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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歌手王昭華 以台語寫歌 用音樂說故事

專訪

【記者謝慶萱專訪】「人講淡江的冬天，是透風閣落雨，頭擺淡江過冬天，是寒甲走

無路……大大小小攏會習慣，除了歹天氣…」一提到第一首台語歌創作，王昭華立刻

偏著頭哼唱起來，雖然是十幾年前的作品，但因為是處女作，所以記得特別熟，她用

逗趣的歌詞道盡初次見識傳說中淡水寒冬的心情。 

淡水向來是藝文創作者聚集的地區，被喻為「詩人歌手」的中文系校友王昭華即為其

中一員。來自屏東潮州的她，因志願卡塗錯一格的巧合，帶著鄉音未改的「土直」本

色來到淡水（她解釋道：台語講的「土直」是指一種豪邁、直率、不拐彎抹角的可愛

性格）。這片有山、有水、有朋友的土地充滿人情味，和滿是疏離感的台北市區差很

多，讓她決定在此定居。她以台語寫歌、寫散文，不只因為台語是她最能充分表達自

我的母語，更因為她希望台語能重新被重視，不要失去本身原有的文化及內涵，應當

「千年傳統，重新感受」。 

「對90年代剛解嚴的台灣而言，許多本土的事物是很新鮮的，因此淡江學生能創立台

語文社算是走在很尖端。」王昭華現在所使用的台語漢字及羅馬字，就是「台語文社

」和當年在中文系開設「台語概論」課的陳恆嘉老師教的。當時王昭華和幾個留下來

讀大五的朋友共組讀書會，用台語進行討論，戲稱自己為「老人會」，而常和學生打

成一片、還一起喝酒搏感情的陳恆嘉就是老人中的老人！「台語剛開始文字化有點困

難，講是會講，但要逐字寫下來需要花時間練習。」接觸台語書寫一段時間後，她的

台語散文「日光遍照的國度」於83年獲全國大專台文寫作比賽第2名，96年又以「刻

骨」獲得第四屆海翁台語文學獎散文正獎，現在仍持續以台語寫網誌。 

王昭華小學一年級時父親過世，身為國小音樂老師的姑姑為了讓她有一技之長，決定

教她彈鋼琴。「我很幸運，沒有遇過彈不好就打手指的老師，不像我朋友的哥哥，小

時候學琴學到拿殺蟲劑噴鋼琴老師的小孩！」她在沒有嚴厲逼迫的狀況下輕鬆學習

，「雖然琴藝沒有練得很精湛，但這5、6年的學琴過程很開心，沒有被壓力磨去彈琴

的樂趣。」但是真正開始享受彈琴是國、高中之後，因為彈琴提供年少的她宣洩豐沛

情感的出口；反倒是唱歌，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難找到適合自己的歌，想抒發心情

時，未必能找到符合心境的歌，讓自幼就愛唱歌的她感到很悶，因此種下日後寫歌的

動機之一。 

民國79年，她在學生活動中心的校園演唱會上初次聽到林強唱「向前走」，那個年代

還沒有人像林強那樣唱自創的台語歌，王昭華因此被打動：「這個讚！原來這樣也可



以寫成歌，那我也來試試看吧！」於是她開始用音樂說自己的故事，並反映對生活的

態度，充分發揮「唱自己的歌」之民歌精神！民國84年，她在林生祥、鍾成虎的吉他

伴奏之下，以「阿爸彼兩甲地」獲全國大專創作歌謠青音獎第四名，在告別多年上班

族生涯轉換跑道之後，於95年元旦發行首張台語創作專輯「一」，以溫柔敦厚的歌聲

和樸實雋永的台語歌詞深受喜愛；今年10月，淡水藝文中心在15周年特展中播放她的

專輯，還展出她分別於84和87年完成的兩張手繪地圖「在地觀點」和「戀亂淡水」

，令許多淡江校友懷念不已。這兩張地圖不僅以塗鴉方式描繪當時的淡水，穿插在圖

中的小字更呈現出沒有網路的年代，水源街上學生愛逗留的知書房、動物園，還有自

稱「後山腳踏車公主」的王昭華最愛去兜風的三空泉和桂花樹等地。王昭華表示，隨

著網路和各種媒介的興起，人際的互動彷彿變成一道暗流，湧入下水道，在地底伏流

著。她笑著回憶：「前陣子和老朋友舊地重遊，經過自強館前，還感慨說：『現在還

有人叫館嗎？應該都只用MSN敲吧？』以前社團開會，每個人都非親自到場不可，不

可能用SKYPE線上討論；而當時的美宣組長都一定要會寫POP字體，不像現在，手繪海

報越來越少見了。」 

83年畢業後，她在雄獅美術擔任文字編輯，度過9年的上班族時光，雖然對工作仍保

有夢想，但不禁思索：「未來就一直這樣下去嗎？」她開始質疑自己是否還有足夠的

腦力和眼力，特別是編輯工作會大量消耗精力，長時間對著電腦螢幕及密密麻麻的文

字，讓近視約九百度的她備感吃力。 

現為自由業的她正籌備第二張台語專輯，預計舊曆新年前發行，未來也打算出版台語

散文集，為台語文學貢獻一點心力。她形容過去的自己處在不均衡、不和諧的狀態

，內心總存有莫名的焦急和緊繃，深怕生命有遺憾，因此總想活得更有意義，將時間

都搾乾、拚命吸收，甚至對想做的事過度投入、忽略了人際的溝通，「緊繃的人生也

許會活得很精采，但充滿壓力，而且埋頭獨力完成什麼事，只能成就自己，無法和更

多人成就更多事，很累也很有限。以前曾很嚮往這樣的生命狀態，但現在不會了，只

想活得更自然，凡事慢慢體會、慢慢來…將身心都放鬆，才能活得比較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