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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獻整理 

臺灣歌謠賞析： 

文明女的及時行樂曲--跳舞時代 

林翠鳳  

〈跳舞時代〉 

陳君玉 作詞 / 鄧雨賢 作曲 / 純純 演唱 

阮 1 是文明 2 女 東西南北自由去 逍遙及自在 

世事怎樣阮不知 阮只知文明時代 社交愛 3 公開 

男女雙雙 排做一排 跳道樂道 4 我上蓋 5 愛   

舊慣 6 是怎樣 新慣 7 到底是啥款 8 阮全然不管 

阮只知影 9 自由花 定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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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有人笑我呆 有人講我帶癡睚 12 我笑世間人 

癡睚懵懂 13 憨大呆 14 不知影及時行樂 逍遙及自在 

來來來來 排做一排 跳道樂道(TOROTO)我上蓋愛 

歌詞小注：  

1.阮：臺語稱「我等」。 

2.文明：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進步開化的狀態，常是相對於野蠻而言。二十

世紀初期，正當臺灣在日據時代、中國清末民初時期，對於具現代色彩

的新穎事物，常加上「文明」二字。如稱話劇為「文明戲」、手杖為「文

明棍」等。 

3.愛：臺語稱「要，應該要」。 

4.道樂道：TOROTO，一種當時流行的舞步。 

5.上蓋：臺語稱「最」。 

6.舊慣：舊有的習慣。 

7.新慣：新時代的習慣。 

8.是啥款：是甚麼樣子。啥，甚麼，疑問辭，為「甚麼」二字之切音。

款，臺語稱「樣子、情形」。 

9.知影：知道，了解。影，形影。 

10.定著：一定會，肯定。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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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好：最好。 

12.癡睚：癡傻入迷。睚，眼角，舉眼。懵懂：糊塗不清楚、不能明辨事

理。 

13.憨大呆：傻氣愚蠢。 

〈跳舞時代〉是發表於 1932 年的臺語歌曲，由古倫美亞(Columbia)唱

片公司發行，是臺灣第一首純為商業而創作發行的臺語流行歌。僅僅是〈跳

舞時代〉這一個唱片名稱，就像是高張的世代宣言，熱情外放而時髦新穎，

才一推出就成功地吸引住大眾的目光。 

光緒 21 年(1895)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之後，臺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

地，總督府以明治維新的精神，將大量西方思潮與文明元素導入臺灣，巨大

地衝擊了原有的傳統社會，而邁入了現代化的新時代。不僅很多男人剪掉

髮辮，女人大膽的解放纏足，市井大眾也開始嘗試穿上洋裝，戴上眼鏡。

尤有甚者，如留聲機、曲盤、電影等先進娛樂被引進臺灣，形成了全新的

流 行 文 化 。 三 ○ 年 代 的 臺 灣 ， 受 到 日 本 與 歐 美 流 行 音 樂 的 影 響 ， 華 爾 滋

(Waltz)、狐步(Foxtrot)、布魯斯(Blues)、探戈(Tango)等舞步傳入島內，年輕

男女崇尚流行，敢於嘗試，在娛樂場合隨著流行歌曲的節奏翩翩起舞。打

破過去男女授受不親的束縛，挑戰傳統尚禮崇倫的保守，標榜社交開放、戀

愛自由，掀起了當時的前衛風潮。這首〈跳舞時代〉大膽唱出年輕男女對

自由開放的嚮往，音樂界帶頭大肆宣揚了新時尚，同時喚醒新時代的心靈

渴望，並帶領出新的臺語創作歌曲的旋風，是一張極具指標意義的重要曲

盤。 

這首歌一開場就直率地表示自己是「文明女」，就這一句坦然的作風，

便表現出現代女性的勇敢與開放。文明女就是新時代女性的代名詞。歌詞以

女性第一人稱寫作，公開地宣示著切割舊時代、面向新文明的清晰意志。

文明女高唱著「東西南北自由去 / 逍遙及自在」、「阮只知影自由花/定著

愛結自由果」，顯然「自由」就是文明的指標，是時代的新潮。而行動的自

由、社交的自由、戀愛的自由，都是過去保守時代的女子難以想望的奢求。

而今新世代，人權要伸張，女權更要同步解放。新時代的女青年勇敢地大聲

唱出自己的想法，歌唱之間彷彿活跳著一位雀躍的自由女子，散發著濃厚的

女性主義意識，青春洋溢地憧憬著美好的理想未來。 

「自由」是理想，但畢竟來得又急又猛，這世界改變得太快，教人似

懂非懂。究竟甚麼是自由？甚麼是文明？甚麼是女權？這世界還有多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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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還會有多少變化？在那備受新思潮、新事物衝擊的舊時代裡，有多少

人真能明白？歌曲裡的文明女坦率得可愛，毫不諱言地說出「世事怎樣阮

不知」、「舊慣是怎樣/新慣到底是啥款 /阮全然不管」、「將來好不好/含

含糊糊」，文明女有多文明？似乎並不重要，也無須追論究竟。她不在乎傳

統舊慣是如何，也不管新時代有什麼潮玩意，看來她不想被舊禮教束縛，

也沒法弄清楚洶湧紛來的新潮流，即使面對未來也含糊以對。頗有活在當

下的意味。 

對世事雖是不知、不管又含糊，但這單純又帶點傻氣的文明女則很篤

定 :「阮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男女雙雙/排做一排/跳道樂道我上蓋

愛」、「阮只知影自由花/定著愛結自由果」、「無煩無惱/跳道樂道我想

上好」，文明女不要被性別框架束縛，不願被世俗禮教圈限，不想虛度青

春時光。她要社交公開、要行動自由、要身體自主，要開放同男子一般自

在、要勇敢和大眾一起舞動。她愛跳舞，「跳道樂道(TOROTO)我上蓋愛」，

喜歡男男女女排作一排一起跳舞，跳道樂道(TOROTO)是時髦的西方交際舞

娛樂，彷彿是自由文明的象徵。 

文明女無懼於世人指指點點，你要笑我呆，我正說你癡，「我笑世間

人/癡睚懵懂憨大呆/不知影及時行樂/逍遙及自在」。她把握當下，及時行

樂，就是要享受自由，就是要自由享受。標舉文明大旗高歌自由與女權，這

是歌頌享樂主義的現代女性，這也是實踐女性主義的文明女青。  

臺 灣 的 現 代 化 始 於 清 光 緒 11 年 (1885)臺 灣 建 省 後 首 任 巡 撫 劉 銘 傳

(1836-1896)，其鐵路、電燈、電話等建設都領先於全中國。日本統治之後，

將其明治維新的全面西化概念帶入，臺灣從電力水利的建設、公共衛生、

新式教育，到西方美術文藝等等，都有了新穎的翻轉。尤有甚者，民國 8 年

(1919)中國興起五四運動後，新文化思潮很快地東傳來臺，追求自由、平等、

民主、科學等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自 1920 年代以來，深深撼動著臺灣智識

界。新文學運動提倡「我手寫我口」、「舌頭與筆尖合一」的精神受到了廣泛

認同或討論，文人作家們紛紛主動投入嘗試創作臺灣話文，成為陪伴社會改

革運動者前進的利器。而透過新文藝來展現新文化內涵，以達到「啟蒙文明」

的理想，也是被改革者們寄予厚望的有力方式。  

站在文藝最前線的詞曲工作者與文學創作者們，將新思想、新概念寄

託在詞曲詩文之間，期望藉由大眾流行文化的廣泛流傳，改變不合時宜的

舊思維，扭轉桎梏保守的舊民風，以促進民智開化，提升文明素養。而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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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大眾歡迎的臺語流行歌就扮演了積極而重要的角色。  

1930 年以來臺語流行歌在〈桃花泣血記〉的賣座後確立了發展的方向，

而〈跳舞時代〉則接著引發另一波創作風潮。〈跳舞時代〉為鄧雨賢加入

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後所發行的第一首全新創作作品，將歌曲呈現出鮮明的

舞步節奏，很有都會青春的明朗氣息，也兼具民間歌謠之美，開創了獨特

的臺式風格。由跨界玉女歌星純純演唱。作詞者陳君玉(1906-1963)在歌詞

中大力宣揚女性公開社交、自由戀愛等思想，還將當時流行的舞步 TOROTO

置入歌詞中，作為都會前衛女性的形象標記。陳君玉先前在大陸工作時，

親身體會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風氣，已經練就了寫作流利的白話文。回臺

後活躍於臺灣文藝協會，倡導以臺灣文藝發揚自由主義精神，也參與發行

《先發部隊雜誌》，擔任古倫美亞公司文藝部長，延攬了包括鄧雨賢、純純

及周添旺、李臨秋、愛愛等多位青壯作詞、作曲、演唱家，一起創作推廣臺

語流行歌曲，致力於推動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一群實力堅強且理念先進的

音樂人陣容，開創了臺灣流行樂的興盛時代。 

〈跳舞時代〉反映著鮮明的五四風韻，也標舉著臺語流行歌曲的新里

程碑。 

附錄：〈跳舞時代〉紙上音樂會  

◎讀者請以智慧型手機掃描 QR code，便可立即欣賞。 

◎本文 QR code 及圖片等資料，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工系許華青教授熱

情提供，敬致衷心謝忱！  

 

 

《Viva Tonal 跳

舞時代》2003 年

製作發行的紀錄

片。內容描繪日

治時期臺語流行

歌曲的演進。 
 

 

臺灣知名歌手白

冰冰演唱跳舞時

代，以輕盈與自

信詮釋一甲子之

前的都會女子新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