭邊一枝，白綾扇，那後面，一首

幽雅的抒情詩。 

【說明/純純】在安平殘廢的城址，有一个襤褸

的青年，坐在城邊，默默塊想的中間，不覺煞

睏落眠，來夢見着眼前變成美麗城，城中有一

妖裘嬌豔的宮主出現，行偎近伊的身邊，在這

美麗的城內，過了無上的快樂，由夢中醒來的

時，看見伊猶原是在這殘廢的城邊，目賙展金

四邊一吓看，城壁有一首的古詩，是來乎伊更

加感嘆，同時腹內悲愁的聲又再起了。 

資料來源：桃花開出春風

http://blog.sina.com.tw/davide/index.php?idx_pa

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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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春江曲 

(1)春風微微送春意，江中的水暗暗鄭 ，翻來

覆去想袂離，悶坐房中無了時，來，來去遊江

洗想思。 

(2)身坐小船要遊江，暝半江邊燈火紅 ，船仔

被水流震動，萬種憂愁集歸人，流，流盡滿腹

的苦痛。 

(3)天頂的星光芒芒，月出東山半面紅 ，流水

無聲點點動，風送想思給別人，春，春風無離

開春江。 

資 料 來 源 ： 桃 花 開 出 春 風

http://blog.sina.com.tw/davide/index.php?idx_pa

ge=5 

18. 戀愛列車 

(1)【女】帥哥哥，站在戀愛嶺，【男】小妹妺，

站在相思城，【合】路頭算來相隔壁，欲講情

話著搭戀愛車。 

(2)【男】咱二人，實在有意愛，只有驚厝邊頭

尾知，日時假做無熟識，欲講情話著等日落西。 

(3)【女】心肝內，暗恨這班車，日未落驚驚不

敢行，苦昧將日趕落嶺，通好來去找阮搭心兄。 

資料來源：莊永明，〈臺語歌樂的諍友－陳君

玉．戀愛列車札記〉，《雄獅美術》114 期

(1980.8)，頁 120-121。 

19. 戀愛風(未完整) 

(1)戀愛風，戀愛風，見愛就來，來吹吹吹，吹

真愛，吹真戀，歡歡喜喜，這是天然來推排，

真快活，真精彩，君也愛，阮也愛。 

資料來源：跳舞時代電影 DVD 版 

新詩 

1. 黎明的青春 

東方漸漸發白啦！ 

拂著清風的青草—活氣奔騰 

天地和悅地幽靜 

金雞也高高的唱了幾聲 

呵！ 

這—這不是春的黎明嗎？ 

浮托著人們的大地—也喊出了叫聲 

熱血當強的青年呀—須要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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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像喝醉了酒一樣—老是昏迷不醒 

請看！ 

一條燦爛的曙光—漸漸照着青春的前程 

序時的春—到時候就到 

改造社會的精神呀—豈可虛耗！ 

應該要瞪開朦朧的睡眼—用心細考 

妳瞧！ 

險惡的空氣—不是尚且壓在地皮的上頭 

對生靈莫可如何的地球—不閒着推動！ 

時光也惱得啊—忽秋忽冬 

熱血當強的青年呀！怎麼不學—黎明的氣勢

一樣突破迷濛 

你想！ 

知春的鳥兒—牠老早就啁啾欲狂！ 

黎明期的兄弟呀！起來 

不可一昧長眠 

趕快赤裸裸地去—為長久計的生活而戰！ 

尚且—要你走在黎明的氣勢的前面 

資料來源：《第一線》(臺北：臺北文藝協會，

1935.1)，頁 98-9。 

2、阿不倒 

阿不倒！阿不倒！ 

二□目睭圓老老 

哈哈哈！也無拳頭母 

呼呼呼！一粒圓輸輸 

阿兄也呵老 

小妹也呵老 

呵老伊不倒！ 

資料來源：《第一線》(臺北：臺北文藝協會，

1935.1)，頁 105。 

隨筆 

1、批評時代 

在這非常時代、無論政治、經濟、軍事、教育

等都在緊張的裡面活躍著。這種緊張裡面的活

躍、若沒有批評的指摘、是不能夠充分活躍於

緊張的裡頭。 

躍進時期的臺灣文藝、若要使緊張這種內素活

躍於全生面、亦非有建設的□(重複記號)批評

不可、若不然、豈不是依然無聲無息。可見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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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的這種工作、對於文藝的前途、好像是指南

的羅針。 

但是這種批評的羅針盤、亦要正確與堅實的東

西才行、倘或它自體是個不具的東西(或者是

殘廢的舊貨、故障待要發生的東西)、那就是

危險極啦、恐怕這個躍進時期的臺灣文藝也要

像航海中的大船一樣、彷徨於波浪之中。 

我們臺灣的批評界、記得比較創作還要有熱、

就如希聖君的一隻「豚」真是殺得連豚毛都不

肯留下一根、這個老實是可喜的現象，給臺灣

的文壇一個強而有力的刺激。 

其餘尚且評得很多、但碍有一點毛病、並不正

經去評、甚至於有你批評我一句、到後來哪、

他就諷刺起來了、抗不了諷刺的人、他就謾罵

起來了。 

喂！最糟不過的就是這種容易脫線的漫罵、真

是比較故障待發的羅針盤還要多加一倍的危

險！ 

勿論怎樣說、批評的這種工作、誰也不能說它

是個壞的、可是要批評的人、我很希望他、先

要檢點一□自己到底有毛病沒有？千萬不可

帶著不具的自體(傷打鳥的空氣銃一樣、一連

數發、著了就算準、沒著啦只當流彈放過)攪

鬧創作熱、而誤文壇於彷徨之中、這－豈不更

糟嗎？ 

反正、不批是不行的、不評也是不行的、放任

更是不行、只要不帶毛病去亂評就行。 

評吧、評吧、向著建設的□批評去評不要忘記

這個「評」字是「言」字傍和上一個沒有其他

作用的「公平」的「平」才行。 

資料來源：《第一線》創刊號，1934 年，頁

111。 

2、「不死鬼」話 

 

「你這個不塊不死鬼」 

「不死鬼咯、走邊啊啦！」 

等的這個「不死鬼」、可說是我們臺灣的婦女

戲罵一般不尷不尬的男人的絕好的語言、無論

哪一階級都很樂意用它。 

這－是個什麼緣故呢！！－－我想這個理由

也是很淺的－－因為這句「不死鬼」、比較那

些「路傍屍」啦－－「拖屎連」啦－－「夭壽

短命」啦－－「塹頭」啦等記得另外的不凡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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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尚且是不怎麼粗魯的關係。 

爲了這個關係、所以住在福老地、一生講福老

話的男人、受著這種「不死鬼」的誥授的回數、

定規也要特別的多吧！ 

所以在一二年前、我記得在「民報」上、有一

位先生曾提起這句「不死鬼」、到底是「不四

鬼」或是「不似鬼」呢！ 

大概這位先生、許是誥授的回數多、腦袋裡裝

了不少的「不死鬼」－－因為初回不感覺、二

回碍得「耳孔毛」、繼則對於語義發生有所懷

疑啦！所以才有那「不四鬼」或「不似鬼」的

疑念發現。 

可是他老先生所懷疑、而提示出來的前者的

「不四鬼」。由所組成來的字義去著想、卻是

分拆不出什麼意味來。後者的「不似鬼」、比

較的「義」－「意」、靈便、但是在一般的發

音上、我卻要說它是「不死鬼」才對－－尚且

有一段很趣味的傳說、可以做證。 

這個傳說卻不甚長、總是要牽制到六百年前、

約莫是一三六八年臭頭洪武坐天的時候。 

陳有諒是費盡心機、東奔西走、南征北伐、平

定天下。佔便宜的看牛囡仔臭頭洪武、他卻不

怎麼費力、坐了天位、做了明朝的開基祖。 

出身平凡、看牛囡仔坐天位、可見這個臭頭洪

武的福份、亦就大得非常啦、決不是那些世襲

的可比得、人民都說他是真命天子。 

那時候有個劉伯溫。他已經是成了很久的「地

仙」了。 

「地仙」勿論做過幾千年、若沒有經受地上的

真命天子的敕封、是不能夠登天去排入天上的

仙班、做「天仙」的。 

地仙的稱呼、那能夠趕及「天仙」的稱呼漂亮、

尚且有天地之別的地位。 

指望做天仙的劉伯溫、遇到這種千載一遇的機

會、那肯容易錯過－－有一日他竟到今鑾殿去

朝見臭頭洪武。 

豈知道一見了地仙劉伯溫的臭頭洪武、並不封

他去做天仙、一開御口就是、「唉！你還沒死

嗎？你真是個『萬年不死鬼』」。 

君是無戲言——地仙不滿足、反討了「不死鬼」

做的劉伯溫、也就不敢再听下去、一拉腿就跑

啦。 

「不死鬼」的發明者、是真命天子的臭頭洪武、

做了「不死鬼」的第一人、又是造劉伯溫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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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伯溫－－當然這段滑稽的笑話、免不了風靡

於那時候的社會、成了戲罵用知絕好雅句、而

我們所說的「不死鬼」、定規亦是由那時候流

傳而來的。 

後來听說那個「不死鬼」的劉伯溫、一惱就不

住在中原地方、跑上海外的蓬萊仙島來了！ 

蓬萊仙島！一般都說是我們現在所住的臺灣

－－呵！難怪現在的臺灣攏是一些「不死鬼

仙」較多。 

1936.12.16 

資料來源：《臺灣新文學》2 卷 1 號(台中：臺

灣新文學社，1936.12)，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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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un-Yu and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under Japanese Rule 

Ching-An Shih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cently, after broadcasting the “tiao-wu-shih-dai”, a documentary film of 

Gold Horse Award,2003 on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a wave of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as developed, such as the stage 

play “sih-yue-wang-yu”, the voting activities “the song of Taiwan”, the 

forbidden songs concert “declaring martial law ended twenty years”, and so 

on. Although the purposes of these actions were not the s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xpressions were respected for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It was 

important period to develop vigorously for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in Taiwan in 1930. The intellect put in creating for 

the culture of Taiwan, and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popularization. Chen Jun-Yu, being the intellect of this period, he also gave 

himself to music field to produce the lyrics of Taiwanese Popular Music, 

besides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in literary sphe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about the lyrics which Chen Jun-Yu produce in two publications, 

“sian-fa-bu-duei” and“di-yi-sian＂of the literary association of Taiwan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usic, and then understand the 

Chen Jun-Yu’s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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