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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垣鐸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禮記‧樂記》進一步加以闡釋：「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三者

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由此可見，詩、樂、舞三者之間融合諧洽的關係。原來，詩

篇文本是用文字來抒發人類內心的思想感情，音樂則是透過聲音來傳達，舞蹈則是藉

由肢體動作來揮灑。 

1975 年，楊弦「中國現代民歌集」專輯，將余光中先生《白玉苦瓜》詩集中的〈

民歌手〉、〈白霏霏〉、〈江湖上〉、〈鄉愁四韻〉、〈迴旋曲〉、〈小小天問〉、〈搖搖民歌〉、

〈鄉愁〉、〈民歌〉等 9 首現代詩譜成歌曲，開啟了現代詩融入校園民歌的風潮。十年

後，1985 年，滾石唱片公司集結李泰祥、李泰銘、陳志遠、陳揚、翁孝良、李宗盛與

王新蓮等 7 位作曲家，將三毛親筆創作的〈軌外〉、〈謎〉、〈七點鐘〈今生〉〉、〈飛〉、〈

曉夢蝴蝶〉、〈沙漠〉、〈今世〉、〈孀〉、〈說給自己聽〉、〈遠方〉與〈夢田〉等 11 首歌詞

﹙正確一點，應該說現代詩﹚，製作成「三毛作品第 15 號──回聲」專輯，並於 1986

年推出臺灣流行音樂史上的第一張 CD，更將此風推向高點。 

這種現代詩與校園民歌、流行歌曲、甚或藝術歌曲融合諧洽的現象，正符合當代

教育一再強調的「文創產業導向」的議題。本文以鄭愁予的現代詩為例，來談談詩樂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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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文創意識。 

1995 年，臺北縣中和市﹙今新北市中和區﹚金革唱片發行李建復《牧歌》與陳儷

伶《相思》CD 專輯，一時成為臺灣、香港、中國兩岸三地樂迷踏雪千尋也難以擁有的

珍品。2007 年，金革唱片進一步集結樂壇、文壇、藝文界張世豪、李建復、陳儷伶、

鄭愁予、董陽孜、羅曼菲等知名人士，跨界合作，共同製作發行《旅夢》這張專輯﹙

附件一﹚。名建築師暨作曲家張世豪選錄鄭愁予詩集中 12 首適合傳唱的新詩，創作全

新的樂曲﹙附件二﹚，分別交由民歌手李建復以及新世紀美聲歌手陳儷伶演唱﹙附件三

、四﹚。在音樂表現方面，與洛杉磯電影管弦樂團 Los  Angeles  Film  Orchestra﹙

L.A.F.O﹚合作，大量採用管弦樂團演奏，將鄭愁予新詩中氣勢磅礡及細緻婉約的情感

，表達得淋漓盡致。更值得一提的是，鄭愁予親自解說 12 首詩的創作動機，並且加以

導讀朗誦﹙附件五﹚。尤其彌足珍貴的是，專輯中收錄已故舞蹈家羅曼菲在她風華全盛

的黃金時期，為〈不再流浪〉所表演的舞蹈﹙附件六﹚。專輯封面題字，則邀請名書法

家董陽孜執筆﹙同附件一﹚。這一切，都讓《旅夢》這張專輯增添無數光采。 

本張專輯標榜「流行音樂中，遺失很久的夢與詩」、「在人生的旅行中，陪自己走

一段真心」；殷切囑望閱聽大眾「重新以真心真情對待自己，珍惜萬事萬物的種種感懷

」。製作團隊信心十足地宣達︰「《旅夢》這一系列專輯，在潮來潮往中，覆滅了世俗

尋覓的足印；讓鋪滿銀色月光的沙灘，回復最原始的平靜。在這裡，可以傾聽歲月的

聲音，悠美而沉靜，一如那個年少的午夜，在純真中初識世間的至情。愛戀的癡傻、

故鄉的落雨、生命的漂流、真理的背離……曾經是詩的，而今也可以是歌的，都化成

窗前淡淡的槴子花香，或心底的一抹雲霞，從來不夠濃烈，卻實實在在地出現過，也

不落痕跡地悄悄感動過。正如同文字之於詩詞的意義，音符之於樂曲也是一樣，要表

達的深情總不及於萬一，只能留給還沒有沉睡的心，細細去體會。」專輯一出，佳評

如潮，在唱片市場造成一股搶購的旋風，一時洛陽紙貴。《旅夢》這張專輯，可說是近

幾年來樂壇、文壇、藝文界跨領域合作，最成功的一個案例，她所開創的文創意識，

相當令人激賞驚嘆。 

這張專輯由四個系列組成： 

甲、《旅夢》系列一  牧歌﹙同附件三﹚，收錄 L.A.F.O 演奏 1.〈序曲〉、6.間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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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的主題、10.結尾曲──〈旅夢〉的主題；李建復演唱 2.〈晨〉、

3.〈牧歌〉、4.〈小河〉、11.〈旅夢〉；李建復演唱‧天博重唱 5.〈一碟詩話〉、

7.〈相思〉、9.〈錯誤〉；李建復‧陳儷伶演唱 8.〈青石小城的也許〉。 

乙、《旅夢》系列二  相思﹙同附件四﹚，收錄 L.A.F.O 演奏 1.〈序曲〉──〈晨

〉的主題、6.間奏曲──〈牧羊女〉的主題、10.結尾曲──〈戀〉的主題；

陳儷伶演唱 2.〈不再流浪〉、3.〈相思〉、4.〈戀〉、5.〈牧歌〉、7.〈下午〉、8.

〈夜〉；陳儷伶演唱‧天博重唱 9.〈不再流浪〉。 

丙、《旅夢》系列三   鄭愁予導讀﹙同附件五﹚，收錄 1.〈序〉、2. 〈牧羊女〉、3.

〈小河〉、4. 〈晨〉、5. 〈下午〉、6.〈夜〉、7. 〈相思〉、8.〈戀〉、9.〈偈〉、

10.〈旅夢〉、11.〈情婦〉、12. 〈一碟兒詩話〉、13.〈錯誤〉 

丁、《旅夢》系列四  影像典藏﹙同附件六﹚，收錄 1. 〈不再流浪〉﹙羅曼菲篇﹚、

2. 〈牧歌〉﹙李建復篇﹚、3. 〈相思〉﹙陳儷伶篇﹚、4. 〈不再流浪〉﹙陳儷伶

篇﹚、5. 〈牧歌〉﹙完整版﹚ 

 

《旅夢》專輯，改編鄭愁予的 12 首現代詩──晨、牧歌﹙原名牧羊女﹚、小河、

一碟詩話﹙改自一碟兒詩話﹚、相思、青石小城的也許﹙改自情婦﹚、錯誤、旅夢、不

再流浪﹙原名偈﹚、戀、下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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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圖片來源：《旅夢》專輯，臺北縣中和市，金革唱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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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旅夢》專輯，臺北縣中和市，

金革唱片，2007。 
 附件二  

 

圖片來源：《旅夢》專輯，臺北縣中和市，

金革唱片，2007。 

 附件三  

 

圖片來源：《旅夢》專輯，臺北縣中和市，

金革唱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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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圖片來源：《旅夢》專輯，臺北縣中和市，

金革唱片，2007。 

 附件五  

 

 
圖片來源：《旅夢》專輯，臺北縣中和市，

金革唱片，2007。 

 附件六  

 

 
圖片來源：《旅夢》專輯，臺北縣中和市，

金革唱片，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