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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蒐集到的 315 首兩蔣威權統治時期的所謂「愛國歌曲」的歌詞內容為

文本，分析其內涵，進一步從中了解兩蔣政治的本質。 

 

經分析結果，得知兩蔣威權統治時期的「愛國歌曲」具有以下內涵：一、揭

櫫「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二、鼓舞戰鬥意志；三、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四、

大中國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主義的宣揚；五、對中國大陸舊山河的眷戀；六、

「工具論」的台灣歌頌；七、標舉三民主義；八、對孫文的歌頌；九、對青天白

日滿地紅旗的歌頌；十、標榜「革命」；十一、透過情歌的置入性宣傳；十二、

宣揚中國歷史文化，歌詠歷史人物或中國古詩詞；十三、外交挫敗後的鼓舞； 

十四、宣揚保密防諜；十五、純粹勵志，激勵進取、開朗、樂觀。 

 

從以上的特色可以窺見蔣氏政權的性質，完全符合法西斯主義的充分條件。 

 

關鍵詞： 愛國歌曲、禁歌、蔣介石、中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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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ontent of “Patriotic 

Songs” during the Era of The Two Chiangs’ 

Dictatorial Rule 

 

 

Shiao-feng Lee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lyrics of the three hundred and fifteen collected so-called 

“patriotic songs” during the Two Chiangs, namely Chiang Kai-shek and his son 

Chiang Ching-kuo, dictatorial rule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he Two Chiangs’ ruling politics. 

 

The result of this analysis shows “patriotic songs” during the era of dictatorial 

rule contain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1) announcing “anti-communists and resisting 

Russia,” “annihilating communist bandits”; 2) rousing the will to fight; 3) personal 

cult of Chiang Kai-shek; 4) national identity of a great China, publicizing Chinese 

nationalism; 5) attachments to landscapes of the old mainland China; 6) 

instrumentation of the singing praise of Taiwan; 7) glorifying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8) eulogizing Sun Yat-sen; 9) eulogizing the flag of blue sky, white sun 

and red all over the ground, the flag of the Kuomintang; 10) glorifying “revolution;” 

11) inserting propaganda in love songs; 12) advocating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inging praise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13) boosting morale 

after diplomatic setbacks; 14) promoting “keeping secrets and guarding against spies”; 

15) pure didactic encouragement of a positive, aggressive, open-minded and 

optimistic determination. 

It is thus detected, through these afore-mentioned characteristics, the nature of 

the Chiang regime conformed completely to the sufficient term of Fascism. 

 

Keywords: patriotic songs, banned songs, Chiang Kai-shek, Chinese Nationalism, 

Fascism,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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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49 年底，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全面潰敗，撤退入台。翌年三月，原已下野

的蔣介石復出(當時稱「復行視事」)，重掌政權。台灣從此進入俗稱的「威權統

治」的時代，經過蔣氏父子掌政前後歷時卅八年。 

 

歷時卅八年的蔣氏威權統治，支配著行政、軍隊、司法、立法、教育等國家

機構，同時也支配包括金融、交通、能源、造船、鋼鐵、建築、傳播媒體等國營、

省營、黨營企業的黨國機器，形成黨國合一的體制。 

 

這個黨國體制，不僅靠「動員戡亂」與「戒嚴」兩大體制來支撐，也透過教

育、傳播媒體來建立其統治的理論基礎，以鞏固其政權。因此，教育的方向與內

容，反映蔣氏政權的本質；蔣氏政權的本質，也決定教育的方向與內容。 

 

從廣義的教育而言(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歌曲是其重要的教育內容。

尤其是威權統治者透過其教育與文化政策所試圖散播給國民的歌曲，必然與政權

當局有著函蘊關係。誠如蔣介石所言：「音樂足以表現民族盛衰與國家之興亡。

我們在這反共抗俄戰爭與革命建國事業中，一定要培養民族的正氣，鼓舞戰鬥的

精神，以發揚滔厲的氣概，篤實光明的風度，貫注到音樂與歌曲，來糾正頹廢的

音樂和淫靡的歌曲。」12。 

 

在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有以「健康」、「淨化」形容的所謂「愛國歌曲」，透

過學校、電子媒體、軍隊，散播、推廣於莘莘學子及社會大眾。 

 

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對於演藝工作人員採取證照限制。為加強所謂「民族精

神教育」，遏制「不良歌曲」的蔓延滋長，曾進行對歌曲的查禁。3 例如，1961

年 6 月 1 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通令全國，查禁國語歌曲 257 首流行歌曲。這 257

首禁歌核訂過程，是警備總司令部會同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國防部總政治

部、國立音樂研究所、中華民國音樂協會、臺灣省警務處等有關機關，共同審查

                                                 
1 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年。 
2 《中華愛國歌曲全集》，台灣省教育廳印行，1971 年，頁 12。 

3
 李坤城，〈戒嚴時期禁歌漫談〉，《再見！禁忌的年代》，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新聞處出版’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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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4警備總部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還印製「愛國歌曲」目錄，發給各歌星

人手一冊，旨在鼓勵歌星們演唱「愛國歌曲」，以鼓舞民心士氣。當時不配合演

唱「愛國歌曲」的歌星，政府就不發給證照，也就無法從事公開演出。試以 1980

年代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印製的〈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申請歌星演員證須知〉為例

來了解，其中第 12 條規定「歌唱演員演出時，除應演唱淨化歌曲外，每場至少

演唱愛國或藝術歌曲一首，並不得演唱查禁歌曲。」5 行政院新聞局不但大量禁

唱流行歌曲 還提倡「淨化歌曲」，規定三家電視台每個綜藝節目必須演唱三分之

一的「愛國歌曲」或藝術歌曲。所以，諸如〈中國一定強〉、〈桃花舞春風〉、〈藍

天白雲〉之類的歌曲，在同一天之內由不同歌星演唱五六遍，乃常有之事。可以

想見，這些「愛國歌曲」對於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社會心理、價值觀念，必然

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有關兩蔣威權統治時代的「愛國歌曲」的研究，在學界方面曾有以下的論文

觸及： 

徐玫玲的〈音樂與政治─以意識形態化的愛國歌曲為例〉一文，論及蔣介石

時代的「愛國歌曲」，舉〈反攻大陸去〉一曲做為說明其意識形態化之例6。 

許瀛方在《台灣日治至戒嚴時期愛國歌曲之國家認同意識研究》的論文中，以專

章〈戒嚴時期官方觀點論述下之愛國歌曲與國家認同〉，探討此時的「愛國歌曲」

產生的背景，並指出 1950、60 年代「愛國歌曲」有五種不同訴求：(一)反共的主

張、(二)懷鄉的思緒、(三)主義、領袖與國家的歌頌、(四)台灣復興寶島的形象歌

頌、(五)中華文化的發揚。
7
 

 

廖珮涵在《政治性歌曲民主化意涵的詮釋》論文中，以一章的篇幅討論威權

時代的「愛國歌曲」，舉 26 首歌曲為例來分析說明。8  

以上研究，有其開創性的貢獻，惟意有未盡，故本論文擬進一步就兩蔣威權統治

時代的「愛國歌曲」作全面性的採樣與分析。 

 

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政權透過教育、媒體，所散播推廣的這些「愛國歌曲」，

到底具何屬性？蘊含哪些內容？深藏何種意識型態？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即在

探討這些「愛國歌曲」的內容，分析其意涵，並透過其內容，進一步了解兩蔣政

治的本質。 

                                                 
4見《中央日報》，1961 年 6 月 1 日，第 3 版。 
 
5 引自范厚榮主編，《魂縈舊夢─懷念國語歌曲專輯》，台南市：大千出版公司，1985。 
6 徐玫玲，〈音樂與政治─以意識形態化的愛國歌曲為例〉，《輔仁學誌：人文藝術之部》，2002

年 7 月，頁 207-222。， 
7 許瀛方，《台灣日治至戒嚴時期愛國歌曲之國家認同意識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41-83。。 
8 廖珮涵，《政治性歌曲民主化意涵的詮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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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樣及文本 

本論文所謂「愛國歌曲」，係以兩蔣統治當局的用詞與標準為本。台灣解嚴

至今已廿餘年，當年的「愛國歌曲」如今已大部分不再傳唱。本文據以分析的「愛

國歌曲」，乃根據當年官方編訂印行的「愛國歌曲」集本，和國民黨黨部所編印

的歌本，做為採樣的依據，同時參照民間編印的歌集。這些採樣的根據，主要包

括如下： 

一、台灣省教育廳印行的《中華愛國歌曲全集》9。 

二、教育部文化局編印，《愛國歌曲選集》(第一集)10。 

三、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編印，《心聲組曲》
11
。 

四、蔡益彬編，《愛國歌曲時代新聲》12。 

 

此外，並佐以當年坊間所印行的歌本13做為參照。 

根據以上的史料，蒐集得到的「愛國歌曲」總計有 315 首歌曲(詳見本論文第肆

節)。 

 

再者，為了避免當時在社會上被普遍傳唱的「愛國歌曲」有所掛漏，本論文

特進行簡易的口述採訪，訪問題目為「請回憶戒嚴時代常聽到或印象深刻的愛國

歌曲」，採訪的對象包括：1970 年代的著名歌手紫蘭(本名林秀鳳)、曾獲得台灣

省歌唱比賽冠軍的林俞伶及其夫婿業餘歌手黃金萬、對台灣歌曲素有研究的台視

「五燈獎」節目衛冕者孫德銘，以及兩位喜愛唱歌，分別出生於 1947 年和 1956

年的女士李素珍和杜惠慧。訪問結果，各人所列出印相深刻的歌曲如下： 

紫蘭(林秀鳳)：〈藍天白雲〉、〈凱旋歌〉、〈熱血〉、〈中國一定強〉、〈梅花進行曲〉、

〈桃花舞春風〉。 

 

林俞伶、黃金萬夫婦：〈長城謠〉、〈滿江紅〉、〈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

〈領袖頌〉、〈反攻大陸去〉、〈家在山那邊〉、〈台灣好〉、〈我現在要出征〉、〈杯酒

高歌〉、〈杜鵑花〉、〈春風春雨〉、〈熱血〉。 

 

孫德銘：〈做小兵〉、〈熱血〉、〈出發〉、〈台灣好〉、〈反共抗俄歌〉、〈凱旋歌〉、

〈柳條長〉、〈龍的傳人〉、〈前程萬里〉、〈杯酒高歌〉、〈還我河山〉、〈白雲故鄉〉、

                                                 
9 台灣省教育廳印行，《中華愛國歌曲全集》，1971。 
10 教育部文化局編印，《愛國歌曲選集》(第一集)，1971 年 
11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編印，《心聲組曲》，1987 年。 
12 蔡益彬編，《愛國歌曲時代新聲》台北市：偉文圖書出版社，1980 年。 

13  這些歌本包括：洪寶元編，《歌唱名人排行榜》，台南市：新明昌出版社，1983 年；洪寶元

編，《歌》，台南市：新明昌出版社，1984 年；林婉君編，《懷念名歌三百首》，台南市：大夏出

版社，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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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山那邊〉、〈中國一定強〉、〈中國父母心〉、〈桃花舞春風〉、〈光明的國土〉、

〈梅花進行曲〉、〈中華民國頌〉、〈誰都不能欺侮他〉、〈甘蔗與高粱〉。 

 

李素珍：〈中國一定強〉、〈反攻大陸去〉、〈反共抗俄歌〉、〈領袖頌〉、〈中華

民國頌〉、〈國家〉、〈龍的傳人〉、〈我愛中華〉、〈四海都有中國人〉、〈梅花進行曲〉。 

杜惠慧：〈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歌〉、〈中國一定強〉、〈反攻大陸去〉、〈領袖頌〉、

〈熱血〉、〈國父紀念歌〉、〈藍天白雲〉、〈團結就是力量〉、〈反共抗俄歌〉、〈總統

蔣公紀念歌〉、〈桃花舞春風〉、〈杜鵑花〉。 

 

以上訪問所得的歌曲，除〈做小兵〉一首之外，都在本論文所蒐集的 315 首

歌曲當中，足見此研究的採樣有足夠的信度與效度。 

 

此外，由於蔣氏統治當局要求歌星演唱時每場必須演唱起碼數量的愛國歌

曲，因此在審查歌星的試唱指定歌曲當中，列有比例極高的「愛國歌曲」。茲以

1980 年代〈歌唱演員試唱審查指定歌曲〉14來比對，其中台北市、高雄市的指定

曲如下：〈友情〉、〈母親〉、〈熱血〉、〈鳳陽歌〉、〈台北頌〉(北市專用)、〈天倫歌〉、

〈凱旋歌〉、〈莫等待〉、〈藍天白雲〉、〈前程萬里〉、〈國恩家慶〉、〈白雲故鄉〉、〈阿

里山之歌〉、〈我要上戰場〉、〈中國父母心〉、〈光明的國土〉、〈中國一定強〉、〈梅

花進行曲〉、〈新生活運動歌〉、〈誰都不能欺侮它〉、〈這兒是觀光的好地方〉。以

上 21 首指定曲當中，就有 15 曲屬於本文所蒐集臚列的「愛國歌曲」；台灣省各

縣市的指定曲如下：〈祈禱〉、〈上山〉、〈友情〉、〈母親〉、〈熱血〉、〈滿江紅〉、〈凱

旋歌〉、〈前程萬里〉、〈藍天白雲〉、〈阿里山之歌〉、〈我要上戰場〉、〈光明的國土〉、

〈中國一定強〉、〈梅花進行曲〉、〈命運靠自己創造〉、〈教我如何不想他〉、〈誰都

不能欺侮它〉、〈這兒是觀光的好地方〉等共計 18 首，其中也有 12 首屬於本文所

蒐集臚列的「愛國歌曲」。至於「女聲專用歌曲」3 首：〈柳條長〉、〈杜鵑花〉、〈桃

花舞春風〉，以及「男聲專用歌曲」3 首：〈出發〉、〈還我河山〉、〈黃埔男兒最豪

壯〉，以上 6 首指定歌曲全都在本研究所蒐集的「愛國歌曲」名單當中。 

 

三、歌詞內容分析 

本論文所蒐集的 315 首歌詞，即本論文進行分析的基本文本。經詳加研析，

其內容所涉之意涵、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或國家認同，概可分別從以下數項來了

解。各項內容並非互相排斥，而是多元並具的。亦即同一首歌可能同時具有多項

內容性質。 

 

揭櫫「反共抗俄」「消滅共匪」 

                                                 
14 范厚榮主編，《魂縈舊夢─懷念國語歌曲專輯》，頁 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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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950 年代美蘇兩大國際集團的對立，台灣成為圍堵共產世界的防線上

的重要戰略位置。撤退到台灣的蔣氏政權以「反共抗俄」為基本政策，獲得以美

國為首的國際陣營的支持。 

 

由於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共甚多，蔣氏政權遂視中共

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在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台

灣充斥著以「反共」及「抗俄」為基調的政治標語與口號。這些標語的句型，除

了「反共抗俄」的基本句型之外，還有『消滅共匪 驅逐俄寇』、『反攻大陸 解救

同胞』、『殺漢奸』、『殺朱拔毛』、『消滅朱毛漢奸』、『打倒蘇俄帝國主義 消滅朱

毛匪幫』…不一而足。15 表現在此時的「愛國歌曲」也同樣出現許多這類型的

歌詞。最具代表性的歌曲，莫過於以下兩首在 50 年代家喻戶曉的歌曲─〈反共

復國歌〉16：「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收復大陸，

解救同胞，…」 

 

〈反攻大陸去〉17：「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

是我們的疆域。我們的疆域，我們的國土，不能讓毛賊盡著盤據，不能讓俄寇盡

著欺侮。我們要反攻回去，把大陸收復…。」 

 

其他仍多不勝舉，例如部隊裡面人人上口的〈我有一支槍〉18，其中歌詞唱

道：「誓把共匪消滅盡，高凱歌還故鄉」；電視節目名曲〈杯酒高歌〉19經常透過

亮麗的歌星高歌：「洒熱血，抗敵人。反攻復國勇戰爭，」；〈勇敢的青年〉20也高

唱：「…偉大責任在雙肩，誓把共匪殲滅，誓把大陸重建。」；幾乎每一位大專青

年都會唱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21也是要：「驅俄寇，殺朱毛，誓復國

仇救同胞」；〈宣誓歌〉22這樣宣誓：「消滅共產匪黨，打倒俄國強盜，倘有三心二

意，定遭天誅地滅」；〈共匪暴行歌〉23指責：「共匪暴政，滅絕人性…滅共匪，莫

等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時代青年〉24高歌：「一切為勝利，一切為國民，把萬

                                                 
15 詳見李筱峰，〈久違的符號─從「政治標語」圖像看兩蔣政治〉，收錄於李筱峰《台灣近現代

史論集》，台北市：玉山社出版公司，2007 年。 
16  蕭而化作曲，總統手訂詞。 
17 李中和作曲，精舒作詞。 
18 李健作曲，黃瑩作詞。 
19 曲詞作者佚名。 
20 章烈作曲，李韶作詞 
21 張錦鴻作曲，作詞者佚名。 
22 談修作曲，蔣經國作詞 
23 李中和作曲，何志浩作詞 
24 康樂海作曲，趙友培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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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共匪徹底肅清。」；〈光明在望〉25：「萬惡的共匪啊！殺害了同胞的父母兄弟。…

中華兒女團結起來，消滅共匪救同胞」；〈反攻動員進行曲〉26：「反攻的號角響了…

浩浩蕩蕩如潮湧，要把匪俄一掃光，一掃光要把匪俄一掃光！」；〈滅共救國曲〉
27：「只有消滅共匪才能救我大中華」；〈祖國之戀〉28：「團結奮起誓死反抗，我

們萬眾一心，消滅匪黨」…。 

在本論文所掌握的 315 首「愛國歌曲」當中，出現有這類型「消滅共匪」、「反

共抗俄」、「殺朱拔毛」、「反攻大陸」、「驅逐匪寇」等用語的歌曲，計有 100 首。

特別在蔣介石主政時代，這些歌曲可說是「愛國歌曲」中的主打歌。 

 

鼓舞戰鬥意志的 

 

雖然前述內容的歌曲，在本論文所掌握的 315 首「愛國歌曲」當中，計有 100

首，但是尚有更多的歌曲是在強調抗敵、滅敵的戰鬥意志，雖然沒有直接揭示「消

滅共匪」、「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反攻大陸」、「驅逐匪寇」等用詞，但仍有

異曲同工的意味。例如─ 

 

在軍隊中最常教唱的〈出征歌〉(又名〈出發〉)29這樣唱著：「槍在我們的肩

膀，血在我們的胸膛。我們要捍衛祖國，我們齊赴沙場。統一意志，集中力量。

衝破了一切惡勢力，粉碎了奸匪的陰謀，驅逐那侵略的強梁。抱定殺身成仁的決

心！」 

 

〈勇士進行曲〉30也是每個服過兵役的人都耳熟能詳的歌：「男兒立志在沙

場，馬革裹屍氣豪壯。金戈揮動耀日月，鐵騎奔騰撼山崗。頭可斷，血可淌，國

家疆土不能喪…」。 

 

經常在電視歌唱節目出現的〈柳條長〉31，其中一段歌詞謂：「上戰場，士

氣旺，士氣旺，敵難當，敵難當我打勝仗。」 

1970 年代經常在電視節目間的公益廣告出現的〈唱得百花遍地香〉，也有這樣的

歌詞：「…三軍強大敵膽喪，復國勝利成功已在望」。 

 

                                                 
25 李中和作曲，錢劍秋作詞 
26 黃友棣作曲，孫兆漢作詞 
27 蔡伯武作曲，劉英傑作詞 
28 余光作曲，吳岩作詞 
29 勞景賢作曲，作詞者佚名。 
30 鄧夏作曲，劉英傑作詞 
31 劉雪庵作曲，趙啟海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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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年之歌〉
32
高唱：「掃蕩！掃蕩！為我河山重光！」 

 

〈赴戰場〉33也堅決要「速整裝，赴前方，投筆從戎效命戰場！先烈心血建

河山，怎容奸逞猖狂！」。 

 

〈誰都不能欺侮他〉34在七○年代的電視節目上唱遍台澎金馬，其中說：「快

快備好戰馬，這場勝戰要打，不惜任何代價」。 

 

〈復仇〉35一歌最後這樣結尾：「齊奮起，雪奇羞，浩氣如虹貫斗牛。破釜沉

舟憑此舉，揮戈同進莫回頭。」 

 

總計在本論文所掌握的 315 首「愛國歌曲」當中，內容出現強調戰鬥意志，

或呼籲殺敵滅敵者(其中一部分兼有上一節內容者)，共計 160 首，幾佔半數。如

果再將其內容包括有一或二者合計，則更多達 188 首。易言之，在兩蔣威權統治

時代的「愛國歌曲」之中，有近達五分之三的歌曲，其歌詞或強調反共抗俄、消

滅共匪，或鼓吹戰鬥意志，或兩者兼而有之。 

 

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 

 

古今內外所有個人威權政治，無不配合「個人英雄崇拜」的統治巫術來進行。

蔣氏政權的「反共抗俄」的政治迷思，也是與蔣氏的個人英雄崇拜相輔相成。蔣

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而中共既然被視為「出賣民族的漢奸」，因此，為了

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以是，

蔣氏的個人英雄主義，遂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

十幾年間，為了鞏固蔣介石的個人統治威望，教育系統和大眾傳播媒體經常要塑

造其英雄形象，渲染其領袖魅力，甚至予以神格化。因此，「愛國歌曲」也出現

許多專以歌頌蔣介石為主旨的歌曲。 

 

最典型的歌曲，可以經常是大專院校合唱比賽的指定曲的〈領袖頌〉36(又稱

〈領袖萬歲歌〉)，為代表，全歌歌詞如下：「領袖，領袖，偉大的領袖！您是大

革命的導師，您是大時代的舵手！讓我們服從您的領導，讓我們團結在您的四

周。為了生存為了自由，大家一起來戰鬥！中華民族發出了反共的怒吼，鐵幕裡

的同胞再也不能忍受。為了生存為了自由，人人須要戰鬥，人人須要領袖。我們

要在您勝利的旗幟底下，打倒朱毛，驅逐俄寇，把國家民族拯救。領袖萬歲！領

                                                 
32 左宏元作曲，胡瑞珍作詞。 
33 楊勇溥作曲，戴序倫作詞。 
34 岳勳作曲，周燕蘭作詞。 
35 駱明道作曲，壯漢作詞。 
36 張化民作曲，李士英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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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萬歲！我們永遠跟您走，我永遠跟您走！」 

 

此外，還有許多以頌蔣為主旨的歌曲，其歌名及局部歌詞舉例如下─ 

 

〈歡呼〉37：「歡呼，歡呼！歡呼民族救星蔣公，連任中國大總統。歡呼偉大革命

領袖，繼續領導反共。…海內海外大陸敵後，萬民齊聲歡呼！歡呼時代巨人蔣公，

領導世界進大同。」歌詞最後這樣結尾─「歡呼蔣大總統萬歲！」 

 

〈效忠領袖〉38：「我們追隨時代的巨人…偉大東方民族的領袖，鼓舞軍民奮發圖

強」。 

 

〈團結在領袖身邊〉39：「領袖，偉大的領袖，您是人類的救星，時代的巨人。完

成了革命，拯救了人民。…您是舵手，指引我們方向，我們永遠跟隨您，前途一

定光明。領袖萬歲！萬歲！領袖萬萬歲！我們永遠團結在你身邊，赤膽忠心，爭

取勝利來臨！」。 

 

〈團結力量大〉40：「…領袖就是工程師，工程師…跟隨領袖大團結呀，大團結」。 

 

〈總統誕辰歌〉
41
：「萬民鼓舞歡欣，齊祝總統誕辰。願我偉大領袖，永如松柏長

青！…人人效忠領袖，中華民國復興！」 

 

以上所舉的歌曲，係以歌頌蔣氏為主旨的歌曲，此外，還有不完全以歌頌蔣

氏為主旨，但在歌詞中帶入對蔣氏的頌揚。例如─ 

 

〈唱得百花遍地香〉42歌詞中出現：「自從總統到台灣，春風化雨甘霖降，

三民主義福音四海揚…」； 

 

〈中華民國萬萬歲〉43全歌只有兩句話，「中華民國萬萬歲」及「領袖萬歲萬

萬歲」。以輪唱的方式完成； 

〈光明的國土〉44從「美麗的台灣」唱到「蔣總統，您是英勇的表率，至高

                                                 
37 汪石泉作曲作詞。 
38 李中和作曲，陳中天作詞。 
39 初叔度作曲作詞。 
40 藤樹勛作曲作詞。 
41 音樂協會詞曲。 
42 馬奇能作曲，作詞者佚名。 
43 胡然作曲，作詞者佚名。 
44 李中和作曲，加馬確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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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的偉人，我們敬愛您，我們崇拜您。」； 

 

以鼓舞海外華僑為主旨的歌曲〈懷念祖國〉45，其中歌詞就提到「我們要回

到祖國懷抱，向領袖致敬」； 

 

憲兵小型康樂的舞曲〈鐵衛雄風〉4647也提到「衛護領袖」；全首歌只有八個

音節的〈中國青年〉4849，也放入「效忠領袖」的歌詞； 

 

〈時代青年〉50歌詞有「服從領袖，報效國家」；〈歌頌中華〉51一曲也同時「歌

我領袖萬萬歲」…不勝枚舉。當時所謂「領袖」，即蔣介石的代名詞，其詞性非

「類名」，而是專指蔣氏個人的「個名」。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總統病逝。自此，頌揚蔣氏的歌曲遂轉變成紀念歌，

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如下─ 

 

以〈總統 蔣公紀念歌〉為歌名，就有三個版本52。茲以李中和作曲、張齡作詞

的版本來看，全歌歌詞如下：「總統蔣公！您是人類的救星，您是世界的偉人。

總統蔣公！您是自由的燈塔，您是民主的長城。內除軍閥，外抗強鄰，為正義而

反共，圖民族之復興。總統蔣公！您不朽的精神，永遠領導我們，反共必勝，建

國必成，反共必勝，建國必成。」 

 

另一首〈蔣總統紀念歌〉謂：「總統蔣公，領導革命，服膺國父，北伐東征，

八年抗戰，實行憲政，中興復國，功業彪炳，我們要秉承遺訓，光復大陸國土，

我們要復興文化，堅守民主陣容，反共復國，日新月盛，毋怠毋忽，矢勤矢勇，

國民革命，日新月盛，毋怠毋忽，矢勤矢勇。總統蔣公，領導反共，拯救世界，

萬民推崇，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建設台灣，樂利民生，我們要秉承遺訓，光復

大陸國土，我們要復興文化，堅守民主陣容，反共復國，日新月盛，毋怠毋忽，

矢勤矢勇，國民革命，日新月盛，毋怠毋忽，矢勤矢勇。」 

 

此外，有些歌雖非直接以紀念蔣氏為主旨，但於歌詞中仍會提到「領袖遺訓」

                                                 
45 計大偉作曲，楊麗生作詞 
46 余春海作曲作詞。 
47 余春海作曲作詞。 
48汪石泉作曲，鄧夏作詞。 
49 汪石泉作曲，鄧夏作詞。 
50汪石泉作曲，蔓衍作詞。 
51 詞曲作者佚名。 
52 黃友棣作曲，秦孝儀作詞；李中和作曲，張齡作詞；汪石泉作曲，孫儀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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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詞句，例如〈學生軍訓進行曲〉
53
歌詞有「遵循領袖遺訓」語。 

 

總計這些歌頌蔣介石個人的歌曲，計有 39 首。且其中數首透過學校教育與

媒體的散佈，深入人心。 

 

大中國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主義的宣揚 

 

所謂「愛國歌曲」，必然涉及國家認同，亦即愛的國是何國？兩蔣時代的「愛

國歌曲」，所指謂的國，當然是指中華民國，而其國家範圍，是包括全中國大陸(含

蒙古)在內。而且「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往往互通並用，概念混一。鼓吹

中華民族主義、強調大中國認同，是此時期「愛國歌曲」的一大特色。 

首先，顧名思義，僅從歌名即可知其強調中華民族主義及大中國認同。例如─ 

〈中國一定強〉、〈中國人站得牢〉、〈中國父母心〉、〈中國青年〉、〈中華大地〉、〈中

華兒女〉、〈中華兒女氣如虹〉、〈我所愛的大中華〉、〈重建大中華〉、〈偉大的中華〉、

〈新中國的主人〉、〈歌頌中華〉、〈我愛中華〉、〈我是中國人〉、〈中華民國頌〉…。

試舉其中數首歌詞內容來觀察─ 

 

軍隊裡面晚點名時必唱的歌曲〈我愛中華〉：「我愛中華，我愛中華，文化悠

久，物博地大。開國五千年，五族共一家，中華兒女最偉大。為民族，為國家，

奮鬥犧牲絕不怕。我們要消滅共匪，復興中華民國。」按中華民國於 1912 年開

國，但歌詞中卻說「開國五千年」，足見其將「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概念

混合為一。 

 

再如流行於 1980 年代的〈中華民國頌〉54透過電子媒體，傳遍台澎金馬：「青

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馬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

家園。風吹雨打中，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經得起考驗。只要長江黃河的水不斷，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歌詞中也有「聳立五千年」的形

容，也是將「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概念含混。55 

 

在五○年代的國民小學音樂課曾教唱這首〈可愛的中華〉56，歌詞如下：「中

華，中華，可愛的中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你更偉大。江山如錦繡，名產出

絲茶。北起薩彥嶺, 南至中南沙。你是世界上文明昌盛的國家。」把大中國的領

土範圍都唱入歌詞中。 

                                                 
53 李永剛作曲，趙本立作詞。 
54 劉家昌作詞作曲。 

55 有關〈中華民國頌〉的討論，參見李筱峰，〈「中華民國」是這樣「送」的嗎？〉，原載 2000.12.15.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 
56 這首歌係筆者小時候在學校上音樂課所熟唱。家母任教小學，也敎唱此歌。舍妹李麗屏也印

證此歌係其小學時候熟唱的歌曲。惟本論文所蒐集的 326 首歌曲之中，未包含此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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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這首〈偉大的中華〉57也是這樣強調地大、物博、人眾：「中華中華，

雄立在東亞。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物產豐富，領土廣大。人口四萬萬，五族共

一家。海外開基業，僑胞滿天下。啊！中華中華，誰有你偉大？」 

 

客家發音的〈イ崖係中國人〉58也強調：「雖然離家千萬里，萬代不忘イ崖係中

國人！萬代不忘イ崖係中國人！」 

 

〈重建大中華〉59：「你打鐵呀，我打針呀！烈士創民國，開遍自由花；五

族成一家，建設大中華…共匪賣國賊，快快打倒他。又出錢呀，又出力呀！萬眾

合一心，重建大中華。」 

〈中國的眼睛〉60：「中國的眼睛 多如天上星星，在最黑暗的時候放光明。

中國的眼睛，顆顆黑白分明，在是非不分的時候看的清。每一雙眼睛，連著一顆

中國的心。每一顆中國的心，期盼那長夜後的青天與黎明。」 

 

以上係歌名標明「中華」或「中國」的例子，至於歌名沒有直接標明「中華」

或「中國」，但其內容仍在表達大中華主義、大中國認同者，為數更多。舉例觀

之─ 

 

〈成功嶺上〉61最後的結語是：「個個都是中華的好兒郎」； 

 

〈大忠大勇〉62歌詞出現：「我們是掌握中國命運的一群，是再造中國命運的

一群。」； 

 

〈出征歌〉63謂：「發揚中華民族之榮光。」； 

 

歌頌女兵的〈巾幗英雄〉64，最後結尾是「我愛他，我愛他，我愛我的中華。」； 

 

〈山河戀〉65結尾也是：「顧我大中華，萬世康強。」；家喻戶曉的〈梅花進

行曲〉66：「梅花梅花滿天下，越冷她越開花，堅忍象徵我們巍巍的大中華…」； 

                                                 
57 介中作曲，趙友培作詞。 
58吳盛智作曲，凃閩恆作詞。 
59 李永剛作曲，方聲作詞。 
60 簡維政作曲，許乃勝作詞。 
61 駱明道作曲，莊奴作詞。 
62黃友棣作曲，秦孝儀作詞。 
63勞景賢作曲，作詞者佚名。 
64劉雪庵作曲，桂永清作詞。 
65 張定和作曲，宋膺作詞。 
66 劉家昌作曲，蔣緯國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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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首〈梅花〉67，全歌歌詞如下：「梅花品格高，比不得桃花妖豔，

整天迎著那春風兒笑，梅花品格高，比不得楊花水性，一生隨著那春風兒飄，梅

花的心事無人知，沒人曉，經過了風雪冰霜，你才明瞭，可憐的梅花，她等待你

的同情，讓她消一消心頭煩惱，消心頭煩惱。」歌詞之中雖然沒有直接出現「中

華」「中國」的字詞，但因係歌詠中華民國國花，一樣可視為發揮中國認同的作

用。 

 

再者，以人口數的表達，也灌輸大中國的意識，例如〈唱個愛國歌〉68歌詞

出現「我們同胞七萬萬人一條心」；〈熱血〉69也有「四萬萬同胞啊！」的呼喚；

〈誰能忽視我們的力量〉70也有「放在我們肩頭，是八億中國人的希望」。 

以上此類在歌詞中出現「中國」或「中華」的歌曲，總計有 128 首。至於其

他沒有直接使用「中國」或「中華」，但仍具有大中國認同及中華民族主義意識

的歌曲，尚未計算在內。足見，兩蔣時代的「愛國歌曲」在灌輸台灣人的中國認

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對中國大陸舊山河的眷戀 

 

伴隨著對大中國的認同，以及「反共復國」的呼籲，這些「愛國歌曲」當中，

有許多歌曲是在抒發對中國大陸舊山河的眷戀，或以中國大陸的山川景物為敘述

對象。以下歌曲可視為代表曲─ 

 

〈黃河的水〉71：「黃河的水呀你有多少怨恨多少仇，從此再也不回頭。黃

河的水呀帶著多少嗚咽和祈求，朝著藍藍的大海向東流。不知多少人的淚已經化

作黃河中的水。不知多少人的苦黃河爲他在傾訴。河水雖然無盡頭，又能載得幾

多愁和一片恨悠，悠，悠。我願意帶著春天的風來到你源頭，讓黃河的水不再愁。

我要撒下一片細雨落在你四周，讓黃河的水更溫柔，找回古老的笑容 洗去你的

羞。」 

 

〈長江的水依舊在流〉72：「長江的水依舊在流，洶湧的流，朝朝的照耀，

                                                 
67 梁樂音作曲、李雋青作詞。 

68 詞曲作者佚名。 
69 黃自作曲，作詞者佚名。 
70 許常惠作曲，丘言曦作詞。 
71 林家曲作曲，孫儀作詞。 
72 黃仁清作曲，樂天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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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月的垂。光風的衝襲 雨的奔潑，沙江日暖，巴山夜雨，江漢煙雲，江水東流。

千萬年的歲月，億萬人的血汗。民族的光耀，匯合了洪流。撥去那雲翳，清洗那

血腥，重見那青峰。」 

 

〈還我河山〉73的歌詞一開頭就唱著：「長江大河，浩浩蕩蕩。五湖七澤，

莽莽蒼蒼。巍巍長城，峨峨太行…」 

 

〈長白山上〉74：「長白山上的好兒郎，吃苦耐勞不怕冰霜，伐木採參墾大

荒，(呀嘛)老山林內打獵忙，(呀嘛)哼唉嘿喲，哼唉嘿喲。長白山的東鄰藏猛虎，

長白山的北邊兒有惡狼，風吹草低馳戰馬，萬眾一心槍上膛，掃除妖孽重建家邦，

掃除妖孽重建家邦。」 

 

〈山河戀〉75更細數許多故國山河：「…那長白積雪，那北海畫廊，那廬山

五老，那西子遊舫，那浩蕩的洞庭，那燦耀的敦煌，我憶起了長城黃河，我憶起

了五獄三江…」。 

從長江、黃河，逐漸唱到塞外邊疆，例如─ 

 

〈玉門出塞〉76：「左公柳撫玉門曉，塞上春好。天山溶雪灌田疇，大漠飛

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過瓜田碧玉叢叢，望馬白浪滔滔。想乘槎，

張騫定遠班超，漢唐先烈經營早。當年是匈奴右臂，將來更是歐亞孔道。經營趕

早，經營趕早。莫待碧眼兒射西域盤。」 

 

〈祖國之戀〉也頌遍南北到塞外：「我日夜嚮往那生長的地方，山川壯麗物富民

康，南國秀美北地雄壯，塞外牧野蒼茫，是世界脊樑。」 

 

青海民歌〈青海青〉也透過電視、音樂課本，讓台灣人耳熟能詳：「青海青，

黃河黃，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皓皓，山蒼蒼，祁連山下好牧場。這裡有成群

的駿馬，千萬匹牛羊。馬兒肥，牛兒壯，羊兒的毛好似雪花亮。中華兒女，來吧

來吧！拿著牧鞭，騎著大馬，馳騁在這高原上，瞧這偉大的崑崙山。」按青海住

民本以藏族為主，還有回、土、蒙、撒拉、哈薩克等族，古為羌遊牧地，很長的

時期是屬於吐蕃(即圖博，又被稱為西藏)，與之連為一體。具有如此歷史背景的

領域所產生的民歌，被撤退在台灣的蔣氏政權冠上「中華」的符號，編成「愛國

歌曲」，來向台灣人民教唱，足見其「後設建構」的意味。 

 

                                                 
73 陳田鶴作曲，作詞者佚名。 
74 李中和作曲，王善為作詞 
75 張定和作曲，作詞者佚名。 
76 作曲者佚名，羅家倫作詞 
77 彭樹人作曲，鄧鎮湘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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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舉的這類睠懷中國山川的「愛國歌曲」，再配上非屬「愛國歌曲」但

仍以中國山川名勝景點為敘述對象的歌曲，如〈憶江南〉、〈西湖春〉、〈鍾山春〉、

〈太湖船〉、〈杭州姑娘〉、〈康定情歌〉…在廣播電視媒體上風行，雖不盡然有政

治語言，但這些中國大陸的景點，讓台灣人民經由歌唱而增加印象，必有「制約

反應」之效，在增進中國認同上，也必有作用。 

 

再者，有一些歌曲純粹以「懷鄉」的內容或形式表達，沒有明確表明中國舊

山河(如長江、黃河、中原等)的具體內容，儘管如此，仍然可以意會出其所懷之

鄉，是指中國大陸的故鄉。而且這些歌曲的內容有一共同特色，亦即故鄉已經遭

逢變故，淪入敵手，以致如今家人離散。這類歌曲的目的，無非是要遊子在懷鄉

思親的同時，激發鬥志，打回故鄉。以下所舉的五首懷鄉之歌可做為取樣代表─ 

 

〈家在山那邊〉78：「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那兒有茂密的森林，那兒有無

邊的草原，春天播種稻麥的種籽，秋天收割等待著新年，張大叔從不發愁，李大

嬸永遠樂觀，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張大叔失去了歡樂，李大嬸失去了笑靨…親

友們失去了自由，拋棄了美麗的家園。 / 自從窟洞裡鑽出來狸鼠，一切都改變

了…朋友，不要因一時歡樂，朋友，不要貪一時苟安，要盡快的回去，把自由的

火把點燃，不要忘了我們生長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邊。」 

 

〈思鄉曲〉79：「月兒高掛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裏，

記起了我的故鄉。一夜裏炮聲高漲，火光體滿四方，我獨自逃出了敵人手，到如

今東西流浪，故鄉遠隔至重洋，旦夕不能相忘，那兒有我高年的苦命娘，盼望著

遊子還鄉！」 

 

〈白雲故鄉〉80：「…群山浮在海上，白雲瀰浸山旁。層雲的後面，便是我

的故鄉。…，我卻望不見故鄉。血沸胸膛，仇恨難忘。願祖國的同胞團結一致，

莫讓敵人擾我鄉邦。」 

 

〈甘蔗與高粱〉81：「高粱高來甘蔗長唷，甘蔗和那高粱一模樣唷…看到了

甘蔗想起來高粱，因為生長高粱的地方有我慈祥的爹和娘唷。…生長高粱的地方

有我美麗的田和莊唷。…星星阿！月亮唷！是誰拆散了我的爹娘？」 

 

〈春風春雨〉82：「又是一年春風，吹白了多少少年頭，多少遊子，為著故

國愁…，一年歲月如流，卻也流不盡家恨國仇。」 

                                                 
78 詞曲作者佚名。 
79 夏之秋作曲，任天道作詞。 
80 李中和作曲，韋瀚章作詞。 

81 青海民謠。 
82 詞曲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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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種挑動「家恨國仇」的歌曲，透過電視歌唱節目的散播，即使世居臺灣的

住民也產生對中國的「思鄉」情懷。 

 

總計這類眷戀中國舊山河或遊子懷鄉的「愛國歌曲」，計有 76 首，佔「愛國

歌曲」總數的四分之一強。 

 

「工具論」的台灣歌頌 

 

在兩蔣威權統治時代的「愛國歌曲」當中，對於中國大陸舊山河的眷戀有相

當的分量，已如前述。此外，也有對台灣寶島的歌頌。不過，這些歌頌台灣的內

容，多另有他圖，亦即視台灣寶島為「反共堡壘」、「復興基地」、「中興復國的根

據地」。因此，與前項內容相較，前項對中國大陸的眷戀屬「目的論」性質；此

項對台灣的歌頌屬「工具論」性質。試舉數首這一類型的歌曲為例─ 

 

〈臺灣好〉83全首歌歌詞如下：「臺灣好，臺灣好，臺灣真是復興島。愛國

英雄，英勇志士，都投到他的懷抱。我們受溫暖的和風，我們聽雄壯的海濤。我

們愛國的情緒比那阿里山高…。我們忘不了大陸上的同胞，在死亡線上掙扎，在

集中營裡苦惱。他們在求救，他們在哀號…我們的血湧如潮，我們的心在狂跳。

槍在肩，刀出鞘，破敵陣、斬群妖。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的父老，我們快要打

回大陸來了，回來了，快要回來了。」這首歌歌頌台灣之所以「好」，不是她可

以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而是因為她是個復興島，可以用來「打回大陸」。 

 

在軍中普遍教唱的〈光明的國土〉84全歌歌詞如下：「美麗的台灣，光明的

國土，充滿著喜悅，充滿著希望。美麗的台灣在領袖蔣總統領導下，全體國民為

您效忠。蔣總統，您是英勇的表率，至高無上的偉人，我們敬愛您，我們崇拜您。

美麗的台灣光明的國土，美麗的台灣光明的國土。」這首歌之所以歌頌台灣是「美

麗、光明」的國土，是要她接受蔣介石的領導，人民為他效忠。歌頌台灣的結果，

是在歌頌蔣介石個人。這種工具論性質至為明顯。 

 

〈巍巍阿里山〉85一開頭就這樣唱：「巍巍阿里山，浩浩太平洋，高舉青天白

日旗，反共保民上戰場。先越大庾嶺，再下揚子江…」也有明顯的具有工具論性

質，「阿里山」、「大庾嶺」只是過程，「揚子江」才是目的地。 

 

再如這首〈我愛台灣〉86：「太平洋中有個島 風景美麗又富饒。英明政府在

                                                 
83 作曲者佚名，羅家倫作詞(台東民歌)。 
84 李中和作曲，加馬確作詞。 
85 柔柔作曲，劉亞瑟作詞 
86 趙可莊作曲，廖信富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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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人團結又勤勞。…」雖然全首歌是在頌揚台灣，但明顯看出，那是「英

明政府在領導」的成果。此處所謂「英明政府」，即蔣氏政權的政府。 

 

不過，除了前述的「工具論」性質的對台灣的歌頌之外，也有極少數純粹歌

頌台灣局部景點的歌曲，計有〈陽明山上〉87、〈天池歌〉88、〈玉山還是玉山〉89，

全歌未出現有顏色的政治語言，只是純粹的歌詠，在「愛國歌曲」中所佔比例微

乎其微。此外，1960 年代、70 年代在電視高節目出現率頗高的〈台灣小調〉和

〈美麗的寶島〉，也是純粹歌頌台灣，沒有前述工具論性質，但此兩首歌沒有被

本論文所根據的「愛國歌曲集」收列其中。 

 

標舉三民主義 

 

蔣介石以孫文繼承人自居，因此，孫文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成為蔣氏政

權標榜的政治符號。在中國大陸時代，即將「三民主義」載入《中華民國憲法》

之中。來台之後，繼續揭櫫「三民主義」的大旂，中學課程中也列有必修的《三

民主義》課程，且為大專聯考必考科目。因此，在「愛國歌曲」當中，也必然出

現「三民主義」「總理遺教」「國父遺教」的內容。 

 

在本文所掌握的 315 首「愛國歌曲」之中，以「三民主義」為歌名者，計有

〈三民主義光芒萬丈〉、〈三民主義歌〉兩首。 

 

試舉〈三民主義歌〉90為代表來看，全歌歌詞如下：「三民主義是王道，是真

理，合乎國情，行之自易。天下為公，平正不倚。為中華文化所繫，為世界大同

之基。大家信仰到底，大家信仰到底。/民族主義為平等，為獨立。打破強權，

維護公理。迎頭趕上，智能齊一。恢復固有德性，團結民族為一體。永遠保持獨

立，永遠保持獨立。/民權主義為組織，為管理。運用四權，發揮民意。五權憲

法，權能分立。培養自治能力，以服務為目的。奠定民國根基，奠定民國根基。

/民生主義為社會，為經濟。節制資本，合作盡利。平均地權，耕者有益。發達

國家資本，著重國民生計。達到養民目的，達到養民目的。」 

 

此外，歌名雖沒有出現「三民主義」，但在歌詞中提及「三民主義」或「總

理遺教」者。例如─ 

 

〈中國童子軍歌〉91歌詞中說：「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87 黃友棣作曲，古茂建作詞。 
88 蕭而化作曲，胡軌作詞。 
89 作曲詞者佚名 
90 洪潘作曲，陳果夫作詞。 
91林庭修作曲，作詞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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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92出現有「重建三民主義新中華」字句； 

 

〈革命的洪鐘在響〉93，歌詞有「三民主義的社會，是自由的天堂」； 

 

〈創造光明的未來〉94在結尾的歌詞說：「朝向三民主義的目標，創造光明的

未來」 

 

這種提及「三民主義」或「總理遺教」的歌曲，在「愛國歌曲」當中計有

26 首。 

 

對孫文的歌頌 

 

孫文被蔣氏政權尊稱為「國父」。蔣介石並以「國父」的繼承者自居。為了

奠定蔣介石在民眾心目中的「國父繼承人」的地位，因此在教育上極力頌揚孫文，

大專院校甚至列有《國父思想》的必修課程。在「愛國歌曲」中，除了出現上述

前項的內容，也必然出現對孫文個人的頌揚。 

 

最典型的歌曲，莫過於全台澎金馬的學生都朗朗上口的〈國父紀念歌〉95。

全歌歌詞如下：「我們國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專制，建設了共和，

產生了民主中華。民國新成，國是如麻，國父詳加計劃，重新改造中華。/三民

主義，五權憲法，真理細推求。一世的辛勞，半生的奔走，為國家獻身奮鬥。國

父精神，永垂不朽，如同青天白日，千秋萬世長留。/民生凋敝，國步艱難，禍

患猶未已。莫散了團體，休灰了志氣，大家要互相勉勵。國父遺言，不要忘記，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然而，除了〈國父紀念歌〉之外，沒有其他專門以歌頌孫文為主題歌曲，相

較於對蔣介石的生前死後的歌頌歌曲，顯然無法等量齊觀。主要原因，或許乃因

蔣氏係當下在位的統治者。 

 

不過，「愛國歌曲」中仍有兩首歌曲其中的歌詞出現對孫文的推崇與頌揚，

一是〈台灣重回祖國懷抱〉96，一開頭就這樣唱：「偉大國父是聖雄」；另一首是

〈三民主義光芒萬丈〉97，也以這樣的詞句起頭：「我們國父是世界上的偉人」。

                                                 
92張錦鴻作曲，作詞者佚名。  
93 張弓作曲，趙友培作詞。 
94 駱明道作曲，黃瑩作詞。 
95 黎錦輝作曲，戴傳賢作詞。 
96 作曲者佚名，陳明良作詞。 
97 李鵬遠作曲，杜奇榮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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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相較於對蔣介石的歌頌，頌揚孫文的歌曲明顯少很多。 

 

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歌頌 

 

1912 年中華民國原先建國時的國旗，是經過當時在南京的中華民國參議院正

式通過的「五色旗」(紅黃藍白黑)。1924 年 6 月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決議將原來

的中華民國國旗撤換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1949 年底，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

陸全面潰敗，撤退入台，原先在中國大陸上制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只能在台澎金馬插掛。由中國國民黨一黨制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遂成為

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凝聚台灣人民的認同與支持的重要標記。是故，「愛國歌

曲」當中，必然有許多歌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內容。 

  

歌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最典型歌曲，莫過於至今仍在每所中小學升旗

典禮時候必唱的〈國旗歌〉，又叫〈青天白日滿地紅〉98。 

 

此外，專以歌頌國旗為主旨，且歌名出現「國旗」者，尚有以下兩首─ 

〈國旗飄揚〉99歌詞謂：「看國旗飄揚天空，顏色鮮美氣象宏。我國家民族光

榮，文化悠長禮樂隆。惟我領導東西安定，才有世界和平。我國家民族光榮，青

天白日滿地紅」 

 

〈敬愛國旗〉
100
：「青天白日，白日青天，我愛你，莊嚴的國旗。青天白日，

白日青天，我敬你，美麗的國旗。國旗國旗，莊嚴美麗。中華兒女齊奮起，黃帝

子孫莫忘記。大家愛你，大家敬你，國旗國旗，衷心為你，奮鬥到底。」 

 

另外有一首〈旗正飄飄〉101歌詞說：「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刀在

腰，熱血熱血似狂潮。旗正飄飄，馬正蕭蕭。好難而鮑國在今朝。…」全歌沒有

講明此旗是指國旗、黨旗，或是軍旗。 

 

而歌名雖沒有標明「國旗」，全歌亦非以歌頌國旗為主旨，但是在歌詞之中

出現有「國旗」或「青天白日滿地紅」者，則更多，例如─ 

 

〈凱旋歌〉102一開頭就是：「看國旗風飄，聽歌聲雷動，我們的英雄，戰勝

強敵湔雪奇恥，寫成了歷史的光榮。」； 

                                                 
98 陳泗治作曲，陳波作詞。 
99曲詞作者佚名。 
100 蕭而化作曲，青雲作詞。 
101 黃自作曲，韋瀚章作詞。 
102詞曲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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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就是反攻年〉103也是以國旗開唱：「國旗飄飄，戰鼓頻敲…」； 

 

歌頌中國對日抗戰時的四行倉庫之役的〈歌八百壯士〉104，也有這樣的歌詞：

「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 

 

〈唱個愛國歌〉105也出現：「青天白日滿地紅高高在飄揚」；〈要和北伐比比

強〉106也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用詞。 

 

再者，中國國民黨黨旗係「青天白日」旗，把「青天白日」的黨旗，放在「青

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左上角，造成國旗上面有黨旗，如此「黨國一旗」的結

果，經常產生黨旗與國旗幾乎混雜一體、互為取代的印象。例如─前述的〈敬愛

國旗〉一曲，歌詞一開頭就說：「青天白日，白日青天，我愛你，莊嚴的國旗。」

嚴格而言，只謂「青天白日」而無「滿地紅」，只能說是黨旗，然而此處竟稱之

為國旗。無獨有偶，〈金門萬歲〉107也說：「青天白日國旗在天空飄揚」，同樣是

黨旗與國旗混同的例子。再如支領國家預算(不是黨預算)的陸軍官校的校歌，一

開頭就是：「怒潮澎湃，黨旗飛舞…」，國家的軍校一開頭竟然歌頌黨旗，也是黨

國一體的實例。 

 

此外如〈巍巍阿里山〉歌詞也是說：「巍巍阿里山，浩浩太平洋，高舉青天

白日旗，」；〈效忠領袖〉也是用「青天白日旗飄揚」，雖未言明「青天白日國旗」，

僅說「青天白日旗」，但予人印象也幾乎混同。此外〈飛向白日青天〉108歌詞說：

「唾棄污星赤地，飛向白日青天…」，其中「污星」係「五星」之諧音，意指要

放棄五星旗，接受青天白日旗。 

 

由於黨旗與國旗幾乎混雜一體、互相取代，因此，在許多「愛國歌曲」當中，

經常會以「青天白日」「白日青天」的手筆來表達，形成一種凝聚認同的符號。

例如─ 

〈我是中國人〉109歌詞一開頭就這樣唱：「頭頂著青天白日…」；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最後結尾是：「讓青天白日大地普照」；〈黃埔

                                                 
103 黎明作曲，作詞者佚名。 
104夏之秋作曲，桂濤聲作詞 

105曲詞作者佚名。 
106 謝君儀作曲作詞。 
107 李永剛作曲，黃瑩作詞。 
108 李中和作曲，趙友培作詞。 
109 原名〈誰能忽視我們〉，詞曲作者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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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兒最豪壯〉
110
也用「青天白日放光芒」來形容；〈中國童子軍〉的歌詞結尾是

「青天高，白日明」。 

 

足見這些「愛國歌曲」經常黨旗與國旗交混使用，黨國不分。 

 

總計這些涉及國旗或黨旗的「愛國歌曲」，計有 31 首。 

 

標榜「革命」 

 

兩蔣時代的中國國民黨經常強調自己政黨的屬性是「革命民主政黨」。「革命」

一詞是蔣氏政權經常標榜的符號，且賦予神聖的色彩。按「革命」一詞，從根本

的含義來說，「就是反對已建立的政治秩序，並最終建立起一種與先前完全不同

的新秩序」111。所以通常革命者都是被統治者，革命的過程即是推翻統治者的過

程。蔣氏政權本身即政治秩序之建立者，因此做為統治者的政權當局，卻一再標

榜「革命」，顯然非作原始意義解，而係採「革命」的廣義而言，即「除舊佈新」

之意。然而，「除舊佈新」可以用「改革」形容即可，何至於言重為「革命」？

蓋經常以「革命」標榜，用以宣示其政權與政策的正當性與神聖性。也因此這個

「革命民主政黨」享有異乎一般民主國家的「民主政黨」的特殊優越地位。 

在本論文所蒐集的 315 首「愛國歌曲」當中，以「革命」為曲名的，有如下的歌

曲─ 

 

〈革命的洪鐘在響〉112全歌詞如下：「革命的洪鐘在響，民族的大旗飄揚。

同志們！起來，起來！大澈大悟，貫通思想。不屈不撓，堅定信仰。團結奮鬥，

匯力合作，反共抗俄的重責要勇敢承當。收復大陸的責任，在我們肩上。/革命

的洪鐘在響，民族的大旗飄揚。同志們！前進，前進！民族獨立，大風泱泱。民

權發達，憲政輝煌。民生康樂，共有福享。三民主義的社會，是自由的天堂。天

下為公的世界，待我們開創。」 

 

〈革命青年歌〉113全歌如下：「革命的青年，快準備智仁勇都健全。握著現

階段的動脈，站在大時代前面。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維護著我們領袖的安

全。保衛著國家領土和主權。需應當剛膽沉著，整齊嚴肅刻苦耐勞。犧牲奮鬥，

國家長城，民族先鋒是我們。革命的青年，快準備智仁勇都健全。」 

 

〈革命青年〉114：「前進前進，革命的青年前進！大陸沉淪，國脈如縷，是

                                                 
110 劉家昌作曲，孫儀作詞 
111 參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政治革命」條(丹青版，第 17 冊，，頁 417)。 
112 張弓作曲，趙友培作詞。 
113 吳伯超作曲。 
114 李中和作曲，何逸夫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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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奮起救亡的時候。我們的意志，是復興的堡壘。我們的熱血，是反共的洪流。

/前進前進，革命的青年前進！…」 

 

從以上三首冠有「革命」一詞的歌詞當中，不難得知蔣氏政權所謂的「革命」

的意涵，以及要求於青年的「革命」的事業之指謂。無外乎要完成其政權的目標

─「反共抗俄」、「收復國土」、「保衛領袖」、「完成三民主義」等等。 

 

至於歌名未冠上「革命」，但在歌詞中出現「革命」的曲子更多，例如─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說：「革命的青年，快下決心一齊來！」來做

什麼？「反侵略，反殘暴，掀起青年救國的高潮，驅俄寇，殺朱毛，誓復國仇救

同胞」；〈陸軍官校校歌〉115有「這是革命的黃埔」； 

 

〈前進〉116(：「革命需要青年」；〈萬重一心齊報國〉117有「先烈的熱血如花，

革命的熱情如火」的句子； 

 

電影「黃埔軍魂」的插曲〈遍地桃李〉，一開頭就這樣唱：「革命陣營裡，我

們共生死同相依」； 

 

軍中經常教唱的〈我們是英勇的戰士〉最後的結尾：「走向革命最需要的地

方」； 

 

〈我們都是一家人〉118說：「軍隊是革命的大家庭」；〈迎接勝利之歌〉119高唱：

「掃蕩！掃蕩！把革命的障礙掃蕩！」…。 

 

總計這類帶有「革命」字眼的「愛國歌曲」，計有 31 首。 

 

透過情歌的置入性宣傳 

 

情歌與愛國歌曲本有不同屬性，但是為何有許多情歌在兩蔣時代被列在「愛

國歌曲」之列？因為透過情歌的形式，再配合內定的政治符號或意識形態，可以

發揮心理學巴夫洛夫式的「古典制約」的作用。這種類型的「愛國歌曲」，可以

說是透過情歌的置入性宣傳。最典型的歌曲，可舉以下數首歌來了解，這些歌曲

都流行於 1970 年代台灣三家電視台的歌唱節目中─ 

                                                 
115 林慶培作曲，作詞者佚名。 
116 詞曲作者佚名。 
117 汪石泉作曲，林煌坤作詞。 
118 李中和作曲，何志浩作詞。 
119 鄧鎮鄉作曲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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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120：「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去年

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摘枝杜鵑花，插在頭髮上。今年村家

小姑娘走向小溪畔，杜鵑花謝了又開呀！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摘下一枝鮮紅的

杜鵑，遙向著烽火的天邊，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

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我現在要出征〉121：「…我現在要出征，有伊人要同行，唉！有伊人要同

行，你同行決不成，我若是打不死，我總會回家來看你。倘敵人不來欺負，我怎

會離開你…」 

 

〈柳條長〉：「柳條兒細，柳條兒長，姐在山坡底下放綿羊。羊兒低頭吃青草，

姐兒低頭縫衣裳。…姐縫衣裳為誰忙？丈夫要去打匪黨，著了衣裳溫又暖，勇氣

百倍上戰場。…殺俄寇，滅匪黨，奏凱高歌回故鄉，山坡底下大家一同來放羊。」 

 

〈桃花舞春風〉122這樣唱：「一樹桃花千朵紅，朵朵帶笑舞春風。桃花伴著

春風舞，歡送哥哥去從戎…/男兒從戎立大功，精忠報國稱英雄，名揚四海好威

風…立功回來花下會，一切都在不言中。」 

 

其實以上的歌曲，並非「一切都在不言中」，而是立意甚明，亦即透過情歌

的置入性宣傳，鼓勵從軍或是專心於戰場，以便打勝仗回來與情人相逢。同性質

的歌曲尚有〈英雄美人誰不誇〉、〈美人要嫁軍人〉、〈寶島姑娘〉、〈入營才能娶她〉。 

這類歌曲在本論文蒐集的「愛國歌曲」當中，雖然比重不大，但卻是量少而流廣，

透過政權當局所掌控的傳播媒體，這些歌曲在當年都是家喻戶曉，時人多能朗朗

上口，顯見其發揮相當程度的 indoctrination 的功能。 

 

惟在「愛國歌曲」當中，有一首〈數星問月〉123，無置入性宣傳的意味，純

屬情歌，而列於「愛國歌曲」之列，誠屬異數，順記一筆，以求周延。 

 

宣揚中國歷史文化，歌詠歷史人物或中國古詩詞 

 

前已述及，兩蔣時代的「愛國歌曲」當中，具有大中國國家意識、中華民族

主義的歌曲，占有半數的比重。在宣揚中華民族主義的同時，對於中國的歷史文

化的頌揚，也必然伴隨而行。這種以中國為座標的歷史意識影響下的「愛國歌

曲」，在歌詞中經常出現對中國「悠久歷史與文化」的吹噓。試舉例來看─ 

                                                 
120 黃友棣作曲，蕪軍作詞。 
121 Horneman 作曲，作詞者佚名。 
122 劉雪庵作曲，趙啟海作詞 
123 汪石泉作曲，鄒銘揚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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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愛的大中華〉124其中歌詞這樣說：「你的久遠的歷史與文化，給我們

無限的驕傲光榮」； 

 

〈光復頌〉125一開頭就是：「中華歷史五千年…」；〈出征進行曲〉126也出現「悠

久歷史五千年」； 

 

〈青年進行曲〉127也說「神聖的歷史火炬，握在我們手中。光輝的中華文化，

指引我們行動。」；連歌頌金門的〈金門萬歲〉128也有「五千年歷史文化」之句； 

 

歌名就叫〈懷古〉129的歌詞，更是一番對歷史的頌揚：「我們的歷史是這樣

光榮…」； 

 

而〈反共抗俄總動員130〉的歌則擔心著「五千年文化在毒火中焚燒」。 

 

這類具有中國歷史意識的「愛國歌曲」，也經常出現「炎黃子孫」的用詞。

最典型的如〈國旗歌〉的句子：「炎黃世冑，東亞稱雄」。其他例如─ 

 

〈敬愛國旗〉131有「黃帝子孫莫忘記」的句子； 

 

〈領袖萬歲〉的歌詞也出現「你代表炎黃世冑的道統」； 

 

〈祖國之戀〉132也說：「億萬的炎黃子孫面臨著絕續存亡…」； 

 

〈春回大地133〉也這樣表達：「黃帝的子孫，中華兒女，他們用鮮血和毅力

創造了歷史的奇蹟…」。 

 

此外，像〈還我河山〉134有「追懷漢唐」之句，也充滿中國歷史意識。 

再者，有一些歌是對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歷史的歌頌，例如─ 

 

                                                 
124 作曲者佚名，李抱忱詞 
125 李明訓作詞作曲。 
126 嘉禾作曲，作詞者佚名。 
127 李中和作曲，趙友培作詞。 
128 李永剛作曲，黃瑩作詞 
129 陳田鶴作曲，伊令楣詩 
130 黃友棣作曲，王平陵作詞。 
131 蕭而化作曲，青雲作詞。 
132 余光作曲，吳岩作詞。 
133 劉家昌作曲，孫儀作詞。 
134 陳田鶴作曲，作詞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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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黃花〉
135
說：「我們來看神聖的黃花崗，我們來看不朽的黃花崗」； 

 

〈黃花頌〉136也是歌頌黃花崗烈士：「黃花開遍黃花崗，黃花碧血，日月童光…」。 

 

也有以過去的戰史來勉勵者，如家喻戶曉的連續劇「風雨生信心」的熱門主

題曲〈風雨生信心〉137就有這樣的歷史回顧：「一戰古寧頭，再戰大二膽，同仇

敵愾消滅匪黨，光輝的八二三」。 

 

另外有一些歌是以中國歷史人物為主題的歌頌，例如〈詠吳鳳〉、〈鄭成功〉、

〈孔子紀念歌〉；有一些則是以著名的中國古詩詞直接入歌，例如〈滿江紅〉、〈涼

州詞〉、〈木蘭詞〉。 

 

雖有歷史意識，但對歷史內容朦攏不清者，如風行於 1980 年代初的〈龍的

傳人〉138歌詞最後一段說：「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裡，槍炮聲

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此段歌詞在敘述歷史無疑，但即使專業

史家看了卻仍不知其所云。 

 

總之，這類具有中國歷史意識、訴及中國歷史的「愛國歌曲」，計有 37 首。

如果連同前已述及具有中華民族主義、大中國意識者合計，則共計 178 首，幾乎

佔「愛國歌曲」總數的五分之三。 

 

外交挫敗後的鼓舞 

 

1960 年代的末期，美國對中國的政策開始有了調整。由於 1969 年起，美國

尼克森政府準備與中國北京方面改善關係，因此國際上接納北京政權的考慮，也

開始多起來。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對於共產世界所採的圍堵策略，有了轉

變。蔣氏政權指摘這種國際局勢的改變為「姑息主義」、「姑息逆流」。在所謂「姑

息逆流」之中，蔣氏政權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面臨更大挑戰，終於在 1971 年被

迫退出聯合國，國際外交嚴重挫敗。蔣政權代表被迫退出聯合國。在蔣政權代表

退出聯合國之後的一個月內，又有比利時、秘魯、黎巴嫩、墨西哥、厄瓜多爾等

國紛紛相繼與北京建交而與台灣當局斷交；連極重要的日本，也於翌年（1972）

9 月 29 日與台灣當局斷交。70 年代以降，與台灣當局的邦交國逐漸減少。 

 

在退出聯合國的 4 個月前(1971 年 6 月)，84 歲的蔣介石總統有感於國際困

                                                 
135 姚敏作曲，沈倫作詞。 
136 黃友棣作曲，古茂建作詞。 
137 駱明道作曲，黃敏作詞 
138 侯德健作曲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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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挑戰，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的口號來勉勵國人。1978

年 12 月 15 日，美國宣布與中國建交，與台灣當局斷交。這首〈自由女神哭泣了〉
139，顯然是在譴責美國外交政策的轉向，歌詞說：「阿靈噸的墓園業與瀟瀟，韓

戰死亡的英魂含冤呼號。…警長摘下警徽與盜賊言笑，耶穌基督的信徒與魔鬼擁

抱…」。 

 

自被迫退出聯合國以後，在面臨一連串外交逆境下，反映在此時期的「愛國

歌曲」當中，也出現許多這種「反對姑息」、「自立自強」、「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的內容，用以鼓舞民心士氣。以下所舉的歌詞，都是在蔣氏政權的國際外交挫敗

之後產生的─ 

 

〈自己最可靠〉140一曲，顧名思義，是在呼籲「自己的命運自己創造」，暗

喻依賴美國沒有用； 

 

〈中流砥柱〉141的歌詞鼓勵：「在姑息瀰漫的當前，我們永遠站在時代尖端」； 

 

〈青年自強歌〉142呼籲：「不怕姑息逆流助紂為虐，我們要步步求生…」； 

 

〈團結自強奮鬥〉143：「國策永不變，信心不動搖。任何的打擊我們不曾倒。…

冷靜沉著，不屈不撓，路要自己開，國要自己保，任何的打擊我們不會倒！」； 

 

〈偉大的中華〉144也高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打倒姑息囂張，消滅

匪黨！」； 

 

在軍隊中普遍敎唱的軍歌〈報國在今朝〉145也讓士兵朗朗上口：「自己的國

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依賴一定死亡，苟安一定失敗。」； 

 

另外這首著名的軍歌〈莫等待〉146，也在此時唱遍軍營角落：「莫等待，莫

依賴，勝利絕不會天上掉下來…敵人絕不會自己垮台。靠天吃飯要餓死，靠人打

仗要失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 

 

                                                 
139 駱明道作曲，黃瑩作詞 
140 駱明道作曲，鄧鎮湘作詞 
141 詞曲作者佚名。 
142 詞曲作者佚名。 
143 駱明道作曲，孫儀作詞。 
144 介中作曲，趙友培作詞 
145 盧穎州作曲，曼衍作詞。 
146 譚修作曲，李士英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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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大浪都見過〉
147
一曲也強調「中華民國最堅強」，國人要反共到底，

還是自己最可靠； 

 

〈不爭一時爭萬世〉148鼓勵國人要「打落牙和血吞」；而〈風雨生信心〉一

曲，透過電視連續劇，幾乎天天在台灣人民的耳邊迴響不止。 

 

誠如《愛國歌曲時代新聲》的編者蔡益彬在序文中所說：「從去年中美斷交

﹝按其實是中美建交，美蔣斷交﹞，美匪勾搭開始，我們不知道歷經多少艱難，

多少困苦，在局世動盪，舉國沸騰之中，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把愛國情操發抒於

嘹亮﹝按：應是「嘹喨」﹞的歌聲之中，藉著它，我們的心凝結在一起，借著它

我們團結得更加堅牢，我們知道只有在嘹亮﹝嘹喨﹞的歌聲之中，我們才能憤發

﹝按：應是「奮發」﹞蹈厲，扭轉乾坤，永遠屹立於三民主義的世界裡，使邪惡

的共產主義銷聲匿跡無所隱形。」足見國際外交的挫敗，為當時的「愛國歌曲」

的內容投下新的激素。 

 

保密防諜 

 

從 1949 年 5 月 2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懲治叛亂條例」開始，1950 年 6 月

13 日蔣介石明令公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51 年 9 月 17 日國防部公布

實施「共匪及附匪分子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直到同月 29 日臺灣

省政府及省保安司令部制定「大家檢舉匪諜」文告，全面張貼，鼓勵民眾檢舉。

1953 年 8 月 13 日行政院通過「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最後在 1955 年 4

月 11 日行政院公布制定「戡亂時期檢肅匪諜給獎辦法」為止，這一連串的法令

辦法實施，使得臺灣整體肅殺氣氛儼然形成，此一時期『保密防諜』、『隱瞞匪諜

就是犯法』、『檢舉匪諜、保家衛國』、『檢舉匪諜、人人有責』、『不放鬆匪諜、不

冤枉好人』、『人人保密、處處防諜』、『提高防諜警覺』、『匪諜自首 既往不究』

等標語處處可見。149配合著這種「保密防諜」的政策，在「愛國歌曲」當中也出

現一些所謂「保防歌曲」。以下先舉三首歌為例，從歌名即可辨認其性質─ 

                                                 
147 駱明道作曲，孫儀作詞 
148 謝君儀作曲作詞 

149 詳李筱峰，〈從「政治標語」圖像看兩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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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諜自首歌〉150全歌歌詞如下：「匪諜自首，必得保障。躲藏逃跑，一定

滅亡。當匪諜，苦海無邊；快自首，回頭是岸。匪諜害民賣國家，人人有責檢舉

他。匪諜快快覺悟，莫作共匪走狗！」 

 

〈檢防歌〉151是鼓勵民眾檢舉「匪諜」的歌：「檢舉大匪諜，有功又有錢。

獎金真正多，銀元有六千。你不檢舉他，他要把你害。匪諜最可恨，檢舉末留情。」 

 

〈肅諜歌〉152共分四段，各以七言行文，茲舉首尾兩段來看：「唱歌來勸好

國民，匪諜工作切勿為。共產匪幫大漢奸，原是中華大敵人。/…檢舉匪諜有獎

金，知匪不報有處分。若要反攻回大陸，消滅匪諜第一功。」 

 

此外，〈向前行〉153一歌歌名雖無保防肅諜用詞，其實全歌仍以保防為主題，

其中謂：「人人都防諜，社會享安寧。提高警覺，守口如瓶，檢舉匪諜，不枉不

縱」；〈無價寶〉154也是在提醒民眾防諜：「匪諜向你拉交情，甜言蜜語送鈔票。…

千萬不要中圈套」； 

 

而〈我愛我中華〉155一首，雖然歌名無保防意謂，其實全首歌也是在獎勵檢

舉「匪諜」：「啦啦啦啦…請你看我畫張畫，這個故事很好耍，匪諜是壞人，躲在

大樹下，偷偷看要塞，想害我國家。舉起手來不要動！拔槍抓住他！啦啦啦，哈

哈哈…，兩個勇敢小英雄，看見匪諜告警察，啦啦啦，哈哈哈這張畫兒送給你，

保密防諜為中華！」 

 

純粹勵志，激勵進取、開朗、樂觀 

 

在兩蔣威權統治時代的「愛國歌曲」當中，有極少數歌曲的內容與用詞未有

出現明顯的政治語言，而是以寫景、寫意、勵志方式，來表達樂觀，鼓勵進取，

呈現開朗的生活態度。這類歌曲，也曾被形容為「淨化歌曲」。以下兩首可以做

為取樣代表，曾在 1970 年代的電視歌唱節目中經常出現─ 

 

〈前程萬里〉156：「我們是年輕的一群，有的是熱情和誠懇，打起了藝術的

旗幟，展開長途旅行，縱然是遍地的荊榛，也要勇邁前進。呼吸那新鮮的空氣，

欣賞美麗風景。平疇綠野都是寫生的藍本，小橋流水都是作曲的模型。/還有那

                                                 
150 音丁作曲作詞。 
151 轉引自《自由時報》2009.32.16. 頁 A6，新聞報導〈開啟記憶年代〉。 
152 丘冠中作曲作詞。 
153 中月作曲，作詞者佚名。 
154 李永剛作曲，作詞者佚名。 
155 李永剛作曲，作詞者佚名。 
156 作詞作曲者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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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輪的聲音，也像陪我們歌詠。我們要振作起精神，奔向萬里前程。」 

 

〈藍天白雲〉157：「藍藍的天，白白的雲，藍天白雲好時光，大家手拉手，

走向大自然，啦啦啦啦…看那山明水秀景如畫，聽那鳥叫蟲鳴好樂章，吸一口新

鮮空氣，歌一曲雄壯激昂，我們心情多愉快，我們心胸多開朗…。」 

 

像這樣沒有政治顏色的歌曲，尚有少數幾首，例如勉勵不怕失望的〈希望之

歌〉158；以曙光、明燈示意光明前途的〈一線曙光〉159；描寫春光好，要珍惜時

光的〈莫待春光老〉160；鼓勵「克服困難齊出力」的〈三個臭皮匠〉161，以及以

星月藍天入歌的〈晨〉162。 

 

總計這類純屬激勵進取、開朗的歌曲，只有 11 首。 

 

除了以上的內容性質之外，尚有少數涉及軍民關係的歌曲，例如描寫軍民一

條心的〈軍民聯歡〉、鼓勵軍民協力的〈民防進行曲〉、敘述軍民一家的〈兵農對

口曲〉，以及鼓勵三軍一家的〈柳營笙歌〉、鼓勵齊力支援三軍的聯勤部隊的康樂

舞曲〈飛駝兒女〉，均尚未歸納於上述十五種內容性質之中。 

 

四、曲目及內容性質分析總覽 

上一節以「愛國歌曲」的歌詞為文本，析分出十五項內容性質，並舉代表歌

曲為例。然而舉例僅有取樣作用，不能全面知悉 315 首「愛國歌曲」的曲名及其

內容性質。因此以下試將 315 首「愛國歌曲」作一曲目表，並逐項檢視其所包含

的內容，以●符號標出。逐項列表如下。至於常見於「愛國歌曲」的歌詞當中諸

如「團結」、「奮鬥」、「為國家」、「為民族」、「為正義」、「為真理」、「立大志」、「精

忠報國」、「光復河山」…等用語，因語意籠統，不劃歸成類。 

 

                                                 
157 左宏元作曲，新芒作詞。 
158 音泉作曲作詞。 
159 林家慶作曲，劉家昌作詞。 
160 劉慧弋作曲作詞。 
161 張化民作曲，李士英作詞。 
162 林蔥作曲，邵父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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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曲

名 

反共

抗俄 

鼓舞

戰鬥

意志 

蔣氏

個人

崇拜 

中華

民族

主義 

眷戀

中國

舊山

河 

訴諸

中國

歷史 

三民

主義

與孫

文 

歌頌

國旗

與黨

旗 

標榜

「革

命」 

保密

防諜 

工具

論的

台灣

歌頌 

外交

挫敗

呼籲

自強 

置入

性宣

傳的

情歌 

純粹

勵志

激勵

開朗 

一切為勝利 ● ●             

一切都在打勝仗 ● ● ●            

一切靠自己 ● ●             

一仗打得好 ● ●             

一起奉獻  ●             

一條船              ● 

一線曙光              ● 

三民主義光芒萬丈 ●      ●        

三民主義歌    ●   ●        

三個臭皮匠              ● 

大地兒女    ●           

大忠大勇  ●  ●           

大風大浪都見過  ●          ●   

大家一條心 ● ●  ●           

大時代進行曲 ●   ●    ●       

女青年之歌  ●   ●  ●        

小兵不得了 ● ●             

小輪               

山水之歌              ● 

山河戀 ● ●  ● ●          

山歌 ● ●             

巾幗英雄  ●  ●  ●         

不爭一時爭萬世  ●          ●   

中流砥柱  ●          ●   

中秋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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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怨               

中國一定強  ●  ●    ●       

中國人站得牢  ●  ●        ●   

中國女童軍歌    ●  ●         

中國父母心  ●  ●           

中國的眼睛    ●           

中國青年 ●  ●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歌 ● ● ● ●   ● ● ●      

中國童子軍歌    ●   ● ●       

中華大地    ● ●          

中華民國最堅強  ●  ●    ●    ●   

中華民國萬萬歲   ● ●           

中華民國頌    ● ●       ●   

中華兒女  ●  ●           

中華兒女氣如虹  ●  ●        ●   

今天要比昨天好              ● 

今年就是反攻年 ● ●   ●   ●       

反共抗俄 ● ●  ●           

反共抗俄進行曲 ● ●  ●           

反共抗俄總動員 ●   ●  ●         

反共到底 ● ●          ●   

反共復國歌 ●  ● ●   ●  ●       

反攻大陸去 ● ●  ● ●          

反攻大陸打回去 ● ● ● ●     ●      

反攻動員進行曲 ● ● ● ● ●          

天池歌           ●    

天倫歌               

太武雄風  ●             

孔子紀念歌      ●         

弔烈士歌               

日落北京城               

木蘭詞      ●         

毋忘在莒歌 ● ●  ●  ●         

火線下之歌 ● ●             

出征進行曲 ● ●  ● ● ●         

出征歌  ● ●    ●        

出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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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水兵  ●  ●           

只要我長大 ● ●             

台北六十六            ●   

台灣好 ● ●  ●       ●    

台灣省光復歌    ●           

台灣重回祖國懷抱   ● ●   ●        

四季吟 ●   ● ●      ●    

四海都有中國人    ●           

巨帆               

巨航  ●            ● 

打回大陸歌           ●    

打硬仗 ● ●        ●     

民防進行曲 ●              

玉山還是玉山               

玉門出塞    ● ●          

甘蔗與高粱     ●          

白雲故鄉  ●   ●          

光明在望 ● ●  ● ●          

光明的國土   ●        ●    

光復頌   ● ● ● ●         

全國青年快團結 ●   ●           

共匪暴行歌 ● ●             

同樂歌兒大家唱         ●      

向自由飛翔               

向前衝  ●             

向敵人挑戰  ●  ● ●          

成功嶺上    ●           

自己最可靠   ●         ●   

自由女神哭泣了            ●   

自衛  ●             

血肉長城東海上  ● ●  ●          

西湖春               

克難之歌 ● ●          ●   

克難英雄頌  ●   ●          

兵農對口曲               

吳鳳      ●         

希望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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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支槍 ● ●             

我住長江頭    ●           

我所愛的大中華    ● ● ●         

我的家在大陸上 ● ●  ● ●          

我是中國人    ●    ●    ●   

我要  ●  ●   ●        

我要上戰場  ●             

我要歌唱  ●             

我要歸故鄉     ●          

我們不能忘 ● ●  ●           

我們的決心 ●   ● ●          

我們的隊伍 ● ●             

我們是英勇的戰士  ●       ●      

我們是國家的生力軍  ●             

我們是領袖的子弟兵  ● ● ● ●  ●        

我們都是一家人 ● ●  ●     ●      

我現在要出征  ●           ●  

我愛中華    ●           

我愛台灣               

我愛我中華    ●      ●     

我願  ●             

抗敵歌    ●           

杜鵑花  ●             

防護歌               

命運靠自己創造 ●   ●        ●   

夜襲  ●             

念大陸 ● ●   ●          

念母情 ●    ●          

拉縴行  ●             

拓荒進行曲 ●              

明月照江頭     ●          

杯酒高歌 ● ●             

空軍官校校歌  ●             

空軍軍歌  ●  ● ●          

迎接勝利之歌  ●       ●      

金門前哨戰  ●   ●          

金門春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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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酒頌  ●             

金門萬歲   ●   ● ● ●       

長白山上  ●   ●          

長江的水依舊在流     ●          

長城謠 ● ●  ● ●          

青天白日滿地紅    ● ● ●         

青年心聲  ●            ● 

青年自強歌    ●   ●     ●   

青年們向前走  ●   ●          

青年報國到前方  ●  ●           

青年進行曲 ● ●    ●  ●       

青海青    ● ●   ●       

前程萬里              ● 

前進 ● ● ●      ●      

勇士進行曲  ●  ●           

勇敢的青年 ● ●   ●          

宣誓歌 ●  ●    ●        

建國歌    ●           

建設大中華 ●   ●           

思鄉曲     ●          

政工幹校校歌 ●  ●    ● ● ●      

故鄉     ●          

春光曲     ●          

春回大地    ●  ●         

春風春雨     ●          

柳條長 ● ●             

柳營笙歌               

美哉中華    ● ●          

美哉台灣    ●       ●    

英勇的戰士 ●              

英雄美人誰不誇             ●  

要和北伐比比強 ● ●      ●       

赴戰  ●             

赴戰場  ●             

軍民聯歡 ● ●             

重建大中華 ● ●  ●           

重整舊山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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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洪鐘在響 ●      ●  ●      

革命青年 ● ●  ●     ●      

革命青年歌         ●      

風雨生信心 ● ●             

風雨同舟 ●   ● ●          

飛向白日青天 ●       ●       

飛駝兒女               

匪諜自首歌 ●         ●     

家在山那邊     ●          

家國恨 ●    ●          

效忠領袖  ● ● ● ●   ● ●      

時代的戰歌  ●  ●           

時代青年 ● ● ● ● ● ●         

桃花舞春風  ●             

海軍官校校歌  ●  ●   ● ●       

海軍軍歌  ●  ●   ● ●       

海軍陸戰隊隊歌  ●      ●       

海棠血淚 ● ●   ●          

烈女英魂               

祖國之戀 ●   ● ● ●         

祖國頌     ●          

站得住站得穩    ●  ●      ●   

討毛賊 ● ●  ●           

起來中華兒女們 ● ● ● ●           

起來勇敢的青年 ● ●   ●          

偉大的中華 ●   ●  ●      ●   

唱個愛國歌    ●   ● ●       

唱得百花遍地香  ● ●    ●        

問鶯燕     ●          

國父紀念歌    ●   ● ● ●      

國光進行曲 ● ●             

國家    ●    ●       

國恩家慶  ●             

國旗飄揚        ●       

國慶               

國慶歌    ●           

國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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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報國歌 ● ●             

從軍樂 ● ●  ●           

捱係中國人    ●           

晨               

梅花    ●           

梅花進行曲    ●        ●   

涼州詞      ●         

淡水謠  ●  ●     ●  ●    

眾志成城  ●             

莫待失敗徒感慨               

莫待春光老              ● 

莫等待  ●          ●   

責任               

陸軍官校校歌  ●   ●    ●      

陸軍軍歌  ●  ● ●          

陸軍健兒               

頂天立地    ●           

凱旋之歌 ● ●  ●    ●       

凱旋歌  ●  ●  ●  ●       

創造光明的未來       ● ●    ●   

創造新的時代  ●  ● ● ●  ●       

勝利的歡呼               

勝利謠  ●  ● ●          

報國！救國  ●             

報國在今朝  ●          ●   

復仇  ●  ● ●          

無價寶          ●     

肅諜歌    ●           

華僑的光榮      ●   ●      

詠吳鳳      ●         

進進進！  ●  ●           

雄壯的行列  ●   ●          

黃河的水     ●          

黃花頌      ●   ●      

黃埔男兒最豪壯  ●   ●   ●       

黃埔軍魂      ●         

戡亂四季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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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國旗    ●  ●  ●       

新中國的主人    ●           

新舊長城  ●   ●          

滅共救國曲 ● ●  ●           

溪洲姑娘               

萬年歌 ● ● ● ● ●  ●        

萬里赴戰曲               

萬眾一心齊報國  ●  ●     ●   ●   

遍地桃李  ●       ●      

團結力量大   ●    ●  ●          

團結在一起  ●             

團結在領袖身邊  ● ●      ●      

團結自強奮鬥  ●          ●   

團結就是力量               

旗正飄飄  ●      ●       

歌八百壯士  ●  ●  ●         

歌勝利 ● ●  ● ●          

歌頌中華   ● ●           

滿江紅      ●         

碧血黃花     ● ●   ●      

碧血黃花      ●   ●      

誓死拼到底 ● ●             

領袖萬歲 ●  ● ●  ●         

領袖萬歲歌 ● ● ● ●     ●      

領袖頌 ●  ● ●           

領袖歌   ● ●           

齊抗暴  ●             

撥雲見日            ●   

數星問月               

熱血  ●  ●           

熱血歌               

磐石樂 ● ●             

蔣總統紀念歌 ● ● ● ●           

衛我中華    ●           

誰能忽視我們               

誰能忽視我們的力量 ● ●  ●           

誰都不能輕辱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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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花               

賣花詞 ●              

鄭成功    ●  ●         

學生軍訓進行曲 ● ● ● ●   ●        

憲兵歌  ●       ●      

憶江南     ●          

戰鬥青年     ●    ●      

燈花謠 ● ●   ●          

鋼鐵軍進行曲  ●  ● ●   ●   ●    

龍的傳人    ● ● ●         

檢防歌          ●     

檢舉匪諜歌 ●         ●     

總統蔣公紀念歌(一) ● ● ● ● ●          

總統蔣公紀念歌(二) ● ● ● ●     ●      

總統蔣公紀念歌(三) ● ● ● ● ●          

總統誕辰歌   ● ●           

聯勤歌  ●       ●      

還我河山 ● ●  ● ● ●  ●       

藍天白雲              ● 

藍天勇士  ●             

豐年曲 ● ●   ●          

離別歌               

懷古      ●         

懷念祖國 ● ● ● ●           

寶島姑娘 ● ●           ●  

巍巍阿里山 ● ●   ●      ●    

躍馬中原  ●  ● ● ●         

鐵漢  ●             

鐵衛雄風   ●      ●      

鐵騎兵進行曲  ●  ● ●          

歡呼 ●  ●            

 

 

 

五、從「愛國歌曲」內容看兩蔣政治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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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世紀神學家馬丁路德就體認到歌曲在宣傳上的作用，他認為音樂的地

位「僅次於神學。魔鬼恨惡音樂，因為音樂可以逐斥誘惑，驅走邪念」。馬丁路

德希望為男女兒童辦學，在他的學校裡，不會唱歌的人不准教書，也不許講道。
163歌曲在宣教上有如此作用，在政治的宣傳上亦復如此。因此統治者透過歌曲、

音樂來激發民心的認同與支持，特別是專制獨裁政權尤然。納粹德國是一個典型

的例子。曾經歷經希特勒納粹主義崛起的 Sebastian Haffner 在 1939 年的回憶錄

中就提到：「我們彷彿生活在戰爭狀態下，不過那場戰爭非常滑稽─它的各種勝

利都是用歌聲行軍隊伍換來的。突擊隊、黑衫隊、希特勒青年團、德意志勞動陣

線，以及其他五花八門組織的成員不斷在街頭列隊行進，高聲合唱〈君可見東方

的朝霞？〉或〈布蘭登堡邊區的原野〉等歌曲。」164專制、絕對主義的政權透過

歌曲進行政治宣傳，於此可見一斑。 

 

本論文所根據做為採樣的歌本之一─1971 年教育部文化局編印的《愛國歌曲

選集》(第一集)，其「編輯例言」起頭便說明：「本局為倡導純正音樂，推廣愛國

歌曲，特編印愛國歌曲選集一種，藉以振奮民心士氣，轉移社會風尚；并發揚中

華民族精神，堅定反共復國信念。」；另外一本也是本論文根據做為採樣的歌本

《愛國歌曲時代新聲》，其編者蔡益彬也在序文中表明：「今天我們所說的愛國歌

曲，它乃是時代的產物，是源於愛國的情操與民族感情而并發﹝按：宜作「併發」﹞

出來的，它最能代表時代的心聲，也是最具時代意義與使命的，它不但可以宣揚

主義，喚起國魂，團結民心，激勵士氣，而且可以使國人個個效忠領袖，熱愛國

家，精誠團結地邁向大同的世界。」 

 

以上的言論，不僅表達這些「愛國歌曲」選集的編輯宗旨，從本文分析的結

果看，也發現此編輯宗旨亦可視為大部份「愛國歌曲」的創作主旨。這些「愛國

                                                 
163詳見 Jacques Barzun 著，鄭明萱譯，《從黎明道衰退─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上)，台北

市：貓頭鷹出版社，頁 65-66。 

 
164詳見塞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 1914-1933

回憶錄》，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8 年，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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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的創作與散播，更可以進一步視為蔣氏政權的必然產物。反之，從這些「愛

國歌曲」的內容，也可以透視蔣氏政權的本質。 

 

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薛立敦(James E.Sheridan)曾指出：「蔣介石強烈地傾

向於法西斯主義。藍衣社被灌輸法西斯主義的理論，由於蔣介石與藍衣社密切關

係，所以他的法西斯思想至為明顯。」165 以「法西斯主義」(Fascism)來形容蔣

氏政權是否恰當？來台之後的蔣氏，是否也適合如此形容？這個問題，或許從本

文關於「愛國歌曲」的內容分析，可以獲得解答。 

 

有關「法西斯主義」的解釋，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的說明：「各種法西斯運動

的共同點是：強調以民族(種族或國家)作為全部歷史與生活的中心和調節者，並

強調領袖的絕對威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提出的口號是：“信仰、服從、

戰鬥”。法西斯主義者主張一切最後都取決於領袖的決定。」「法西斯主義需要

一個具有魅力的領袖，他能夠把所有擁護法西斯的情感和社會傾向結合為一種令

人信服的哲學，並對群眾產生吸引力。」166 

 

政治學者涂懷瑩也解釋法西斯主義的要旨，包括：國家至高無上，個人應受

國家絕對控制，以求國家光榮的目的；不相信人類平等，相信領袖萬能，領袖為

國家意志的代言人。應服從全能的領袖，以爭取國家榮譽；反共產主義，共產主

義以物質決定意識，法西斯主義則以精神意志可以創造歷史。共產主義主張階級

鬥爭、工人無祖國。法西斯主義者則強調「一切為祖國」，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
167 

 

除了以上有關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概念之外，歷史也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者

強調民族優越論、我族中心主義，對於「我族」及我族的歷史文化賦予神聖的色

彩。所以，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提倡「恢復古羅馬帝國的光榮」，希特勒強調日耳

曼民族的特殊優越性。 

 

準此以觀，透過本文對蔣氏威權時代的「愛國歌曲」的內容分析來看，蔣氏

政權有著極強烈的法西斯色彩，殆無疑義。檢視標準如下： 

 

一、對蔣介石的個人英雄崇拜，是蔣氏威權時代的「愛國歌曲」中的一大特色，

灌輸人民對領袖的絕對效忠與服從。  

 

                                                 
165 Sheridan, James E. “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Free Press,1975, p.217 
166 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 (台北市：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7)，頁 504。 
167 見羅志淵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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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烈的反共色彩。蔣氏威權時代的「愛國歌曲」有半數都在強調反共抗俄，

消滅「共匪」。 

 

三、濃烈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中華民族主義是這些「愛國歌曲」中的另一大

特色。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民族的無上光榮，個人必須集中意志，團結精進以

赴。 

 

四、強調中華歷史文化的悠久與偉大，復興民族文化是歷史使命。 

 

五、鼓吹戰鬥意志，要有戰勝必死的決心。 

 

從以上五個指標來看，蔣氏威權時代的「愛國歌曲」所反映出的蔣氏政權的

性質，完全符合法西斯主義的充分且必要條件。 

 

所不同者，過去的法西斯主義者，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或是日本軍閥，其

所以頌揚戰爭，鼓吹戰鬥，是為了對外擴張侵略；蔣氏則是為了恢復其在中國大

陸的政權，兩者意義不同。 

 

退守台灣的蔣氏政權，雖屬法西斯政權，但其在台灣建立的國家型態，則屬

學者所謂「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喬治華盛頓大學社會學者 Ronald Weitzer

曾提出「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的理論，謂：「遷佔者國家」是指「由支配原

始居民的新移入者所建立的國家」168。1949 年底撤退來台之後的蔣氏政權在台

灣所建立的國家型態，也被 Ronald Weitzer 列在「遷佔者國家」之列。Ronald 

Weitzer 指出「遷佔者所建立起的政治系統，對於原來遷出的母國，或是實際上，

或是法理上，均已經獨立；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為了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

遷佔者國家和傳統殖民國家的最大不同，在於遷佔者已經自母國分離，不得不作

長久停留的打算。儘管「遷佔者政權」的蔣氏政權早已退出中國母土，但在台灣

設計的國家架構，仍是以全中國為標準。整套教育內容，及價值體系，仍是以大

中國為座標來思考，灌輸人民對其故國山河的感情，而不是對台灣歷史的了解，

當然也沒有現代國家意識的培養。從本文的「愛國歌曲」的內容分析，更可明悉

印證之。 

 

六、結論 

經本文分析結果，得知兩蔣威權統治時期的「愛國歌曲」具有以下特色：一、

                                                 
168 Ronald John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Zimbabw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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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櫫「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二、鼓舞戰鬥意志；三、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

四、大中國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主義的宣揚；五、對中國大陸舊山河的眷戀；

六、「工具論」的台灣歌頌；七、標舉三民主義；八、對孫文的歌頌；九、對青

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歌頌；十、標榜「革命」；十一、透過情歌的置入性宣傳；十

二、宣揚中國歷史文化，歌詠歷史人物或中國古詩詞；十三、外交挫敗後的鼓舞；

十四、宣揚保密防諜；十五、純粹勵志，激勵進取、開朗、樂觀。 

 

而以上的內容性質的歌曲，在時間上有一些先後的轉變。大抵而言，具有

「一、揭櫫反共抗俄、消滅共匪」內容的歌曲，出現在前二十多年的一九五○、

六○年代；出現「十三、外交挫敗後的鼓舞」之性質的歌曲，則是在七○年代開

始。其餘特性的內容的歌曲，則幾乎貫穿整個戒嚴時期。 

 

大抵而言，「反共」是蔣氏政權的「愛國歌曲」的重心，「中華民族主義」則

是其主要基礎。 

 

蔣氏鼓吹戰鬥與反共的意志，最終雖不能如願完成其消滅共產政權的「復國」

心願，但對於防止中共入侵台灣，則具有正面的意義。 

 

惟自 1949 年以後蔣氏政權在台灣建立的這個「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

已「事實獨立」於中共政權之外發展。但其內部卻有著極分歧的國家認同。有人

在「事實獨立」的基礎上期待台灣成為正常的獨立國家；但也有許多人則抱持中

華民族主義，以大中國為其國家認同的目標，而無台灣主體意識。後者顯然受蔣

政權在台灣所實施的教育(含廣義的教育)的影響所致。而「愛國歌曲」中所散播

的中華民族主義、大中國意識、對中國河山的眷顧，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歌頌，

即為此種教育的寫照，必然發揮制約的效果。按「中華民族」乃係後設建構的名

詞，從人種的觀點來看，「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種族或民族。易言之，體質人

類學上並不存在「中華民族」這種民族。因此，以一後設建構的名詞，做為「實

存」的台灣的國家認同的指標，顯然對於台灣的國家發展，會有不利的影響。 

1990 年代以降，「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繼戒嚴的解除之後亦廢除，不再視中

共為叛亂團體。因此過去「消滅共匪」的反共政策已成過去，時過境遷的結果，

蔣氏主政時代的許多宣示要「消滅共匪」、「中興復國」的「愛國歌曲」已經不再

傳唱。尤其到了 2008 年馬英九主政之後，由於改變對北京的態度，為了向中共

示好，這類「消滅共匪」、「中興復國」的「愛國歌曲」不僅不再傳唱，幾乎已成

為敏感的禁忌，走入歷史而成為絕響。 

 

「消滅共匪」、「中興復國」的「愛國歌曲」雖然已不再傳唱，過去在「愛國

歌曲」中經常出現的「國仇家恨」也已煙消雲散。然而過去「愛國歌曲」當中所

灌輸的中華民族主義、大中國意識，以及對中國河山的頌揚與眷戀，則已深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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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助於北京當局對台「統一」政策的實現。過去強調階級鬥爭、工人無祖國

的中共，原本被蔣政權視為「出賣民族的漢奸」，如今中共卻有了極大的變貌，

以「中華民族主義」對台號召。在中華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同樣主張「一中」的

國共兩黨，共同使用著相同的民族主義方程式，也無怪乎當年的「愛國歌曲」雖

然大部分都已成為歷史，但仍有少部分的歌曲尚存在於三軍部隊之中，像〈黃埔

軍魂〉、〈空軍軍歌〉，因為他們歌詞中的「黃埔」、「遨遊崑崙上空」、「五嶽三江」、

「永固中華魂」等內容，都還符合「一中」的民族主義。又例如〈勇士進行曲〉

原歌詞的「國家疆土不可喪」則改為「中華文化不可喪」，也同樣繼續在軍中教

唱。 

 

兩蔣時代的「愛國歌曲」雖然多數已成絕響，但是其所散佈的中華民族主義

仍在發酵。如今「共匪」不再消滅，而「中華」卻成為昔日的「共匪」引台入彀

的圖騰，正考驗著當今「民主台灣」如何面對「專制中國」的挑戰。 

 

附記：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趙慶河院長、薛化元所長提供參考意見，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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