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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和〈一桿「稱仔」〉學習單                        設計者：東石高中林洋毅 

一、作者介紹：關於賴和 

「文學評論」是運用一定的文藝理論來分析、評斷文藝現象的文章，且能「揭示文學藝

術作品的美和缺點的」一門科學。「文學評論」屬於論說性文體，它既要解決「怎樣去認識和

評價」的問題，又要研究如何藉助於一定的形式和技巧把「認識和評價」恰當地表達出來。

以下我們試著從「文學評論」看賴和： 

素材一：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下列問題。 

1.陳虛谷(1896-1965)：「到處人爭說賴和，文才海內獨稱高。看來不過庸夫相，那得聰明

爾許多。」──〈贈懶雲〉 

 

2.朱點人(1903-1949)：「說起來未免真失禮，不論是誰初次和他接觸，都要說他原來是一

個『草地人』。真的賴和先生不好修飾，他所穿永遠是台灣衣服，如果台灣也夠說得上一

個『魂』字，那我就要稱他是『台灣魂』了。 」 ──〈賴和先生的人及其作品〉 

 

3.吳新榮(1907-1967)：「賴和在台灣，正如魯迅在中國、高爾基在蘇聯，任何權威都不能

漠視其存在。」──〈賴和在台灣是革命傳統〉 

 

4.葉榮鐘(1900-1978)：「賴和生得矮矮胖胖，夏天一襲白百永短衣褲，真令人看不出他是

台灣數一數二的詩人、小說家。若不是出門腋下總夾著一只往診皮包做標誌, 連他是醫生

都無有人敢相信。」──〈詩醫賴懶雲〉(未完稿) 

 

5.賴和(1894-1943)：「阿四此后便成為一個熱心的社會運動者，文化講演會，也常看見他

在講壇上比手劃腳，也曾得到民眾熱烈拍手的歡迎。阿四這時候纔覺得他前所意想的事業

盡屬虛幻。只有為大眾服務，纔是正當的光榮的事業。」──〈阿四〉 
 

1. 請依據引文，勾選四位評論者對賴和提出的看法與觀察有： 
 看法與觀察 陳虛谷 朱點人 吳新榮 葉榮鐘 
1 擁有很高的文學才華 V   V 
2 台灣精神的代表人物  V V  
3 在社會上，擁有廣泛的討論度 V    
4 熱衷於文化運動，為大眾服務    V  
5 看似平庸無奇，實則深藏不露 V V  V 

2. 接續上題，賴和最後一篇〈阿四〉是他個人的自傳式小說，「阿四」就是「賴和」，他對自

己的看法與觀察，符合上列五項的哪一項？理由是？ 
答：(1)第四項「熱衷於文化運動，為大眾服務」。 

    (2)文中提到阿四認為「只有為大眾服務，纔是正當的光榮的事業。」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8F%AD%E7%A4%BA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A7%91%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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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二：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下列問題。 

賴和的遺稿中，有一篇題名為〈阿四〉的作品，小說主人公──阿四的身份、履歷與

賴和如出一轍，尤其與〈歸家〉合看，兩者都是寫主人公從學校畢業，初入社會時所受到

的思想和情感的衝激。 

〈阿四〉以天真浪漫的心情踏入社會，卻立刻被嚴峻冷酷的殖民地社會種族歧視和差

別待遇的現實所痛擊，小說就是希望幻滅之後，在海外留學生的解放運動和世界思潮的鼓

舞下覺醒，參與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以至於治警事件，身陷囹圄，

仍然不退縮，向著啟蒙運動「唯一光明之路」前進。小說結尾是阿四在竹林事件發生之後

到Ｔ地演講的情形，以下兩段文字就是賴和對啟蒙者形象的描繪以及知識份子和人民大眾

的互動關係： 

……當時恰值竹林事件發生的起頭，幾萬人的關係者，生路將被斷絕，正在走投無路，

叫天不應，憂傷、恐懼、怨憤、交併一心，苦於無法自救，但是，他們尚有一線的希

望，維繫於文化會。他們曉得文化會是要替大眾謀幸福的，所以抱著絕大的期待，想

望能為他們盡一點力，使生活不受威脅，得有一點保障。這回聽說有文化講演，他雖

住在較內山的人，也不怕幾十里路的跋涉，齊來聽講，希望得些慰安，並且於生的長

途上，能付給他們些微光明的引導。他們到了Ｔ地，一起擁到講演的面前去，想瞻仰

講演者、他們想像中的救世主丰彩。在這一行的面前，他們一人一嘴，訴不盡他們所

受的痛苦，在他們的意識裡以為一定能替他們分憂，各個人怕得不到訴苦的機會似

的，爭先開口陳述。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裡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

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

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成罪過？所以他這晚

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裡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

注在他臉上，使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

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希望，把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這兩段文字勾勒了二○年代文化協會帶動的社會風潮中，講演會場上講者和聽者，知

識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心思和期待，在殖民者的壓迫和苦難中，以話語和心靈的聯繫尋求慰

安。 
──節錄改寫自陳萬益〈啟蒙與傾聽─ 論賴和小說的人民性〉 

1. 請根據本文線索，將阿四投入文化運動的歷程，以 1-5 的順序填入。  
順序 看法與觀察 

2 受到在海外留學生的解放運動和世界思潮鼓舞  

3 參與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  
5 在竹林事件發生之後，到Ｔ地演講，鼓舞群眾  
4 受到治警事件波及，身陷囹圄，仍然勇往直前  
1 在殖民社會的種族歧視和差別待遇中感到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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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根據文章線索，將關鍵字填入以下空格處。 
 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相互認知 

人民 
1 將啟蒙者想像成【   救世主   】，認為他們可以給予【  光明的引導  】 

2 對啟蒙者的態度是：【 崇仰  】、【 信賴 】和【  期待  】 

知識分子 
1 面對人民的熱烈希望的視線，有不能自安的責任感 

2 心裡燃燒著【  火一樣的同情  】，想盡他【  舌的能力  】 

3 希望把【  慰安  】、【  希望  】、【  歡喜  】賦予人民 

 

二、課文分析與統整 

（一） 課文分析 
※閱讀完小說〈一桿「稱仔」〉後，請協助檢察官填寫死者資料表。 

死者姓名 秦得參 

居住村名 威麗村 

該村居民 

職業分布狀況 

※公職官吏、地方勢豪地方勢豪、窮苦農民（三類） 

以上三類職業由人數多到少排列：（窮苦農民 → 地方勢豪 →公職官吏）  

死者曾任職業 □佃農     □長工     □會社勞工    □散工   □菜販 

犯罪事項  違反： □通行取締  □道路規則  □飲食物規則  □度量衡規紀違  

死因 自殺 

 
※將小說〈一桿「稱仔」〉分成三幕，請完成以下角色與道具的事先準備表。 

劇本場景 主要人物角色 

村莊 秦得參、熱心農民、貪婪勢豪、製糖會社人士 

家庭 秦得參、父親、繼父、母親、妻子、兒女、嫂嫂 

街市 秦得參、巡警、市場路人 

官署 秦得參、法官、小使、妻子 

劇幕安排 各幕的道具 

第一幕 

秦得參的前半生 
牛、甘蔗、西藥與中藥 

第二幕 

命運的轉捩 
金花、稱仔、米、觀音畫像、門聯、金銀紙香燭、糖米、花布 

第三幕 

與執法者的衝突 
青菜、稱仔、青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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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菜販秦得參的前半生】 

1. 背景：村莊做為社會的隱喻 
根據第一幕資訊進行整合，分析這是一間怎樣的村莊，請提出引文證據。 

 特質 證據（秦得參喪父時，他們的作為） 

上層階級 牟利為尚 面對弱勢家庭需要幫助時，為能多得幾斗租，便將田地轉贌。 

下層階級 熱心互助 熱心幫忙母子想方設法，尋找新的家庭經濟支柱。 

2. 人物：村莊與主角的名稱設定 
嘗試說明賴和取名為「威麗村」與「秦得參」的手法與用意？ 
答：諧音雙關：威麗／威力；秦得參／真的慘。 
 
困境 1 
1. 秦德參與他的家庭面對哪些困境？他和母親怎麼解決這個困境？  
答：1. 單親父親早亡、窮苦無依、繼父打罵。 

2. 靠著母親與秦得參的勤奮堅忍，努力餬口。 
 
困境 2 
1. 秦得參結束長工的工作後，他有佃農、會社勞工、與散工三種工作可以選擇，最後他只能

選擇散工，因為他遇到了現實的困境有： 

※為什麼他不選佃農？因為田地出現（  租不到或租不起 ） 的狀況。 

※為什麼田地會有（ 租不到或租不起  ）的狀況？因為製糖會社向地主（  加租聲爭贌）。 

※為什麼不願當製糖會社的勞工？因為  （  有同牛馬一樣，他母親又不肯   ）。 

──延伸閱讀 1：吳媛媛〈被民眾赦免的死刑犯，與槍殺百姓的無名兇手：瑞典百年勞工運

動和民主化歷程〉 
 
困境 3 
1. 請依據以下表格，秦得參家的生產力狀況，與經濟負擔程度（依序填入低、中、高）。 

 具生產力人數 無生產力人數 經濟負擔程度 

得參 18 歲娶老婆後 3 0 低 

得參 21 歲母親過世 2 1 中 

得參 22 歲生女兒後 1 3 高 

 
2. 秦母親死去的原因與秦得參生病的共同成因在於？由此推論父親死亡的可能原因為？ 
答：三人可能皆為過勞所導致的生病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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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秦得參生病的這一段中，他是怎麼醫治自己？  

秦得參的病名是： □肺結核   □流感     □瘧疾   □日本腦炎 

秦得參醫治自己的過程是： □先看西醫吃西藥，再吃中藥 
□先看中醫吃中藥，再吃西藥 
□先看西醫不吃藥，再吃中藥 

秦得參如此醫治自己的原因是： 
（多選） 

□不相信西藥，較相信中藥 
□家境較困苦，不捨得花錢 
□相信自己年輕，很快就好 

──延伸閱讀 2：林立青〈呷藥仔〉 
 
4. 為什麼秦得參家會不斷過勞、生病、死亡？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現代，我們會有怎樣的不

同或改善？這代表當時缺乏甚麼樣的觀念或政策保障？ 

1 育兒薪假相關補助 產假、育嬰假、育嬰津貼補助 

2 醫療保險 勞保、健保 

3 勞動條件保障 例假休假、工時限制 

 
統整困境 
藉由以上三個困境，我們可以看出秦得參的痛苦源頭在於： 
□殖民政府的剝削政策底下，身為被殖民者的可憐與可悲之處 
□政府縱容本土與日本資本家聯合壟斷，壓榨底層的被殖民者  
□缺乏國家的福利政策等相關與保障措施，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只能憑藉個人的勤奮與吃苦耐勞，相互幫助，才能免於凍餒 
□即使再廉能的殖民政府，也無法改變統治者與被統治的階級 
 
小結 

賴和在本篇小說，藉由他的（ 醫 ）者與（ 社會文化運動 ）者之眼，觀察並書寫

底層人物病與死，藉此進行對殖民社會與底層人物病、痛的解剖，與尋找病的癥結與解方。

我們藉由賴和醫者的眼，從這篇小說，看見了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外在與內在的病與痛。 
 
【第二幕：農勞底層命運的轉捩】 
 
1. 秦得參病癒後，在尋求改善生計的過程中後面臨三個困境，請依表格填入答案。 

  困境 解決辦法 代表意義 

1. 得參病癒後的

煩惱是什麼？ 
年末卻找不到相應的工作 賣菜   

2. 打算賣菜卻遇

到什麼問題？ 
缺少本錢，又不敢向人告借 妻子向嫂嫂商借金花 □底層人民的溫暖互助 

□底層人民的守法重紀 

□底層人民的奴性本質 
3. 有了本錢之後

的新問題是？ 
缺少一桿稱仔（官廳製品） 向鄰居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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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說中，呈現平民百姓對於殖民法律的看法與感受是？ 
答：「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 
 
3. 秦得參賺錢後，依序買了第二幕裡羅列的品項，這代表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答：以家庭為重，有責任感的一家之主，慈愛的父親。 
 
4. 妻子於秦得參購買這些物品的想法是？原因是什麼？ 
答：妻子認為丈夫在添購家中過年所需方面，必須適可而止，因為他認為更應將所剩金錢，

優先運用於贖回嫂嫂的金花。 
5. 秦得參對妻子的回應？（請引用原文） 
答：我亦不是把這事忘卻，當舖遲早總要一個月的利息，不怕賺不來 
 
6. 承上題，由二人對話可見二人共同特質是： 
答：可見二人皆是具責任感、重信用的好人家。 
 
【第三幕：菜販與執法者的衝突】 

（一）秦得參面對殖民者的首次受辱與打擊 
下級巡警目光注視到他擔上的生菜（焦點注視） 

參：「大人，要什麼不要？」（殷勤） 

警：「汝的貨色比較新鮮。」（顯示已經巡查好幾攤，鎖定生菜，代表參品管佳） 

參：「是，城市的人，總比鄉下人享用，不是上等東西，是不合脾胃。」 

警：「花菜賣多少錢？」（拐彎抹腳） 

參：「大人要的，不用問價，肯要我的東西，就算運氣好。」（恭敬奉獻） 

警：「不，稱稱看！」（幾番推辭） 

參：「大人，真客氣啦！才一斤十四兩。」（誠實稱重） 

警：「不錯罷？」 

參：「不錯，本來兩斤足，因是大人要的……」 

警：「稱仔不好罷，兩斤就兩斤，何須打扣？」（變色） 

參：「不，還新新呢！」（泰然點頭） 

警：「拿過來！」（赫怒） 

參：「稱花還很明瞭。」（從容捧去） 

警：「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約略考察） 

參：「什麼緣故？修理不可嗎？」 

警：「不去嗎？」「不去？畜生！」（怒叱打斷擲棄稱仔） 

1. 根據秦得參與巡警的對話脈絡，他對哪句話的解讀錯誤，導致警察後續的嫁禍？ 

(1) 「不，稱稱看！」（幾番推辭） 

(2)警察的意思是： 欲迎還拒，故作姿態 

秦得參的解讀是： 以為巡警真心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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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巡警的哪些反應，可以確認他惡意扭曲、執法不公？ 
答：1「稱仔不好罷，兩斤就兩斤，何須打扣？」（收賄不成，惡意嫁禍） 
  2「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罔顧事實，執法不公） 
 
3. 秦得參面對警察的反應會讓巡警如此生氣，最終打斷稱仔氣憤離去？秦得參的實際作為與

警察的期待有什麼落差呢？請根據小說敘述，完成下表： 

 
警察期待的反應 秦得參的實際反應 

詢問青菜價格 免費贈送 打折收費 

考察稱子狀況 恐懼驚慌 泰然從容 

宣布考察結果 接受妥協 不服質疑 

 
4. 在面對巡警對秦得參執法不公一事上，秦得參與眾人、妻子，在反應上有很大的差別。請

將相對應的選項填入表格中： (Ａ)勸慰    (Ｂ)憤恨      (Ｃ)告誡  
(甲)殖民者  (乙)被殖民者   (丙)官符    

  眾人 秦得參 妻子 

面對衝突的態度 (C) (B) (A) 

將衝突歸咎於 (乙) (甲) (丙) 

 
（二）面對殖民者的再次受辱與打擊 
1. 法官的哪一句話反應殖民體的制官官相護，執法者完全無法彰顯公平正義？ 
答：「但是，巡警的報告，總沒有錯啊」 
 
2. 請分析秦得參與妻子面對拘提過程的反應有何不同？ 

反應 面對拘提訊息 進入法庭 面對科罰 

秦得參 毫無畏懼 理直氣壯 堅持不繳 

妻子 不知所措、哭泣 驚恐 妥協繳納 

 
3. 為什麼秦得參不願意繳罰金且他說沒有錢？ 
答：不繳罰金一方面可以省下金錢、另一方面也是對殖民者進行無聲的抗議。 
 

【第四幕：秦得參的覺醒與抉擇】 

（一）覺醒 
圍過爐，孩子們因明早要絕早起來開正各已睡下，在做他們幸福的夢。參尚在室內踱

來踱去。經他妻子幾次的催促，他總沒聽見似的，心裡只在想，總覺有一種不明瞭的悲哀，

止不住露出幾聲的嘆息，「人不像個人，畜生，誰願意做？這是什麼世間？活著倒不若死了

快樂。」他喃喃地獨語著，忽又回憶到母親死時，快樂的容貌。他已懷抱著最後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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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得參所不明瞭的悲哀，在小說脈絡的情境設定裡，其實有跡可循，請根據「除夕日」為

線索將適當的答案填入表格中。 
景 情 

日期 時間 理應感受 實際感受 對應句子 

除夕 早晨 

喜 

 

悲 

年華垂盡，人生頃刻 

除夕 夜晚 
人不像個人，畜生，誰願意做？ 

這是什麼世間？活著倒不若死了快樂。 

 
2.從哪一句可以看出秦得參最後可能與警察同歸於盡的伏筆？ 
答：「忽又回憶到母親死時，快樂的容貌。他已懷抱著最後的覺悟。」 

 
（二）抉擇： 

元旦，參的家裡，忽譁然發生了一陣叫喊、哀鳴、啼哭。 隨後，又聽著說：「什麼都

沒有嗎？」「只『銀紙』備辦在，別的什麼都沒有。」 

同時，市上亦盛傳著，一個夜巡的警吏，被殺在道上。 

 

後記：這一幕悲劇，看過好久，每欲描寫出來，但一經回憶，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 不能

著筆。近日看到法朗士的克拉格比，才覺這樣事，不一定在未開的國裏，凡 強權行使的地

上，總會發生，遂不顧文字的陋劣，就寫出給文家批判。 

 
1. 小說最後的結局是什麼？你如何推論出來？ 
答：1 秦得參在街道殺警之後，回家自殺。 
  2 賴和在此，將兩個空間鏡頭並置，藉由聲音言說，暗示情節之間的聯繫關係。 
 
2. 由秦得參最後的選擇與行動，賴和所突顯的目的與用意是？（多選） 
□指當時反抗分子最終只能畏罪自殺  
□凸顯人民被殖民的痛苦遭遇及覺醒 
□象徵人民極力捍衛人性尊嚴的決心  
□譴責當時抗暴分子行動的懦弱無能  
□象徵臺灣百姓忍辱偷生的卑微無奈 
 
3. 讓賴和感到「悲哀」的這一幕，是否在現代仍有類似的強權行使的情況發生？請舉例說明。 
答：學生自由發揮。 
 
 
 
 
 
 
 



9 
 

【尾聲：統整與思考】 

1. 主角秦得參有哪些特質？在哪些情節段落上被形塑？(A)勤毅 (B)盡責 (C)誠信 (D)硬毅 

1 (D) 面對巡警的欺凌打壓，有堅決不妥協的反抗精神。  

2 (B) 賣菜賺錢後，將所有資金投注在對家庭的照顧上。 

3 (A) 吃苦耐勞、盡一切努力改善家計，導致過勞生病。 

4 (C) 在過年前出獄時候，仍惦念著金花尚未還給嫂嫂。 

 
2. 閱讀完本篇小說後，讓我們從頭思考菜販秦得參的生命故事，請將不同身份階段的秦得

參，與他所面對的體制困境進行連連看的配對： 

1 贌田務農者 

  

被訂定法律的殖民體制、執法者壓迫踐踏。 

2 散工勞動者 國家與地主、製糖會社等，聯合壓榨人民。 

3 市場服務業 國家並未積極照護、保障人民的勞動條件。 

 
3. 在面對困境時，秦得參為何先前選擇賣菜積極面對，最後卻又選擇殺警自殺？這代表經濟

困境之外，更秦得參根本上無法接受的部分很可能在於？ 
答： 
殺警自殺則是被經濟剝削外，又被踐踏尊嚴，在對生命感到艱苦卑微且無望的情況下，決定

用激烈的方式反抗被殖民奴役的命運。(參考答案) 

三、延伸學習：從「稱仔」到「稱花」 

 
妻：「參啊！賰的錢 khiām起來，kā阿嫂彼枝金花贖轉來，毋是較要緊？」（白） 

 

三頓藏無門，按怎通有賰？（唱） 

過勞閣帶病，景緻迷茫一四界 

浮輕的性命，沉重的社會； 

贌幾坵田，贌幾坵田，才會種出稱花？ 

 

妻：「參啊！官符過煞，明年定著真緊會出運，kā心肝放予較開咧。」（白） 

 

日夜攏算計，欲做人無欲做畜牲。（唱） 

改途兼換路，無貪只有向望公平。 

熱紅的心血，青草的補皮； 

坐幾日監，坐幾日監，才會開出稱花？ 

 

妻：「參啊！只賰銀紙備辦，拗作蓮花代替稱花，送你去極樂世界。你著 khoaⁿ-khoaⁿ-á 行，

khoaⁿ-khoaⁿ-á 行～」（白） 

 

新時代的制法，佇人間聽好創啥？（唱） 

明瞭的度盤，繼續運轉奴隸拖磨。 

甜蜜的會社，艱澀的人家； 

借問大人，借問大人，稱花幾圓才會通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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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鬧熱走唱隊〈稱花──寫予秦得參〉 
【稱花－寫予秦得參】The Steeltard - 鬥鬧熱 | StreetVoice 街聲 - 最潮音樂社群 
https://streetvoice.com/cometogether/songs/39787/ 

※ 在聆聽歌曲並閱讀歌詞之後，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1. 同樣是〈一桿「稱仔」〉的故事題材，這首歌的結構與視角安排，與小說有很明顯的不同。

作者的改編可能有什麼樣的用意呢？請依據下表填入適當的答案，並嘗試說明你的看法。 
 

一、結  構 

問題 1  這首歌主要分成幾個主要段落？秦得參段落部分，往往在哪幾句運用對比的形式？ 

答案  
1.三個段落 

2.第三、四句。 

問題 2 你認為導演為什麼不讓兩個角色都用唱的，要選擇讓一個角色歌？一個角色誦？ 

答案 
可以增加情緒的對比、也增加戲劇張力，使整首歌的變化性、帶有歌頌的隱喻（參

考答案） 

 

二、視  角 

問題 1  這首歌採取幾位角色的視角？哪位視角被強化了？這角色的段落給你什麼感覺？ 

答案  

1. 兩個 

2. 秦得參的妻子 

3. 溫柔、平靜、成熟、堅強。（參考答案） 

問題 2  你覺得為什麼創作者要強化這位角色的觀點？可能加強那些效果或優點？ 

答案 
1. 補強小說中女性份量較輕的狀況。（參考答案） 

2. 呈現男女在面對困境時，不同的特質與態度。 

                                                                     
2. 這首曲子的歌名，將小說題目中的「稱仔」改為「稱花」，整首歌可見對於「花」意象的

強化。請填寫以下表格，思考歌曲中強調的「稱」與「花」。 

  顏色 感受 性別 階級 花隱喻 意義詮釋 

金花、「拗」蓮花 金彩 暖色 女 民間 
盛放 

美好 

代表：民間女性的溫暖、堅韌不屈。 

稱子→稱花 銀色 冷色 男 官方 
代表：（官方男性的冰冷與跋扈）（反諷） 

對比→（民間男性無助萎縮的生命力）（反諷） 

 

四、閱讀測驗：〈不只是詠古：「鬥鬧熱」與《河》〉◎吳易叡 

  這是一個熱鬧的夏天。 

  嚴格來說，「鬥鬧熱」不算是個樂團。我們寧可說這是個揉合很多人的期待與心血的

音樂計劃。為了製作一張唱片，一張關於「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文學概念專輯，名為

https://streetvoice.com/cometogether/songs/39787/
https://streetvoice.com/cometogether/songs/3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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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2004年，賴和基金會為籌措賴和 110週年冥誕活動，一

群學生義工協助企畫「賴和詩歌節」，試圖以各種形式向大眾

「推銷」賴和這位時代鬥士，諸如電台廣播、詩歌節、文學地

景腳蹤等，其中還包括「音樂劇」和《河》音樂專輯製作。但

後來因為技術的限制，使這些計畫胎死腹中。 

  然而《河》的音樂專輯製作並未停擺。在 2005年的春末，

當初因「歌」而集結的年輕歌手，他們是在女巫店駐唱的外科

國手「擄姘」、從化學轉向台文的南宏，以及從醫界半路逃脫

的易叡，還有從農業輾轉進入台文的美親，共同為第十四屆賴和獎的頒獎典禮「走唱」，

並獲得在場許多前輩熱烈的迴響。隔天，「鬥鬧熱」的計畫便正式開跑了。 

  寫歌的我們，共通點是與彰化深厚的地緣關係，以及對台灣文學的興趣。本來我們是

互不認識的，但先後對賴和的作品有所涉獵，直到上大學後，在好幾屆的賴和文學營裡，

才漸漸先後熟了起來。 

  以賴和的詩入樂，並非偶然嘗試。作為台灣新文學標竿，賴和的詩作，融合日治時代

新舊文學接時，已臻成熟的結構和豐富音樂性。尤其許多新詩保有漢詩歌餘風，且由民間

曲調發展而成，賴和本人也曾在幾些題下註解該詩的曲牌，尤其從史料可以發現，賴和是

有計畫性地採集民間文學，包括歷史故事、地方傳說及吟唱歌詩等等。 

  賴和的創作包羅萬象，從漢詩、新詩、小說、散文，或其他書信、日記等雜文，關懷

主題雖嚴肅卻不減一絲文學性。也由於他在日本殖民時期，投身文化運動，從人道關懷到

抵抗意識，篇篇詩文挾帶了親切的庶民性格。因此，也讓《河》這張音樂專輯在某種程度

上，是兼具創新與傳統，音樂呈現出溫暖與剛毅並存的特色，讓歌的形式接近「民謠」，

就像七 O年代民歌風潮那些兼容並蓄的音樂一般。 

《河》的嘗試與企劃，絕不只是「詠古」。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回溯上個世紀賴和的

詩文與生平，我們看到了賴和許多的無力感，深刻瞭解到各個運動的場域，充滿著亙古無

法解決的莫可奈何，但也體悟到音樂藝術擁有一種獨特的力量，能保留甚至穿越時代甚至

突破階級，尤其與富庶民性的賴和詩作結合時，更能感動人們勇敢面對眼前的人生與社會

困境。 

  2005年的夏天, 我們以「鬥鬧熱」之名南北走唱，獲得台灣文學師長、社運、學運人

士以及愛好文學藝術等諸多夥伴們的支持，大夥傾力相助的熱情更令我們感動汗顏；我們

更要感謝賴和基金會允諾出版這張專輯，並給予我們在史料上的指點以及匡正；在鬥鬧熱

的網路錄音日誌(weblog)上，更有許多前輩不吝給予發音以及訓詁的建議，讓我們的「鬥

鬧熱」計劃更實至名歸。 

  隨著八月二十日我們告別演出的結束，所有的鬥鬧熱成員或回到校園、工作崗位，或

出國深造。在錄音後製的階段，許多人已經開始詢問，也有媒體關注專輯的出版時間，甚

至企圖為這張專輯作出歷史的定位。然而畢竟賴和作品的厚度是我們這群年輕人再如何努

力編出多麼龐大的曲子也累積不到的，島嶼的苦難歷史也絕非一張薄薄的唱盤所能承載。 

  而賴和，若曉得在他死去的半世紀後，當他所關注的人間醜惡在島上依然未曾改變的

今天，有一群少年仔為他寫歌，不知作何感想。這個夏天製作《河》這張音樂專輯，我們

一面流著年輕的淚，重溫賴和的灼熱的一生，一面絞盡腦汁，想辦法讓賴和的影子經由旋

律的穿針線，走出歷史的相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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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知道乘著歌聲的靈魂，是否朝向一個可能的現實，至少在這個熱鬧的夏天，因

為文學而開始「鬥鬧熱」的風氣，才正要開始？ 

吳易叡寫於切•格瓦拉音樂工室 2005/08/29 

1. 嚴格來說，賴和紀念專輯真正開始的時間點是： 
(A)賴和 110 週年冥誕活動 
(B)「賴和詩歌節」 
(C)「音樂劇」與《河》音樂專輯製作企畫 
(D)十四屆賴和獎的頒獎典禮「走唱」 

 
2. 鬥鬧熱走唱隊在繼承賴和文學與詩歌創作特質方面，下列並非最重要元素的是： 

(A)融合新舊文學交接時的成熟特質 
(B)作品與民間曲調結合，保有古風 
(C)主題雖然嚴肅，卻不忽略文學性 
(D)創作富有人道關懷以及反抗精神 

 
3. 下列選項中，最不符合鬥鬧熱走唱隊對這張專輯的期待是： 

(A)完成眾人對這張專輯投入的心血與期待 
(B)歌詠懷過往時代的美好以及先人的努力 
(C)理解過往文化運動中社會運動者的心理 
(D)努力讓這張專輯為賴和作出歷史的定位 

 

4. 這張專輯為什麼取名為《河》，其用意可能有：（請寫出兩個以上） 
答：1.取自賴和的本名「賴河」，帶有紀念意義。 

  2.河流順流而下灌溉土地，隱喻賴和其生命與文學創作，穿越時空與階級，撫慰人心，

給予社會力量。 

  3.其他答案自由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