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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樂團五月天於2011年發行《第二人生》專輯，推出「末

日版」和「明日版」兩種版本。在這兩種版本中，五月天藉由專

輯包裝、曲序、曲目間的空白、編曲等的不同設計，企圖呈現

「世界末日」主題的兩種詮釋脈絡。這張專輯繫屬「概念專輯」

的範疇，從這張專輯的歌曲創作中，可看出五月天如何藉由專輯

內各自獨立的歌曲有機聯繫，將世界末日種種內涵和隱喻呈現出

來。本文將流行歌曲視為「複合性文體」，分從作者、曲序與曲

目間的空白、歌曲意涵、專輯包裝、MV等面向探討這張專輯的概

念，並從詞、曲的重複結構中討論個別曲目的線性敘事與環狀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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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期在蘇珊‧朗格「音樂時間」與筆者提出「共時結構」的脈

絡中，理解流行歌曲的文體特質，並提出「整全」的研究方式。

五月天專輯歌曲帶著一種敘事脈絡，MV亦帶著一種敘事脈

絡，形成值得探討的互文現象。傳統MV拍攝多為歌手對嘴歌唱、

或跟著歌詞的意境，以畫面具現歌詞提到的場景、情節。但五月天

《第二人生》專輯的MV卻常開展出另一個敘事脈絡，MV呈現的故事

和歌曲呈現的故事具備內在關聯性，但卻有不盡相同的表述。使

得歌曲的涵義在MV中，有些變得更加深邃、有些意義則被限縮。

流行歌曲之文體重視由聽覺接受歌曲涵義（但不排除視覺的接

受，如演唱會的表演效果、以及歌詞閱讀、MV傳播等），MV則較

重視視覺敘事，在不同媒介中，歌曲和MV形成的互文性頗值得探

討，從流行歌曲「共時結構」中，影像與聲音的互詮更為深刻。

本文試圖探討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中三支歌曲的MV，將

歌曲的意義和MV的意義兩相對照，呈現歌曲和MV呈現的互文性。

其中包括MV補足歌曲意義、MV在意象上挪用歌曲重要意象、MV限

縮歌曲意義等不同情況。在行文當中並將參酌五月天已發行過的

歌曲，觀察五月天創作的進程性。惟須強調，本文雖認為五月天

的歌曲和MV有他們獨特的主題和概念，但並非專輯內所有歌曲或

拍攝的MV都能完全服膺其專輯概念，有些MV並未和歌曲有太多關

聯，也有些MV是比較傳統的對嘴MV（而沒有故事情節在內）。因

此，本文聚焦的歌曲和MV亦是經由筆者篩選，探討筆者認為較富

詮釋意義的歌曲以及MV。

關鍵詞：五月天、第二人生、概念專輯、互文性、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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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樂團五月天於2011年發行《第二人生》專輯，推出「末日版」和

「明日版」兩種版本。在這兩種版本中，五月天藉由專輯包裝、曲序、

曲目間的空白、編曲的不同設計，企圖呈現「世界末日」主題兩種詮釋脈

絡。這張專輯繫屬「概念專輯」的範疇，從這張專輯的歌曲創作中，可觀

察五月天如何藉由專輯內各自獨立的歌曲有機聯繫，將世界末日種種內涵

和隱喻呈現出來。相較於一般流行歌曲重視歌詞、旋律重複，以達成容易

傳唱、記憶的效果，五月天這張專輯歌詞書寫則展現了「較少重複」的特

性，使歌詞能探討的內容篇幅擴大，書寫主題也較宏闊。然而，詞與曲的

重複關係，又將為專輯主題的探討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在蘇珊‧朗格「音

樂時間」1的脈絡中，流行歌曲「重複」與其文體敘事又有何關聯？這也

是本文所欲解決的問題。若以五月天歷年的創作來看，這張專輯則承繼前

幾張專輯已經探討過的主題，只是放在「末日」的框架中來看，以前專輯

曾出現的主題則能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可供挖掘，從中亦可觀察樂團歷時性

的成長軌跡。

五月天專輯歌曲帶著一種敘事脈絡，歌曲MV亦帶著一種敘事脈絡，

形成豐富的互文2現象。傳統MV拍攝多為歌手對嘴歌唱、或跟著歌詞的意

境，以畫面具現歌詞提到的場景、情節。但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的

1 「音樂是一種發生藝術。一部音樂作品的發展是從它整個活動的最初想像開始，

到它完全有形的呈現，即它的發生為止。……音樂的本質是什麼呢？音樂的本質，

是虛幻時間的創造和由可聽的形式的運動對其完全地確定。建立時間的基本幻象

有很多種方式。……鼓經常以出色的效果吸引了耳朵，把實際的時間世界拋開，

在聲音中造就了一個新的時間意象。」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音樂美學》

（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3），頁 330-334。
2 文本會利用交互指涉的方式，將前人的文本加以模仿、降格、諷刺和改寫，利用

文本交織且互為引用、互文書寫，提出新的文本、書寫策略與世界觀，後現代詩

中的「引用的詩學」（poetics of quotation），或是故意採用片段零碎的方式對其

他文本加以修正、扭曲與再現，都是具有顛覆性的「文本政治」，這是「互文性」

之所以相當受到後現代文學創作者重視的主要原因之一。參廖炳惠編著：《關鍵

詞 200》（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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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卻常開展出另一敘事脈絡，MV呈現的故事與歌曲呈現的故事具備內

在關聯性，但卻能有不盡相同的表述。使得歌曲的涵義在MV中，有些變

得更加深邃、有些意義則被限縮。流行歌曲較重視由聽覺接受歌曲涵義

（但不排除視覺的接受，如演唱會的表演效果、以及歌詞的閱讀等），

MV則較重視視覺敘事，在不同的媒介中，歌曲和MV則形成種種補充關

係可供探討。

本文試圖探討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中三支歌曲的MV，將歌曲意

義和MV意義兩相對照，觀察這張專輯當中的歌曲和MV呈現的種種互文

性。其中包括MV補足歌曲意義、MV在意象上挪用了歌曲的重要意象、

MV限縮了歌曲意義等不同情況。在行文當中並將參酌五月天已發行過的

歌曲，以觀察五月天創作的進程性。惟須強調，本文雖認為五月天的歌

曲和MV有他們獨特的主題和概念，但並非專輯內所有歌曲或拍攝的MV

都能完全服膺其專輯概念，有些MV並未和歌曲有太大的聯繫，也有些

MV是比較傳統的對嘴MV（而沒有故事情節在內），因此，本文聚焦的

歌曲和MV亦是經由筆者的篩選，探討筆者認為較富詮釋意義的歌曲以及

MV。

二、從概念專輯角度談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

（一）作者的概念，從五月天到「五月天」

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於2011年發行，這一年關於末日的傳言甚囂

塵上，五月天在專輯附贈的護照中也提及了種種天災人禍對他們造成的影

響。多方考量後，他們構思的專輯便以「世界末日」為主題，在此主題中

發展他們對末日的種種觀點。除了在專輯附贈的護照當中提及這些創作背

景，也可以在「相信音樂」官網中看到類似觀點：

五月天本來是不相信末世論，但從汶川大地震開始，這幾年來各

式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發生。一直到311日本東北大地震時，親眼

在電視上看見海嘯翻捲，甚至引發核電廠爆炸，輻射外洩，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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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覺，『末日』其實與我們生活的『平日』只有一線之隔，終於

確定要採用末日作為新專輯的主題。3

由此可見，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的確是以「末日」概念來創作

的。

「概念專輯」常以一個理念出發，從詞、曲創作、編曲和演繹全部圍

繞相同的主題。這類專輯，可以從命名或內容看出其概念。世界上第一張

概念專輯公認是披頭四樂團（The Beatles）1967年發表的《比伯軍曹寂寞

芳心俱樂部》4（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這張專輯在錄音

技術、整體架構甚至是封面製作，都充滿一致性，且影響許多後來的搖滾

專輯5。關於概念專輯相關探討，可參考劉建志碩士論文《當代國語流行

歌曲創作及相關問題之研究─90年代迄今之考察》6第四章。可注意的

是，五月天這張專輯屬概念專輯，除了詞、曲、編曲企圖符合整張專輯的

總概念之外，在專輯包裝、MV拍攝等種種環節，也扣緊專輯概念製作。

此時將產生「作者」的問題，五月天為創作型樂團，故歌曲創作、演

繹，幾乎都是由樂團團員一手包辦。從第一張創作專輯開始，他們歌曲的

詞、曲多為主唱阿信所作，此後陸續發行專輯，團員開始創作不少歌曲。

這當中會產生「代言」的問題7，然而，就詞、曲創作以及演唱、器樂演

3 參相信音樂官網：http://www.bin-music.com/tw/news514.html（2017 年 2 月 15 日作

者查詢）

4 本張專輯的專輯介紹中提到：「這張堪稱為前所未有的曠世鉅作，不僅詞曲皆佳，

更開創出全新感受。包括封面設計成為日後的一門藝術、為錄音技術的樹立新典

範、將專輯視為整體概念創作、歌曲之間採用 Non-Stop 銜接錄音。」參本張專輯

的文案。

5 以上概念見：《亞洲時報》，何重立撰文，2009 年 5 月 20 日。此外，也見於

Peter Wicke：《搖滾樂的再思考》，郭政倫譯：（臺北：揚智文化，2000），頁

115。
6 劉建志：《當代國語流行歌曲創作及相關問題之研究─ 90年代迄今之考察》（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 117-141。
7 五月天的詞曲創作並非「全體團員」的創作，而多為一個人的創作，這樣的詞曲

創作是否能代表整個樂團的聲音？這個問題在劉建志碩士論文中有所探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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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和編曲部分，作者的問題都比較單純，五月天樂團的五個團員基本上就

是他們歌曲作品的統一作者。

然而，流行歌曲以唱片為載體銷售販賣，在將作品製為CD時，則需

工作團隊介入。從錄音、歌詞本文案設計、宣傳照片、MV拍攝等，是經

過五月天團員和工作團隊經歷會議協商討論、合作，而共同製作完成的。

因此，在《第二人生》這張專輯面世時，其作者就無法單純被視為五月天

團員，而可能有一個更龐大的工作團隊涉入。本文所討論的「五月天」，

就是這個涵意，因此不論就詞、曲、編曲作文本分析，或就專輯包裝、設

計、乃至於MV的分析，都是把五月天放在一個「共同作者群」的概念探

討，也因此才具有討論的基礎合理性。

五月天在第一張創作專輯時，其製作團隊仍是非常素樸的，幾乎是

五個人包辦了整張專輯的詞、曲創作、編曲、錄音，唱片公司並未多加介

入8。時至今日，五月天的作品越來越知名，接受群眾越來越多。因此，

不論專輯製作或是演唱會規劃，其背後都有非常龐大的團隊和五月天一起

統籌規劃，整張專輯的概念，也不再可單純地徑自等同於五月天樂團的創

作。但仍須注意，流行歌曲的商品特質固然重要，但歌曲本身（包含詞、

曲、編曲、器樂演奏、演唱）才是精華所在，外在的包裝設計、照片、

MV，固然共構了專輯的「概念」，但還是不能忽略，歌曲才是這個文化

商品的核心。

論文當中暫將一個樂團視為整體，雖然有些樂團團員在詞曲創作的比重不均，例

如五月天樂團幾乎都是阿信寫詞，而其他團員一起寫曲，蘇打綠樂團的詞作也幾

乎都是主唱青峰所作，關於代表性的問題，阿信則有所思考：『其實剛寫到第三

首創作時，我就開始覺得詭異。因為創作是從自己出發、寫很自我的感覺，可是

後來就覺得好奇怪：為什麼我自己的情緒要由五個人來做？……後來我還是調整

創作的心態：如果那不是我個人，而是由五人去虛擬出一人？有時大家也會一起

討論詞曲內容的方向或題材。』這便透露出樂團必然有詞曲創作「代表性」的問

題，而大部分的樂團也都能協調出適當地合作模式，或透過「共同編曲」以呈現

整個樂團的樣貌和特色所在」。頁 99。
8 李宗盛曾於訪談時提到，五月天初次以他們創作的 Demo 去滾石唱片投稿時，李

宗盛便要他們憑自己之力做出一張專輯，以測試他們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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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人生》的專輯概念

 此小節為呈現「概念專輯」之「整全」特徵，分別從曲序、曲目

間的空白、歌曲、MV與專輯包裝探討之。

1.曲序和曲目間的空白

五月天於2011年發行專輯《第二人生》有兩個版本：「明日版NOW 

HERE」和「末日版NO WHERE」，大致上這兩個版本的歌曲是相同的，

但在曲序編排上有所不同，便傳達出不同訊息：

兩種版本在曲目銜接上的不同，所要傳達的訊息也就不同。其中

沒有絕對的樂觀或絕對的悲觀，每一首歌都在描寫不同的情感，

希望能讓觀眾聽了之後有所啓發，想出屬於自己的答案。…好比

〈諾亞方舟〉這首歌，有些人聽到樂觀、有些人聽到悲觀。9

專輯藉由曲序編排企圖傳達不同的訊息，即使是相同歌曲作品，藉由

不同的曲序脈絡，也能傳達不同概念，這是值得注意的。團員瑪莎對此更

說：「五月天的專輯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很重視曲序這件事，因為在曲序

裡面都會暗藏著不同的訊息，讓你循序漸進的了解我們所要傳達的事情。

現在數位音樂很方便，大家可能會只選擇喜歡的單歌聆聽，以單歌的方式

去思考，這樣會少了很多聽歌的樂趣！所以我們強烈希望大家可以按照曲

序來聽！」10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專輯中歌曲和歌曲之間間隔留白的

長度，也在其計劃之中：

在這兩種不同版本中，歌曲與歌曲中的間隔長度也略為有所不

同，讓曲序連接起來能夠聽得更加順暢。11

一般而言，專輯中曲目間的空白本是播放時自然產生的，創作型歌

9 參《第二人生》專輯贈品護照。本贈品沒有頁碼。

10 參《KKBOX》音樂誌第 13 期（臺北：布克文化出版，2011），頁 40。
11 參《第二人生》專輯贈品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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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重視概念專輯後，會在前一首歌的尾奏和後一首歌的前奏做調性上的

銜接，使這段空白在聽覺上而言幾乎不存在，而能順暢地將兩首歌曲接在

一起。這樣的做法在蘇打綠樂團、五月天的專輯中都可以見到，有些歌手

甚至會加入一些音軌以作為兩首歌之間情緒的轉折。此處五月天從曲序間

的間隔長度設計，使整張專輯的銜接能夠更加順暢，是十分值得重視的現

象。關於曲目的間隔長度影響聆聽的感受，此處再以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提

供的觀點為例：

披頭四的《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花椒軍曹寂寞芳

心俱樂部），A面B面翻轉的時間，或最裡圈的反覆等，保留唱

片特質作成CD，以CD來聽時，「好像不對勁」的感覺依然揮之

不去。或許披頭四成員所設定的世界，並沒有正確呈現出來。12

以唱片聆聽Beatles音樂時，會產生AB面翻轉的留白時間，這種自然

產生的曲目間隔和聆聽感受的印象，在以CD這種更方便的載體承載之

後，就會產生一些不同感受，這些感受甚至決定了「設定的世界是否正確

呈現出來」這種世界觀的巨大差異。而這種曲目間隔本來是專輯會產生

的自然現象，現在的創作歌手卻也開始重視，思考如何使專輯錄製毫無

空隙，或是在曲目間留下情緒轉接的空隙，甚至在前後曲目接軌處做調性

銜接，這都顯示「專輯」這個產品越加精緻化的趨勢。只是在這樣的趨勢

下，還是會有如村上春樹這樣的聆聽者仍抱持著較為質疑的態度，或像五

月天團員質疑數位化聆聽更方便後，只習慣單曲聆聽而不習慣整張專輯聆

聽的習慣了。

重視曲序、曲目間的空白，無疑是五月天專輯的重要特色。概念專輯

固然以歌曲意義為其概念傳達的重要載體，但對曲序的重視，卻是對概念

專輯中「敘事脈絡」的重視。以往歌曲常以單曲形式被接納，歌曲自身是

一個完足、封閉的宇宙。但在概念專輯中，歌曲以曲序被有機地聯繫，順

著專輯聆聽，便是順著作者決定的敘事脈絡來接受這張專輯。於是，專輯

12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雜文集》（臺北：時報出版，2012），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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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歌曲不再只是個別的存在，而必須放在整張專輯的脈絡下來理解，並

要注意和前後歌曲的聯繫、呼應。尤其在這張專輯，五月天又推出兩個版

本的曲序，試圖藉由曲序安排傳達不同的敘事脈絡，這樣的安排是否能達

成他們預期的目的：造成截然不同的聆聽感受。這是筆者質疑的。但他們

對曲序的重視則勾勒出他們在專輯中所要表達的態度。

由於「末日版」是他們專輯預設的版本，筆者就以此版本為主，探討

他們曲序安排對專輯概念的達成，探討中並以「明日版」曲序為參照：

末日版 No Where   明日版 Now Here

012012    01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

02倉頡    02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03洗衣機　　　　　　　　03星空

04歪腰　　　　　　　　　04洗衣機

05乾杯　　　　　　　　　05三個傻瓜

06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06歪腰

07星空　　　　　　　　　07乾杯

08三個傻瓜　　　　　　　08倉頡

09末日　　　　　　　　　092012

10OAOA(丟掉名字性別) 10第二人生

11第二人生　　　　　　　11諾亞方舟

12諾亞方舟　　　　　　　12明日

13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　13OAOA(現在就是永遠)

　都不會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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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首歌曲的安排，在五月天專輯中，第一首歌曲往

往具備「序曲」的作用。因為重視曲序，將流行歌曲專輯從頭聽到尾便是

一場「線性」的旅程，而序曲便預示整張專輯的背景和氣氛。〈2012〉13

這首歌曲，直接揭開「末日版」的專輯序幕，在歌詞出來之前，可以聆聽

到一段搖滾樂前奏，以旋律樂句重複的方式漸次加入樂器， 釀末日緊張

氣氛，歌詞開頭更直接點出專輯主題：「末日」

再沒有時間能去延後　再沒有後路能去逃脫

再沒有備案　沒有逃生線索　再沒藍色天空

我突然想到小的時候　總等著長大去追的夢

就這麼活著　突然西元盡頭　卻沒有一件真的去作

這首歌曲雖然直接點出末日給人的壓迫感，但整張專輯並未認為人類

整體性的末日會降臨，只是在這首歌曲中，他們仍積極地醞釀末日前的彷

徨不安，並對聽眾丟出問題：「今天／珍重／誰知道是真是夢／明天／過

後／解答或解脫／如果／你在／倖存的平行宇宙／要怎麼做／要怎麼活／

請你對自己說」。這段歌詞的提問，是質問聽者面對末日時採取的態度。

而作者對此問題的解答，或許要遲至〈第二人生〉、〈諾亞方舟〉這組歌

曲才得到回答。因此，在「末日版」的曲序中，〈2012〉扮演著序曲的角

色，提出問題，這個問題遲至專輯的最末才獲得解答。但在「明日版」的

曲序中，因為〈2012〉放在專輯中段，並與〈第二人生〉、〈諾亞方舟〉

這兩首歌曲緊密地放在一起，試圖醞釀末日氛圍的企圖就淡化了，而且問

題拋出之後，立刻便得到答案，不過，問題與答案的關係在兩個版本卻是

一致的。

相對的，「明日版」以〈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14作為

13 〈2012〉，詞、曲：阿信。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14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詞：阿信，曲：怪獸。收錄於《第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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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這首歌曲無疑是《第二人生》這張專輯訴求的核心概念之一，相較

於〈2012〉，這首歌曲的歌詞較為積極，歌曲的調性、節奏也較明朗15。

成為序曲的角色，開宗明義便把五月天想對聽眾說的話揭示出來。但這首

歌在「末日版」中，卻是在經歷所有關於末日的探討後，才壓在專輯最後

畫龍點睛點出主旨16。因此，便可看出兩張專輯的鮮明特徵：「末日版」

一開始藉由詞、曲醞釀著末日的氛圍，拋出問題，等待答案；「明日版」

一開始便開宗明義提出對末日的解答和態度。

〈第二人生〉和〈諾亞方舟〉這組歌曲也是必須特別注意的，這兩首

歌曲無疑是《第二人生》這張專輯概念的高度相關歌曲，不論詞、曲，都

點出了這張專輯的核心概念。不過，關於歌曲的文本分析，將在下文再探

討，此處就這兩首歌曲在兩個版本都形成一組歌曲的現象來談。在兩個版

專輯。

15 調性與節奏的探討，無疑是流行歌曲此文體有別於「書面文學」的地方，亦是探

討流行歌曲「複合性文體」的關鍵之一。在大衛 ‧ 拜恩的《製造音樂》中，討論

到音樂與情感的關聯時，便以調性、節奏為觀察對象。除了傳統習見的刻板印象

「大調代表開心、小調代表悲傷」之外，影響音樂與情感的變因還有很多，其中

包括民族性、文化特性等等。注意到音樂是「複合性」文體時，便能體會到其中

各個要素可能互相補充、也可能互相抵銷。以大衛 ‧ 拜恩所舉見解為例：「我記

得以前巡迴演唱時，如果我演奏包含大量拉丁節奏的音樂，部份觀眾（主要是盎

格魯薩客遜人）與樂評家會覺得那是開心的音樂，因為節奏那麼輕快。當時我唱

的很多歌唱都是小調，在我聽起來它們帶有一絲絲感傷，雖然那份感傷往往被那

些切分音的輕快節奏抵銷。節奏上的「快樂」讓那些特定觀眾感受不到歌曲裡的

憂傷旋律嗎？顯然是這樣，因為很多騷莎與佛朗明哥歌曲其實都很悲情。」大衛‧

拜恩，《製造音樂》，（臺北：行人出版，2015），頁 301。這樣個例子充分說明

調性的情緒特質與節奏的情緒特質不一致時，可能會使歌曲的詮釋衝突而多元。

16 〈T1213121〉這首歌曲，筆者認為是外於這張專輯整體概念的作品，原因有幾個。

第一：不論在那個版本中，這首歌曲之前都放了空白音軌，在長達半分鐘的曲目

間隔當中，可以看出五月天有意識地將這首歌曲隔出整張專輯的概念外。第二：

這首歌曲的素樸演奏（木吉他）形式，以及由團員演唱、阿信合音的特色，都可

以看出這首歌比較接近 Demo 的特徵。此外，這首歌最末的一段詞曲，更是直接

挪用了〈乾杯〉這首歌曲最末的一段詞曲。但這並非認為這首歌曲與這張專輯沒

有概念上的聯繫，只是筆者認為在討論曲序的時候，還是必須切割討論，將之視

為 bonus track 較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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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當中，這兩首歌曲都放在一起，並放在整張專輯的尾聲，成為壓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OAOA〉17這首歌曲，在專輯附贈的護照中有

一段說明文字，解釋這首歌曲在兩種版本中有不同的副標：「現在就是永

遠」、「丟掉名字性別」。在兩首歌的前奏，五月天也特別獨立出音軌，

成為導奏。這樣的舉措非常特殊，因為一般歌曲的前奏是和歌曲本身是同

一音軌的，但五月天將之獨立出來，從形式上來看，這就形成兩個曲目，

但合起來是一首歌曲的情況。在獨立出來的導奏中，也分別因版本而命名

為〈明日〉和〈末日〉，「〈明日〉是一段長達四十秒的絃樂獨奏，是

從〈OAOA〉的前奏中所特別獨立出來成曲；短短數秒的〈末日〉則擷取

〈OAOA〉的簡短尾奏而加以反轉（Reverse）」18。

將同一首歌曲在兩種版本中做不同的處理（甚至連歌詞都有部份不

同），可見這兩種專輯版本已非單純曲序排序不同而已，而就〈OAOA〉

這首歌曲來看，他在兩張專輯曲序位置的不同，五月天有一番欲傳達的理

念：

明日版的〈OAOA〉述說的是活在當下的態度，而末日版的

〈OAOA〉講的則是讓搖滾釋放自我。

〈OAOA〉在明日版中是最後一首歌，為專輯作了完美收尾；但

在末日版中，〈OAOA〉則緊接在〈三個傻瓜〉的搖滾尾奏，讓

氣氛繼續搖滾，則採用了主題為「搖滾」的歌詞版本。19

當然，這樣的安排是否能達成他們預期的效果，是可以由聽者自由詮

釋的20。但從這段引言可明顯看出，五月天在兩個專輯版本中安排曲序，

17 〈OAOA〉，詞、曲：阿信。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18 參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贈品。

19 參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贈品。

20 文本召喚讀者填補空缺，然而，文本分析有其侷限性，因文本的特性是「有

結構的多重釋義」（structured polysemy），雖能產生「優先讀法」（preferred 
reading），但卻無法保證讀者會創製出怎樣的特殊意義。參約翰 ‧ 史都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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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曲目銜接、前奏曲、歌詞或歌曲版本，都有一番思考，概念專輯的

重要特徵自然也在曲序的建構當中達成。因歌曲並非以一首一首獨立封

閉單曲存在，概念專輯提供一組聆聽順序，在聆聽專輯時，就要特別注重

歌曲與歌曲之間有機聯繫，這個聯繫包括詞、曲、編曲、乃至於曲目間的

空白。而這樣的順序也表示一個高於單曲的龐大敘事脈絡的形成，亦即，

作者預期他們的專輯被「從頭到尾」不間斷的聆聽，是最能完整地接受他

們作品概念的聆聽方式。而五月天更進一步，在這張專輯當中提供兩個版

本的曲序，其實也是希望建構兩個版本的大敘事脈絡。至於其它的曲序問

題，五月天在專輯發行後也談了一些，但此處不擬一一探討。且正如上文

所說，曲序的安排中有成功的，也有效果並不太顯著的，故此處筆者僅就

較成功的部分分析之。

2.歌曲

歌曲是專輯最核心的內容，一首歌曲更包含了詞、曲、編曲、器樂

演奏、演唱等要素的集合。在討論《第二人生》專輯概念時，自然不能忽

略歌曲自身傳達的概念。在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中，探討關於末日的

種種概念。在「末日版」和「明日版」中，他們也試圖表達出這組看似矛

盾詞組的共生可能。因此，末日的「no where」和明日的「now here」，

即是以相同字母，藉由不同斷句，造成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末日「無

所遁逃」激發人類重新省思自己生存的可能性，更進一步造成了「活在

當下」的態度。這樣的文字遊戲在他們的歌曲中亦有所呈現：「終於未

來的未變末日的末21」，藉由末和未字型相近，傳達相反的兩個概念其實

是相生的。此外，在〈第二人生〉的MV中，也藉由消去疑問詞和問號

「嗎？」，使「人生，有可能重來一次」成為肯定的句式。關於這首歌曲

MV和歌詞的互文性探討，將在下文論述，此處只是點出五月天擅長創作

反義但相生的概念。

化消費與日常生活》，（臺北：巨流圖書出版，2002），頁 214。
21 〈2012〉，詞、曲：阿信。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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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傳達了明日和末日這兩組概念，整張專輯的詞、曲也就圍繞在

這些主題之上，而綜觀整張專輯當中，最突出的概念就是「集體末日與個

體末日」、「末日與重生」這些相反相生的概念。在末日的主題概念中，

專輯有一系列的歌曲與此相關，如〈2012〉、〈第二人生〉、〈諾亞方

舟〉、〈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這些歌曲有從文明高度發

展導致人類末日切入：「摘一顆星星要蓋高樓／愛一種自由燃盡石油／追

一種富有卻要揮霍所有／寄生地表的蟲／落葉劑製造落葉的秋／幅射塵覆

蓋清晨的冬／地球還殘喘人就創作末日／又何必等到上帝沒收。22」有從

末日的異象說起，如〈諾亞方舟〉（在下文將詳細探討這首歌曲），有從

集體末日到個體末日的探討，如〈第二人生〉。

除了這些與專輯概念高度相關的歌曲，也可以注意到，在這張專輯

的歌詞當中常出現「旅程」、「記憶」、「回憶」等詞彙，在〈倉頡〉、

〈星空〉、〈我不願讓你一個人〉這些歌曲中，都有類似的字句或意象，

這些探討則是伴隨著末日概念而來的。末日若果真的發生，能帶走的東西

恐怕只有回憶：「你會裝進什麼回憶紀念在行李裡面？23」「那一年我們

望著星空／有那麼多的燦爛的夢／至少回憶會永久／像不變星空陪著我／

最後只剩下星空／像不變回憶陪著我。24」「只求命運帶你去一段全新的

旅程。25」除了這些詞彙的運用之外，也可以發現，五月天這張專輯在末

日框架下處理的友情（如〈乾杯〉）、親情（如〈洗衣機〉）、愛情（如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倉頡〉），都帶著末日要到來，重新省視與自

己相關的各種情感的意味。

在此處並不一一探討這些歌曲個別的涵義，但這些歌曲如何共同形構

出《第二人生》這張專輯最主要的概念內涵，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不過正

22 〈2012〉，詞、曲：阿信。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23 〈諾亞方舟〉，詞：阿信，曲：瑪莎。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24 〈星空〉，詞：阿信，曲：石頭。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25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詞：阿信，曲：阿信、冠佑。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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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一再提及，即使是概念專輯，也並非每首歌曲都能服膺概念，而且

歌曲如何詮釋是有賴聽者的聆賞品味26來個別建構的，這些問題留待日後

為文探討。

3.MV、專輯包裝

MV和專輯包裝是概念專輯的一環，在上文提及The Beatles的專輯

中，已經注意到專輯封面的設計、專輯內頁照片概念的一致性問題。而在

《第二人生》專輯中，更可從一些線索尋繹出佐證。在《第二人生》的專

輯歌詞本中，已經附上專輯MV的導演，那時他們專輯MV應該還未全數

拍成，但此現象亦可成為上文曾提及的共同作者群的佐證27。MV拍攝也

與他們的歌曲有許多可互相參照之處，將在下文較細緻的討論。

前文已經提及，在專輯中歌曲是有機的存在，彼此之間可能有互相照

應的關係。在MV當中，歌曲的位置不像專輯中有曲序可以仰賴，因此在

MV中，歌曲某程度是以「單曲」被理解的。但有時候，為了配合MV敘

事的完整性，歌曲可能在MV的表現中被更動了。以直觀來想，MV是為

了配合歌曲宣傳而產生的視覺性傳播載體，因此，MV應該以歌曲的長度

為單位，將歌曲從頭到尾播放，並加入拍攝的適當影像。但MV有自己的

美學訴求，往往為求故事的完整性，會在歌曲頭、尾加入還未出現歌曲時

的劇情、或相關的配樂，有時甚至會中斷歌曲，加入一段原歌曲沒有的間

奏、加入所排演劇情的對白、或加長歌曲等。此時，應可認為，MV在某

26 在丹尼爾 ‧ 列維廷的研究之中，曾經提到：「事實上，這是歌曲能夠打動我們的

特點之一：因為它們沒有明確定義，所以每位聽眾都在參與聽懂一首歌這個持續

不斷的過程。一首歌會變得很個人，是因為它要求我們、甚至是逼我們每個人，

為了自己去填補某些意義的空缺。」丹尼爾 ‧ 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

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的行為》，（臺北：商周出版，

2017），頁 43。
27 歌詞本所附音樂錄影帶導演：馬宜中（OAOA 現在就是永遠）／星空（黃中平）

／諾亞方舟（孔玟燕）／第二人生（龔大中）／我不願讓你一個人（陳宏一）／

倉頡（游紹）／乾杯（陳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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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已非配合歌曲的一種附屬宣傳媒介，而可能有它的敘事優先順位。也

就是說，原本認定MV的從屬性格，在導演的用心之下，也可能產生小幅

度改造歌曲的現象，使歌曲服膺MV的敘事脈絡的情況產生。這些情況，

在下文探討MV與歌曲間敘事脈絡的對照時，將進一步以個案探討。

從專輯包裝來看，《第二人生》也服膺了這兩個版本的不同概念，這

可參照相信音樂官網的一段文宣：

平面設計大師聶永真設計的「明日版Now Here」風格明亮如人造

彩虹，大色塊的強烈色彩構圖呈現現代文明的魔幻回憶、「末日

版No Where」則以黑白反差定調，五月天五人坐在通往未知的無

止盡公路上用沈默訴說面對「末世」的未知與無言。

為了尋找追尋心中末日黃昏與明日彩虹，這次封面的拍攝地點也

讓五月天傷透腦筋，最後熱愛旅行的貝斯手瑪莎提出自己珍藏多

年的私房一個人旅途照片，大家才一致相中:「就是這裡了!」為

了這兩個心中最切合主題的夢幻場景，五月天特別在昏天暗地的

演唱會排練時間表中擠出五天遠渡重洋，但卻不願特露是哪個國

家或哪個城市，因為重要的不是在哪一國哪一地的異國奇觀，而

是要呈現不管哪一國人都有共鳴的一種"some where in time"時空

感來強化專輯主題。28

專輯封面雖然並非五月天親自設計，但如上文已探討過的「作者」

問題，專輯封面也是整體工作團隊「擬制作者」的作品，應服膺整體專輯

概念而作。五月天兩個版本的專輯封面，分別在美國加州66號公路（末日

版，圖二左）和拉斯維加斯霓虹燈博物館（明日版，圖二右）拍攝。除了

專輯封面呈現截然不同的氛圍外，專輯附的歌詞本也搭配著兩個版本的不

同，做出兩個版本的歌詞本。上文所引的唱片公司文宣傳達出這兩種版本

28 參相信音樂官網：http://www.bin-music.com/tw/news514.html（2017 年 2 月 15 日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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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面，所欲傳達末日、明日的不同氛圍。加州66號公路，更有其文化意

義可談，這條公路除了是「公路電影」的起源之外，更是代表了美國60年

代嬉皮運動及「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所以選在此處拍攝末日版的封面，

其中或許就攜帶了這些文化精神。

由此可見，《第二人生》這張專輯的兩個封面版本，各自服膺了專輯

概念的訴求，而有了兩個版本的面貌。須一提的是，唱片推出數種版本這

種行為並不少見，有些歌手在發行唱片時會有高、低價位版區別唱片內容

物的多寡，也有發行數種版本供歌迷選擇喜歡的一種。更常見的是改版，

唱片公司常在唱片銷售一定數量以上後，將唱片以新包裝或加贈贈品來促

成進一步的買氣。由此可見，唱片的版本本來就是唱片業者銷售策略的一

環，在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中，或許也不能忽略這一層考量。但無可

否認的是，他們至少對於兩種版本的不同概念給予一套說明，相較於大多

數多版本、改版的唱片，他們的版本意義就豐富了些。

（三）從詞曲重複討論線性敘事和環狀敘事

在上文討論專輯曲序時，已經稍微提及專輯曲序的重要性。在概念專

輯中，每一首歌曲以有機的方式組合，歌曲的順序關係到整張專輯的敘事

脈絡，概念專輯更可看成一種「線性」的敘事脈絡，而在不同版本重組曲

序之後，整張專輯的敘事便有了挪動的可能性，這是就專輯整體而言。

若就歌曲個別而言，這張專輯也自有其特殊之處。流行歌曲重視重

複，此重複包含了詞的重複和曲的重複，重視重複乃是因為要使歌曲便於

記憶，也有加深印象的作用。最素樸的重複形式大概是A段B段是固定的

詞、曲，以ABAB的順序來唱完這首歌曲。但比較複雜的歌曲，就開始有

各種不同的組合變化，像是ABABCB（加入橋樑段bridge），或是副歌提

前，成為BABAB之類的。流行歌曲的排列組合形式幾乎有無限可能。

從曲來看，曲的重複在流行歌曲中幾乎是始終存在的，一首歌曲從頭

到尾聆聽，幾乎都會聽到重複的樂句，頂多是為了加強情緒而將重複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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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轉調。但即便轉調，曲的變化仍是不大，曲的重複便造成了聽覺上的迴

環印象。但曲的重複，卻往往伴隨編曲的複雜化。流行歌曲的編曲往往是

由簡到繁，漸漸加入越來越多的樂器、和聲，以強調情緒的漸強。搭配著

曲的重複，較素樸的歌詞也會以重複的情形配合之，也就是說，一首歌曲

可能由同樣的主歌和副歌（包含詞和曲）重複演唱數次。

不過，在五月天較近期的專輯，漸漸出現一種現象：流行歌曲幾乎

都會重複的副歌歌詞，他們卻改填入了不同的歌詞29。於是，當曲還是固

守著重複的規則，歌詞卻以一去不復返的方式顛覆了重複的預設，原本歌

詞環狀的敘事脈絡（伴隨重複而生），就成為線性的敘事脈絡30。這種線

性敘事結構與環狀敘事結構交錯的情形，只會發生在流行歌曲這種「複合

性文體」當中，亦即，詞曲同時展現，處在蘇珊‧朗格所謂的「音樂時

間」31中。在規範的音樂時間中，詞與曲處在「共時結構」之下，負擔不

同敘事責任。

但這個歌詞線性的敘事脈絡，卻不排斥音樂環狀的敘事脈絡，因為流

行歌曲的曲幾乎仍是固定的，所以儘管歌詞寫得不同了，聆聽起來重複的

印象還是在，聽者可藉由樂句的相似性，喚起熟悉的印象。一如《詩經》

的迴環覆沓，流行歌曲即便在主歌、副歌重複段填入不同的歌詞，有時候

也是運用這個技法，以相似的構句或相似的語句，造成同中有異的印象，

喚起一種在重複中不盡相同的聽覺感受。

以五月天〈諾亞方舟〉這首歌曲為例：

A

29 這種現象也出現在其他的歌手的歌曲當中，並非只有他們如此，但若僅觀察他們

早期和近來的作品，這樣的分野則是明顯的。

30 並非五月天專輯內所有的歌曲皆是如此，有些歌曲的歌詞仍是固守著重複原則的。

而且有些主歌歌詞重複，有些副歌歌詞重複，不可一概而論。

31 若要更深入探究，音樂時間議題尚有伯格森綿延的時間觀、與物理時間的對峙、

產生心理時間等議題可談，限於篇幅，此處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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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草莓甜甜圈街角咖啡店落下雨點

再見黑白老照片回憶電影院埋進地面

再見我們初識的那個公園那天是誰先吻了誰被誰遺忘的鞦韆

再見那麼多名車名錶名鞋最後我們只能帶走名為回憶的花園

B

如果要告別如果今夜就要和一切告別

如果你只能打一通電話你會撥給誰

A

晚安鸚鵡和孔雀花豹和人類望著海面

晚安底片和唱片沉浮在浪尖就像詩篇

晚安自由女神漂到華爾街我們在甲板上摸到杜拜塔頂的塔尖

晚安海豚躍出西藏的屋簷原來幻想中的這天會比幻想更唯美

B

還是要告別還是放棄海拔以下的世界

你會裝進什麼回憶紀念在行李理面

終於要告別終於沒有更多的明天要追

你有什麼遺憾依然殘缺還沒有完美

C

當彗星燃燒天邊隕石像雨點當輻射比陽光還要熾烈

當愛變的濃烈當每段命運更加壯烈

當永遠變成一種遙遠當句點變成一種觀點讓人類終於變成同類

B

勇敢的告別勇敢地像過去和未來告別

告別每段血緣身分地位聰明或愚昧

最後的告別最後一個心願是學會高飛

飛在不存在的高山草原星空和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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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曲而言，這首歌曲以ABABCB來進行的，具備重複特質。而歌詞

部份，沒有任何一段是重複的，但不論主歌或副歌歌詞，都可以看出其中

使用的類疊句法，召喚相似的印象。整個末日故事的敘事隨著歌詞一段一

段前進（線性敘事），但相似的句法卻提醒了聽覺印象，不管是主歌一直

重複的「再見」、「晚安」，或是副歌一層一層推進：如果要告別，還是

要告別，終於要告別，勇敢的告別，最後的告別。都造成迴環覆沓的聽覺

印象，每一層副歌的情緒層層推進，雖然曲是相同的（只有主歌、副歌、

橋樑段三種），但藉由字詞的抽換，藉由編曲越來越滿，醞釀出來的氣勢

就越來越磅礡。這是線性的世界觀和環狀的世界觀互相照應的結果，造成

了一方面重複，一方面卻前進著的聽覺感受。在下節加入MV敘事脈絡討

論，以視覺呈現的敘事交錯不同故事發展軸線，呈現的互文意義也將更為

豐富。

由此可見，在概念專輯中，一方面要注意專輯中曲序形構的線性敘

事脈絡，一方面也要注意個別歌曲裡面藉由詞、曲重複（或不重複）造成

的線性敘事和環狀敘事的照應，尤其在五月天特別將流行歌詞重複的基本

原則顛覆之後，更要在每首歌曲當中個別去聆聽重複在詞、曲、編曲中，

以怎樣的形式表現，方能一探流行歌曲這個文體，如何在「音樂時間」與

「共時結構」的框架之中，展現其文體獨特性與生命力。

本節討論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概念，並從作者、曲序和曲目間的

空白、歌曲意涵、MV和專輯包裝等面向來談，說明這張專輯全面性地服

膺概念專輯的預設，並在這些面向上盡可能完成概念的表述。最後從概念

專輯出發，推演出歌曲外在曲序的關係和內在詞、曲重複現象，對整體的

敘事脈絡有什麼樣的影響，其中複合性文體的共時結構，更是在聆聽專輯

時，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三、《第二人生》專輯歌曲與MV的概念對照

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歌詞本中，已經將這張專輯的音樂錄影帶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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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列出：「音樂錄影帶導演：馬宜中（OAOA現在就是永遠）／星空（黃

中平）／諾亞方舟（孔玟燕）／第二人生（龔大中）／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陳宏一）／倉頡（游紹）／乾杯（陳奕仁）」，但在這份名單之外，五

月天還拍攝了〈洗衣機〉、〈2012〉、〈三個傻瓜〉這些MV。

這系列MV中，有些具有明顯的故事情節、如〈星空〉、〈諾亞方

舟〉、〈第二人生〉、〈我不願讓你一個人〉、〈倉頡〉、〈乾杯〉。屬

於歌手對嘴MV的則有〈OAOA〉、〈洗衣機〉、〈2012〉。對嘴MV因

無主要敘事脈絡，故先不論。而有明顯故事情節者，又以〈第二人生〉、

〈乾杯〉、〈諾亞方舟〉這三首歌曲與整張專輯的概念呼應性最高，MV

開展的敘事脈絡與歌曲本身的敘事脈絡關係較複雜，也有較多意義可談，

故本節專論這三支MV。

（一）〈第二人生〉32

五月天〈第二人生〉這首歌曲，傳達重新開始人生的可能性，歌詞以

第二人稱講述一個被平庸生活規馴的常人。這個主題在五月天早期專輯便

已經出現過，從第一張專輯的歌曲〈生活〉33、《後青春期的詩》專輯中

的〈生存以上生活以下〉34，都在探討這種被日常生活規馴的人生。雖然

其中所書寫的氛圍大有不同，但可以發現，這個主題是五月天關心的主題

之一。以下節錄這兩首歌曲的歌詞以供對照：

〈生活〉    

有場戰爭　就在眼前　鬥志鬥不過溫暖棉被

水龍頭裡　流出眼淚　又是殘酷的美好一天

〈生存以上　生活以下〉

連刷牙　也照著節奏　沖了馬桶　洗了臉上的疲倦泡沫

32 MV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amv7CzCmHU0（2017年2月15日查詢）

33 〈生活〉，詞曲：阿信。收錄於《五月天第一張創作專輯》。

34 〈生存以上生活以下〉，詞：阿信，曲：瑪莎。收錄於《後青春期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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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夢　昨夜沒有夢　鏡子裡的　陌生人已經不再作夢

上課鐘　變成打卡鐘　單行道般　的人生流失在車陣中

進行曲　規律的平庸　活的像是　一句標語押韻而服從

在五月天筆下的「生活」，帶著點現代性的規律，歌曲中的人被都

會的時間和步調控制，生活帶著點疲倦、不由自主、匆忙和失去鬥志的茫

然。他們在〈生存以上生活以下〉這首歌中，更質疑這樣的人生是不是介

於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可否稱為「生活」？

同樣的主題，在《第二人生》專輯的概念框架之下，雖是老調重彈，

卻也有了新的意義。對這些失去生活目標的人，「末日」反而成為他們所

期待的救贖，他們期待末日造成的集體毀滅，甚至是集體毀滅後無等級、

無差別的重生（在〈諾亞方舟〉這首歌有更完整的呈現）。以下錄出〈第

二人生〉歌詞全文以觀其詞、曲重複結構35：

A

你聽到鬧鐘聲你推開了抱枕你醒在無盡的疲倦的人生

英雄沒有出現奇蹟沒有發生你只有苦澀的即溶咖啡粉

你天天看新聞在等什麼發生讓人生再重頭再起死回生

地心沒有沸騰隕石沒有傾盆只有你和日子長滿了灰塵

B

期待一趟旅程精采萬分你卻還在等

等到荒廢青春用盡體溫才開始悔恨

期待一種永恆卻怕傷痕怕碎骨粉身

最後還是一個人沒有神你孤獨的生存

A

你才剛出了門你就開始在等你等著快回家回你的圍城

35 〈第二人生〉，詞：阿信，曲：怪獸。收錄於《第二人生》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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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如果有門名字就叫心門並不是能不能而是肯不肯

生命不是過程而是美麗旅程風景有亮和暗也有愛和恨

第一站叫天真第二站叫青春下一站的名字等你去確認

B

期待一趟旅程精彩萬分你卻還在等

等到荒廢青春用盡體溫才開始悔恨

期待一種永恆即使傷痕也奮不顧身

也許會有一個人陪著你向新人生啟程

C

每個靈魂每個人每次劫後餘生

每個心跳每滴淚在等絕處逢生

如果命運注定你的誕生如果末日始終沒有發生

不要等到來生讓此時此刻能不虛此生

B

期待一趟旅程精彩萬分你不該再等

別到荒廢青春用盡體溫才開始悔恨

期待一種永恆即使傷痕也奮不顧身

生命還沒有黃昏下一站你的第二人生你的第二人生

這首歌曲將集體的末日想像和個人的末日結合，五月天的想法很單

純，認為個人的末日就是被規馴的、不再有衝動、熱情的人生。而面臨個

人末日的人，因為了無生活意趣，於是等待著集體末日的救贖。值得注意

的是第二次重複（環狀敘事）的副歌被改動（線性敘事）的歌詞：

第一次副歌：

期待一種永恆　卻怕傷痕　怕碎骨粉身

最後還是一個人　沒有神　你孤獨的生存

奇萊論衡第五期-套版cc-20180226.indd   129 2018/2/26   上午 09:26:12



奇萊論衡‧第五期‧2018 年 3 月130

第二次副歌：

期待一種永恆　即使傷痕　也奮不顧身

也許會有一個人　陪著你　向新人生啟程

兩相對比之下，原來「第一人生」孤獨、卻步的狀態，在第二次反

覆的副歌有了改變的契機，從害怕傷痕到奮不顧身，面對過去不美好的全

盤否定和破壞，以及當下重生的昂揚鬥志，在這次改動歌詞展現出來，而

歌曲的情緒轉折也在這個契機之下發揚，銜接一段間奏之後，緊接著最澎

湃的C段歌曲。一般在流行歌曲的慣例中，C段通常帶著轉折的意義，不

論是就詞、曲而言，C段都是此前未曾出現過的新樂句。在這首歌曲中，

C段也恰如其份地展現這個作用。這段明白闡發了「第二人生」的宣言：

此刻開始正視自己的生命，反省自己的人生，而不該等著遙遠的未來、集

體的毀滅。個人的毀滅和重生在此時可同時發生。無獨有偶的，在MV當

中，也利用這段歌曲中的高潮來營造MV故事中的高潮，造成歌曲和MV

敘事脈絡的統一，這將在下文論述。

上文曾提到，當MV有自己的美學訴求時，往往為求故事的完整性，

會在歌曲的頭尾加入還未出現歌曲時的劇情、或相關的配樂，有時甚至會

中斷歌曲，加入一段原歌曲沒有的間奏、加入所排演劇情的對白、或加長

歌曲。〈第二人生〉MV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歌曲開始之前，MV先打出

圖一的「人生，有可能重來一次嗎？」字樣，並先行演出一段劇情，此段

劇情採用倒敘的手法，先將故事中的「命案現場」演出，此時觀眾自然是

一頭霧水，但重複看MV時，就能明瞭這個「命案現場」的涵義何在。除

此之外，在上文提及B段接C段的高潮，MV也錄進了故事中人物的吶喊，

這些聲響本不在歌曲中出現，但在MV中出現，則能讓MV故事的張力更

大。這些都可以作為MV成為一個獨立敘事脈絡的佐證。

〈第二人生〉以MV的故事補充了歌曲意義，可以說是以具體的故事

來呈現歌曲「第二人生」的內涵。在MV中有兩條敘事主軸，一是由全聯

先生飾演市井小民，二是五月天在洗衣店中演唱歌曲〈第二人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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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主軸中，MV以服裝象喻人生百態，飾演的全聯先生是一個平凡小

人物的形象，藉著穿不同的衣服比喻了不同的人生職業。故事中的他不論

是身為夜市地攤叫賣者、醫生、警察、計程車司機、房仲業者，對於自己

一成不變的人生，都感到倦怠、失去熱情。這樣的人物在五月天歌曲中並

不少見，不論是上文所舉的〈生活〉、〈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第二人

生〉，都不乏這種例子，MV也很巧妙地暗合歌曲的描述，例如：「你只

有苦澀的即溶咖啡粉」便以洗拖把的水諧擬咖啡（圖三）。

這首歌的高潮，在於反覆B段改動的歌詞初露的曙光，MV故事也貼

近這個轉折，每個不同職業的全聯先生開始對自己原本的生活感到不耐，

寫下了life is a shit字樣的房仲業者（圖四），被蕃茄汁滴在心臟位置的醫

生（圖五），在計程車中看到五月天唱歌的計程車司機（這部份有搖滾神

話應許的意義，容於下文〈乾杯〉MV探討時一起談）。他們同時渴望逃

脫，渴望重置人生，於是在B段、間奏、C段到反覆段的副歌，看到一套

一套制服被脫下，以死亡和重生兩種對反且相生的概念呈現了第二人生的

可能性（參圖七、八、九、十）。

過了2012年，末日始終沒有發生，而在〈第二人生〉這首歌曲裡面，

也正推翻這種集體末日的可能，將思考導向了「個人」的末日。個人末

日在MV裡面以蕃茄醬汁在心臟位置的污漬象徵了死亡（圖五），脫掉制

服象徵了個人末日的發生（圖七∼十），而從海洋走出來象徵了重生（圖

六），從海裡走出時，歌詞與畫面在「共時結構」中剛好搭配著「你的第

二人生」，將MV敘事與歌曲敘事作了緊密的連結。

歌曲中的「旅程」意象，在MV中則以奔跑來象徵（圖十一），當全

聯先生最後裸體站在掛滿衣服的洗衣店時，充滿選擇的可能性，應該就是

五月天想在這首歌曲傳達的：「下一站，你的第二人生。」、「下一站的

名字等你去確認。」此時「第二人生」的歌曲名稱打在畫面上，更讓這種

比喻關係明晰化（參圖十二）。而這種歌詞，正是五月天末日書寫特出的

地方。但如前文所述，五月天其實常寫這些主題的歌曲，在〈離開地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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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要聽眾脫掉身上所有的束縛枷鎖36，在〈諾亞方舟〉中，他要聽

眾告別過去、未來、血緣、身份、地位、聰明或愚昧。

然而，「第二人生」的概念，絕非只是換個職業而已，因此MV最

後，裸體的全聯先生站在充滿選擇的洗衣店中，究竟會怎麼選擇？這個問

題的答案，五月天並沒有告訴聽眾，因為這首歌曲的最後一句「下一站，

你的第二人生」，就抱著開放的態度。

聽眾也許會質疑，只是換個職業，難道下個職業並不會讓你感到倦

怠、感到麻木、而經歷一次一次相同的規馴過程？死亡和重生的過程難道

要一再重複出現？如果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還是得對「第二人生」勾勒

出一定的樣貌。

對五月天而言，他等著聽眾去確認的，恐怕就是聽眾最真心想做的

事，不論此刻想追求的夢想為何，都不該荒廢自己的青春，到頭來才後

悔，因此所謂的「第二人生」，也許就不只是換個職業那麼單純，而必須

在個體末日的同時省視自己內心真誠的渴望和夢想，真誠地追求人生重置

的可能性。

這樣的可能性，早在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就勾勒過了，書中

描述一座城市，居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開始厭倦自己的身份、職業、親

人、朋友，於是他們就會集體遷徙到另一座城市，在那邊換一個全新的工

作、妻子、房子，過一個重置的全新的人生：

優卓匹亞不是一座城市，而是這些城市的總稱......當某一天，優

卓匹亞的居民感到厭倦纏身，再也沒有人能夠忍受他的工作、他

的親戚、他的房子和他的生活、債務、他必須問候的人或向他問

候的人，那麼，全體市民便決定移居到下一個城市......每個人都

36 〈離開地球表面〉，詞、曲：阿信。「丟掉手錶／丟外套／丟掉背包／再丟嘮叨

／丟掉電視／丟電腦／丟掉大腦／再丟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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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一個新工作、一個不同的妻子，打開窗戶時，看見不一樣的

景色......因此，這座城市重複著它的生命。37

這當然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好像真實人生真的有一個重置鍵，按了

就可以重新開始。但卡爾維諾這種詩興的比喻，卻告訴讀者，優卓匹亞才

是最恆久不變的城市。其中的深刻意涵，或許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座

城市看似流動，卻在整體總和的意義上恆久不變。相對的，五月天〈第二

人生〉，回到了個人的末日和重生，提醒聽眾要過著不重複的生命。

雖然上文提及MV敘事獨立的部份（如加入前背景，加入劇情中的音

效），但還是不可忽略MV本為配合歌曲而來，故在這首歌曲的MV中，

還是錄進大量五月天在洗衣店演唱這首歌曲的畫面（上所提及的MV兩條

敘事脈絡之一），這些畫面在MV故事中也適度的出現。可以設想，MV

中的故事（全聯先生的故事）和五月天對嘴演唱的畫面應該是各自獨立的

兩條敘事脈絡，但在這首歌曲的MV中，卻非如此單純。在MV中可以發

現，MV中各個職業的主角們，分別在電腦螢幕上（圖十四）、計程車的

電視上（圖十三）、手機螢幕上（圖十五）、小電視上（圖十六）、路

旁電視牆上，看到五月天在洗衣店演唱的畫面，這種「畫面中置入的畫

面」（聽眾觀看該MV的媒介為第一層畫面，MV中出現的螢幕為第二層

畫面），就讓兩條敘事線綰合為一。而五月天演唱的畫面，也成為MV故

事中喚醒那些職業的人找尋第二人生的契機，也進入故事的敘事脈絡中。

相對的，五月天演唱的畫面本是一條無涉MV故事情節的敘事，但在演唱

畫面中，卻可以看到數臺電視擺在洗衣店中，電視裡面播著的，正是全聯

先生不停脫著衣服的畫面。

這兩條敘事線的綰合是雙向的，本來獨立的故事情節和獨立的歌曲

演唱畫面，藉由螢幕（手機、電腦、電視等）這種視覺媒介，巧妙綰合且

互相詮釋。甚至，在有些畫面當中，更出現螢幕中有螢幕的情形，這就是

37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出版，2009），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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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不斷往深處挖掘的辯證關係，此時兩條敘事線，便如同兩面相對的鏡

子，裡面的投影是可以不斷深入的。而這種帶著視覺現代性的詮釋方式，

也是這支MV很特殊的地方，當觀眾隔著螢幕看著這支MV，他看到兩個

互相綰合的敘事脈絡，但當螢幕中的螢幕出現時，故事中全聯先生凝視着

螢幕中的五月天，五月天藉著〈第二人生〉這首歌曲的第二人稱敘事角

度，喚醒全聯先生追求第二人生的意志，但實際企圖喚醒的卻是隔著兩層

螢幕外的觀眾。而全聯先生凝視着螢幕中的五月天，也凝視着螢幕中電視

裡的自己，這種凝視便帶有自我凝視的特質，甚至這層凝視關係，更像是

觀眾看這個故事時，全聯先生化身為自己的投影。

再回到歌曲敘事與MV敘事的主軸，歌曲敘事描述了數個平庸的人

生，並以第二人稱口吻對著聽眾講話，在MV敘事中，五月天這首歌對聽

眾講話的場面，藉由螢幕的置入，形成五月天對「各行各業」的全聯先生

講話，並召喚起各行各業的全聯先生追求第二人生的意志。全聯先生本是

一個虛化的角色，藉由制服可以代表各行各業的芸芸眾生，正因為他是

虛化的角色，所以可以代表觀看這支MV的觀眾，而螢幕的置入更讓五月

天歌曲敘事脈絡進入MV的敘事脈絡。螢幕中的螢幕設計，則使凝視除了

五月天外在召喚之外，能更深一層成為自我凝視的象徵，全聯先生看著

螢幕中的自己，就像觀眾看著MV故事中的自己（由虛化的全聯先生所扮

演），於是當全聯先生追求第二人生時，就好像代替觀眾追求屬於自己的

第二人生。

除了這個最明顯的接合點外，在MV中也能看見，全聯先生靠著窗、

或彈著吉他演唱這首歌曲的畫面，本來這首歌曲是該屬五月天演唱，但

由MV故事中的人演唱，也有適度表白MV人物心境的意味，在表白心

境的那幾句歌詞，剛好都是對人生現狀感到質疑、迷惑的（圖二十一、

二十二）。相對的，五月天在洗衣店中演唱的畫面，在接近歌曲結尾的時

候，也出現五位團員互相幫對方挑衣服的畫面，這樣挑衣服的動作，正和

MV故事中以衣服象喻職業脫不了關係。此外，選在洗衣店演唱歌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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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的最末全聯先生裸體走入洗衣店的時候，聽眾就會恍然大悟，原來在

歌曲當中已經一再暗示MV故事中主角最後將走入的場所是洗衣店。最後

的答案則開放給聽眾，因為全聯先生第二人生的選擇為何，正是給聽眾自

己決定的。所以，在這支MV當中，可以觀察到五月天演唱歌曲的敘事脈

絡，和MV故事的脈絡，在共時結構中，有著不可分、千絲萬縷的關係，

兩條敘事脈絡成為一個互相融貫、互相詮釋的大故事。

（二）〈乾杯〉38MV挪用歌曲中「乾杯」的意象

〈乾杯〉這首歌曲，從表面上來看，是書寫友情的歌曲，但也可以推

廣成書寫各種情感的歌曲。歌詞由追憶、現在、未來的時間軸貫串。就曲

風呈現而言，主歌大部分的歌詞是以rap的形式表現。這首歌曲中，追憶

部分的友情是美麗的，反觀現實則是不堪的。現實仍是被規馴的、失去熱

情的，成熟伴隨著夢想的消失、幻想的幻滅，和更多的不堪。於是副歌中

想要退回以前的想望，或者往前瞻望期待末日的到來，都是對於現狀不能

滿足的補償。在末日時最想做的事，則是：「和你舉起回憶釀的甜，和你

再乾一杯。」

這首歌曲MV的拍攝，並未緊貼著歌曲敘事而拍，反而只擷取「乾

杯」這個意象，用以貫串整首MV，演繹了一個人的一生。MV故事的布

局，情調極似上一張專輯〈如煙〉39這首歌曲。在〈乾杯〉MV故事中，

是一個臨終的老人，在醫院的鏡子中看到小學的自己，而後整支MV就以

老人自己的視角，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在回顧的畫面中以「乾杯」象徵生

命每個階段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人群，最後回到病房，推開一扇門，迎接自

己的是各個生命階段中的人群，和他們乾了一杯又一杯，一一告別，最後

推開天國的門。

38 乾 杯 MV 網 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qX2GsMj7154（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此外，這首歌曲 MV 獲得第 24 屆金曲獎最佳音樂錄影帶獎。

39 〈如煙〉，詞：阿信，曲：石頭。收錄於《後青春期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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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故事的預設，基本上是表現〈如煙〉這首歌曲的歌詞。〈如煙〉

這首歌曲預設從生命的最後一天回顧，自己一生所經歷的華麗與蒼茫，但

歌曲的基調是悲傷的、是後悔和悵惘的，是對生命深沈的眷戀：

我坐在床前　望著窗外　回憶滿天　生命是華麗錯覺　時間是賊

　偷走一切

七歲的那一年　抓住那隻蟬　以為能抓住夏天

十七歲的那年　吻過他的臉　就以為和他能永遠

我坐在床前　轉過頭看　誰在沉睡　那一張蒼老的臉　好像是我

　緊閉雙眼

曾經是愛我的　和我深愛的　都圍繞在我身邊　帶不走的那些　

遺憾和眷戀　就化成最後一滴淚

這首歌曲瀰漫著「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感慨。假想自己生命最後一

天的回顧姿態，與〈乾杯〉MV故事是類似的，只是基調大不相同，〈如

煙〉不論詞、曲都是深沈而悲傷的，尤其這首歌的副歌沒有一段歌詞是重

複的，一次一次的堆疊和質問，營造了非常悵惘的情調：

有沒有那麼一滴眼淚　能洗掉後悔　化成大雨降落在　回不去的街

再給我一次機會　將故事改寫　還欠了他一生的　一句抱歉

有沒有那麼一個明天　重頭活一遍　讓我再次感受曾　揮霍的昨天

無論生存或生活　我都不浪費　不讓故事這麼的後悔

曾經的美好和晚景的不堪，強烈想望著青春永遠定居的歲月，關於這

點，五月天雖然在下一首歌曲〈後青春期的詩〉就給了聽眾一個承諾，一

個解答或方案，然而，〈如煙〉中不想告別的心情還是無法排遣的。

同樣的故事布局，在〈乾杯〉的MV裡面，卻有了截然不同的表現。

MV裡臨終的老人，在醫院病房廁所裡照著鏡子，看到穿著小學制服的自

己（圖二十三），伸出雙手挨打，低頭一看，自已伸出的雙手竟然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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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子打下來（圖二十四）。於是本來借由鏡子隔著一層的影像，便成為了

現實，歌曲也在此時才開始。

隨著鏡頭運轉，流動的是自己的似水年華，濃縮了人生的精華，其

中包含蹺課、玩樂團、初戀、軍旅、就業、結婚、生子、小孩叛逆期、事

業有成擦著嶄新的BMW、高爾夫球、兒女結婚、到自己老了和牌友在打

牌，忽然牌友就心臟病發死了。這樣的人生到了盡頭，給了聽眾什麼啟

示？如果黃粱一夢的故事，醒來意識到富貴榮華不是唯一的答案或追求，

那〈乾杯〉MV故事的解答是什麼？

〈乾杯〉這首歌曲，最後還是以「乾杯」作為答案，在MV故事的進

行當中，聽眾已經可以發現，故事主角的一生是由一次一次乾杯貫串的

（圖二十五∼圖三十二），MV故事的最後，老人對自己人生曾有過交集

的人群，一一乾著杯，乾杯也從養樂多、啤酒一直到高級的紅酒等，但不

變的是這些人群曾經在自己生命中的交會，陪伴自己走過生命的某個階

段，如果人生最後能有一個時間好好的道別，一一乾著杯，那最後的死亡

是否就不像〈如煙〉那樣後悔？

終究會　有一天　我們都變成昨天　是你　陪我走過　一生一回

　匆匆的人間

有一天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有一天　說出一直沒說　對你的感謝

歌詞裡這樣唱著，而MV也呼應著歌曲，完整表達藉由乾杯這個動作

所傳遞的感謝（圖三十三∼三十八）。歌詞中的「有一天就是今天」，在

MV敘事中，則被具體化為臨終的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在老人最後告別

大家的時候，重複著的樂句是這一句：

時間都停了，他們都回來了，懷念的人哪，等你的來到。

這句歌詞，在原本歌曲中只重複唱兩次，但到了〈乾杯〉MV當中，

卻重複唱了八次，在這八次的重複中，老人得以一一向自己的家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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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杯，一一告別、感謝。從歌曲到MV中特地增加的重複次數，更讓這句

歌詞的意義在MV中的畫面被補足了，時間真的在老人生命的最後停滯下

來，懷念的人真的都回來了。

MV敘事揭示生命的亮點，回答〈如煙〉這首歌曲化不去的悵惘，但

聽眾仍會想，一生就是如此嗎？黃粱一夢否定了榮華富貴，看完〈乾杯〉

之後，聽眾得到什麼啟示？五月天也許以「搖滾」作為解答，在最末的數

群人當中，五月天以搖滾時代的學生樂團面貌出現，和故事中的你乾了一

杯。五月天的出場在MV敘事中頗費思量，因為在最後老人一一告別自己

親友的時候，所有的人群都是在前面故事中演出的原班人馬，只有五月天

出場的樂團角色被置換了（對照圖二十七和圖三十六），這時候可以問的

問題是：為什麼前半部演出學生樂團時五月天未出場？或是，為什麼最後

告別時不是前面樂團原班人馬出場？

在前面的故事當中，學生樂團的部分，在牆上張貼着團名表決的幾個

選項，其中一個就是「五月天」，但最後決定的團名是「SO BAND」。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天正式以「五月天」團名成軍之前，是以「SO 

BAND」為他們的團名，那是大學時代時，怪獸、阿信、瑪莎和錢佑達

（前鼓手）所組的團40。而那個時期他們就已經創作了後來五月天發行專

輯的歌曲。團員石頭加入五月天後，他們參加「野臺開唱」，並思考換一

個團名，才以「五月天」為名41。在MV中，前半段的敘事就以SO BAND

為樂團名稱，的確暗示了這個樂團為五月天的前身，只是並未找五月天的

團員來演出。但五月天在最末告別時登場，除了現實的意義（五月天自己

的MV當然要找機會自己登場）之外，也許還有搖滾神話應許的意義。

整支MV裡面出現的畫面和人生過程，有喜有悲，有無奈有富足，但

五月天在整支MV站的位置，卻清楚是「搖滾樂團」的角色，一方面是因

40 五月天：《五月天的素人自拍》（臺北：時報出版，2012），頁 260-261。
41 參上注，頁 263。關於五月天前身團名為 so band 的資訊，感謝同學詠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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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月天的確是搖滾樂團，一方面也寄寓了搖滾樂背後代表的青春與夢

想，此處可回想上文〈第二人生〉中提到的螢幕，全聯先生在各式各樣的

螢幕當中看到五月天以樂團之姿表演，喚醒了他找尋「第二人生」的意

志，也傳達了搖滾樂具備的召喚力量。聽眾看著MV中「看著五月天演唱

的全聯先生」，就像看著「正在看這支MV的自己」，自我的影子投射到

全聯先生的身上，被喚醒的全聯先生好像代替聽眾實現了追求第二人生的

夢想。因此，歌詞對著你質問「下一站的名字等你去確認」，MV演著面

對琳瑯滿目各行各業服裝的全聯先生，其實就是聽眾自我的投射。

搖滾樂寄寓的夢想和召喚力量，在〈乾杯〉的MV中雖未特別強調，

但從五月天樂團在MV中站的位置就可以思考，表面上五月天所站的位置

跟故事中其他人群似乎是等值的，但其中的角色扮演是否有更深的意涵可

以去挖掘？或者更深一層思考，前半段的故事暗示了樂團為五月天，但後

來故事的主角並未走上樂團這個職業，反而是進了辦公室，這是否演出五

月天的另一種人生可能？亦即，未繼續玩音樂的五月天？這在五月天之前

的〈九號球〉MV42，也出現類似的情節，在MV開頭先打出「如果那一年

我們沒有在一起玩音樂」的字樣，五月天的團員聚集，沒有玩音樂的他們

各自從事不同的行業（汽車銷售員、平面設計助理、證券營業員、超商店

長、待業中），展開一段對話，而MV的結尾打出的字樣：「那一年的你

會喜歡現在的你嗎？」設想藉由樂團改變的人生，或反向設想因為沒有玩

樂團而不同的人生，阿信在MV中更說出了「作夢，有什麼不好？」這表

示，搖滾樂對五月天而言，還是有著特殊的意義及應許。

搖滾神話的情節並不陌生，多年前日本樂團M r. C h i l d r e n的

〈Kurumi〉這首歌曲的MV就是如此。這首歌曲的MV是關於暮年搖滾夢

的實踐，藉由逃離日常生活的一群老人，實踐了年輕時的搖滾夢想，組成

樂團唱歌，描述關於追夢的故事。這支MV當然也有許多可以談論之處，

42 〈九號球〉MV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srP_Fm7f-eg（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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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於離題，此暫不論。面對人生必有的殘缺和無助，五月天給的答案也

是一樣。在搖滾背後寄寓的夢想和召喚，正是他們給的最終應許。

〈乾杯〉這首歌曲MV的視角也值得注意，MV模擬一個人眼睛看出

去的畫面，所以畫面四周有黑影罩著，鏡頭更模擬眼睛眨眼的特徵，在鏡

頭中更不時出現主人翁伸出的手，使觀眾在看這支MV時，視角隨著MV

而動，企圖使觀眾也一起體驗故事中主角的一生，而非只是觀看一個與自

己無涉的故事。

〈乾杯〉這首歌曲的MV幾乎未貼合歌曲敘事脈絡來拍，但藉由「乾

杯」這個意象的使用，卻將這首歌最本質的精神表達出來，〈乾杯〉MV

傳達了一個平凡人的一生，但溫馨之處在於，生命的盡頭能跟所愛的人

一一乾杯道謝，集體的世界末日並未到來，但個體的末日來臨的那一天，

能將「一直沒說對你的感謝」，傳達給自己所愛的人，那瞬間便是永遠。

（三）〈諾亞方舟〉MV43限縮歌曲中開放的意義詮釋

五月天〈諾亞方舟〉這首歌曲，在第23屆金曲獎入圍了最佳作詞、

最佳作曲、最佳編曲以及年度歌曲獎，最後得了最佳作曲、最佳編曲、最

佳年度歌曲獎，可說是23屆金曲獎贏得最多獎項的歌曲。這首歌曲的曲很

單純，整首歌的主歌和副歌幾乎只以五個和弦貫穿（橋樑段加入了別的和

弦），編曲走向由簡到繁，到最後甚至錄到上百個音軌，聆聽起來很有末

日災難的氣勢。由於歌詞在上文談流行歌曲重複現象時已整首引用，此處

不再引。

這首歌曲扣緊專輯概念，從末日的慌亂景象寫起，而在這首歌曲，

也擬制想像了末日的發生，在所有一切終要消失時，想告別的東西不勝枚

舉，能帶走的東西只有自己的生命，或者甚至連生命都無法帶走。在不確

43 〈諾亞方舟〉MV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V46K7apDziA（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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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有明天的前提之下，這時候人的價值極度濃縮，所有的愛和情感都

變得濃烈無比。橋樑段的歌詞寫得非常出色，「當愛變得濃烈／當每段命

運更加壯烈」，將世界末日的壯烈景象和人類生命的輝煌做了強烈對比，

並給了一個前提：「當永遠變成一種遙遠／當句點變成一種觀點」，而在

這時，人類放棄了所有的名位、地位、財富、學歷和世俗評估的價值，終

於變成同類而存在，這樣的世界不就和John Lennon要聽眾想像的世界一

般？

John Lennon44在歌曲〈Imagine〉中勾勒了一個無階級差異的世界：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t 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約翰藍儂因為政治意識形態被槍殺，他所勾勒的世界至今仍未出現，

而五月天所寫的末日景象，不讓人覺得恐慌，反而帶著種壯烈的美好，甚

至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人類的關係有可能變得更良善。這讓人反思，是否

真正美好純善的世界，只存在於想像（imagine）中、或期待不可能發生

的末日？

無獨有偶的，五月天這支MV，在官網的介紹中，說其「上千多名多

國籍臨演」（圖四十四），想呈現「超越地域世界觀」。這樣的介紹，剛

44 會特別提及約翰藍儂，是因為五月天多次表示自己喜歡 The Beatles，甚至還創作

了一首歌曲〈約翰藍儂〉表達對偶像的敬意。

奇萊論衡第五期-套版cc-20180226.indd   141 2018/2/26   上午 09:26:12



奇萊論衡‧第五期‧2018 年 3 月142

好呼應歌曲當中「讓人類終於變成同類」、「告別每段血緣身份地位聰明

或愚昧」這些歌詞。在MV的的敘事當中，末日未發生是因為人類全體心

願的凝聚（以燭光象徵，參圖四十三），匯聚成隔天升起的朝陽，因此，

其中自然有跨文化、跨種族的團結意涵在內。

不過，這首歌曲的MV，卻在某程度限縮了歌曲提供想像或詮釋的空

間，文字和畫面本是兩種不同的媒介，一般而言，文字較抽象、較彈性，

而畫面較具體、也較限縮，但除了這層最基礎的限縮（亦即MV畫面將歌

詞中提供想像的畫面固定了）之外，這首歌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發展走

向。

在歌曲當中，如五月天自己所言：「〈諾亞方舟〉這首歌，有些人

聽到樂觀、有些人聽到悲觀，讓人能夠有自己的情緒與解讀。45」這首歌

曲的歌詞並沒有固定，整首歌的副歌歌詞層層推進，從無奈的「還是要告

別」、「終於要告別」，推向了「勇敢的告別」、「最後的告別」層次，

並開展了飛翔意象，不論末日意味真正結束或重新開始，這段歌詞都能賦

予充分的詮釋意義。「飛在不存在的高山草原／星空和藍天」一句歌詞，

如果末日意味著集體死亡，則這段歌詞就是人類最後殘存的精神意志，自

由飛翔在末日中。而若末日意味著重生，則新世界的高山、草原、星空、

藍天會是甚麼樣子，就很耐人尋味。

但在MV敘事當中，必須選擇一種版本的故事，MV中就選擇了「明

日」版本，雖然在歌曲前半部還是鋪陳了末日的荒涼、殘破的光景46，但

最後因為人類全體心願的凝聚，使得末日沒有到來，重生的太陽升起，

在MV中尾端也置入了「happy birthday to you」這首歌曲，慶祝人類的重

生。相對於歌曲開放的詮釋空間，這首歌曲的MV的確在某程度上採取了

一種較固定的觀點。

45 參五月天專輯贈品護照。

46 尤其在 MV 中第一個帶到的景色就是一艘殘破的船，扣緊了「諾亞方舟」這個意

象。

奇萊論衡第五期-套版cc-20180226.indd   142 2018/2/26   上午 09:26:12



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歌曲與 MV 的概念探討 143

在歌曲和MV當中，可以一再發現受末日電影影響的痕跡，歌曲當中

呈現的洪水、隕石、輻射、彗星等災異，以及歌曲中「自由女神漂到華爾

街」（圖四十）、「海豚躍出西藏的屋簷」（圖三十九）、「還是放棄海

拔以下的世界」、「彗星燃燒天邊／隕石像雨點」，聽眾腦海中可能會浮

現常見末日電影的畫面。而這首歌的MV雖然沒有真實的災難畫面，但孤

寂、渺無人煙、蒼茫的畫面，卻也成功塑造了末日的氛圍，MV畫面並呼

應著歌詞敘事中出現的「自由女神」（圖四十一）、「黑白老照片」（圖

四十二）等等物件拍攝。末日電影幾乎都有一個重生的結局，末日或災害

可能真的會來到，但人類總有辦法超越這些而迎向光明的未來，這首歌

的MV選擇了一個「明日」版的結局，是否也受到末日電影或多或少的影

響，這是可以進一步思考的。

還有一點可提，在歌曲中可以看到「類比時代的鄉愁」。在這首歌

一一告別的東西，有「黑白老照片」、「回憶電影院」，而看到「底片和

唱片沈浮在浪間」，覺得「好像詩篇」。五月天此處所寫的物件，似乎都

和類比時代紀錄的物件有關。

而在《觀看的實踐》47這本書所提的，

類比：

Analog，一種數據再現的方式，是透過不同質量的數據來表達其

內容。類比科技包括照片、錄音帶、合成錄音、有長短針的時鐘

或水銀溫度計等，類比是刻度上的高低、深淺來顯示強弱的改

變，諸如電力。可以說，我們是以類比的方式經驗這個世界，也

就是說，我們認為世界是建立在某種連續性的基礎上。諸如照片

之類的類比影像，是建立在色調、色彩的漸層基礎上，這點與數

位影像有所區別，數位影像是由數學方式編碼的位元所構成。

47 Marita Sturken、Lisa Cartwright 作，陳品秀、吳莉君譯：《觀看的實踐》，（臺北：

臉譜出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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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

藉由分立數字來再現數據，並以數學手法為該數據編碼。相對於

類比科技，數位科技是以位元單位編碼資訊，並為每一資訊指定

其數值。

類比和數位最巨大的差別就是，類比時代的紀錄是以物理性存在的，

而數位時代則是編碼，所以卡帶聽久了會壞，黑膠唱片會磨損，老照片會

泛黃，打字機打的紙張會斑駁，但電腦裡存檔的word、mp3、jpg，就算

壞檔了，也可以找到複製品。他們永遠是新的，不在具體時空中耗損，他

們永無鄉愁。

在這首歌曲中，被埋進地面的是電影院和老照片，沈浮在浪間的是

底片和唱片，這些物件攜帶著記憶，就像五月天在歌曲中所說的「你會裝

進什麼回憶紀念在行李裡面？」也正是因為「類比」帶著光韻，攜帶著記

憶，所以才會召喚起人類的鄉愁。若果今天聽眾無緣認識這些物件，沈浮

在浪間的是硬碟、mp3、jpg檔，便覺韻味全失。東西老舊了，放進博物

館就有價值，那是因為他在具體的時間空間中陳舊，就像生命永遠不能停

止邁向衰朽，照片成為化石，紀錄曾經存在的光，在時間流中逐漸陳舊，

在面臨告別的時候，方會如此意義深重。

這首歌曲的MV敘事中，最重要的是重生的意象，人類集體的末日藉

由人類集體的意志破解，燭光釀成太陽，而在隔日朝陽升起時，兩個小

孩對老人唱的生日快樂歌，除了是具體的個人生日之外，或許更隱含着

集體重生的象徵。此外，在老人與兩個小孩的故事部分，也再次出現了

「螢幕」，藉由手機螢幕和電視，得以在重生之時看到最想看到的人（圖

四十六、四十七）。MV故事中吵架的那對情侶，吵架的原因可能是女生

懷孕了，在MV中男生拿起胎兒超音波照片（圖四十八），衝出去和女生

和好，而他們的戀情和胎兒的新生希望，也被統和在這個末日故事的總體

重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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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歸納這首MV的敘事脈絡，故事情節部份，小女孩、小男孩與

老爺爺的故事為一線，情侶的故事為一線，多國籍演員拿著燭光聚集的故

事為一線（五月天為這一線的主要領導），五月天對嘴演唱的部份為一

線。而五月天對嘴演唱出現的部份恰好是B段第二次反覆和第三次反覆的

時候，在C段接B段之時，正好是這首歌曲情感最澎湃，音域最高且編曲

和聲最滿的地方，五月天的演唱畫面也適時地提昇了整首歌曲的魄力，將

歌曲的號召力量表現的淋漓盡致48，在「共時結構」中，畫面與歌曲同步

表現。

這首歌曲最後的四句歌詞：「讓諾亞方舟航向了海平線／天際線／換

日線／無限」，層層推進，配著整個樂團的演奏及澎湃絃樂的混入，將歌

曲推向了最高潮，實是以愛與和平為基礎，又將思考推向人類集體命運，

這首歌也結束在最光輝燦爛的編曲當中，在MV當中雖有重生的鼓舞，但

即便就歌曲本身來看，其實也隱隱暗示了無限可能的未來，成為《第二人

生》這張專輯的壓卷之作，不論就詞、曲、編曲、演唱來看，這首歌曲都

殆無多讓。

（四）《第二人生》其他歌曲的MV

本文聚焦討論〈第二人生〉、〈乾杯〉、〈諾亞方舟〉這三首歌曲

與MV的關係，其他的MV也可略談一下，〈我不願讓你一個人〉這首歌

曲的MV49，以五月天演唱會為其中一個重要場景，MV中更有「想念你／

不可能停止／只能期待末日／想念你／只願你奔向／幸福的明日」這樣的

字句（圖四十九），也在呼應專輯中末日、明日的概念。〈倉頡〉歌曲的

MV50，其中出現的補夢網象徵了「結繩記事」（圖五十二），攝影也辯

48 此段感謝湘如同學的討論。

49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MV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38lcQsEMGrk
（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

50 〈倉頡〉MV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hiKYufVEUtI（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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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了記憶的關係（圖五十），尤其是最後在男主角按下快門時噴湧而出的

文字，更呈現了文字、影像、紀錄、記憶這些複雜的關係（圖五十三、

五十四），和這首歌曲所欲表達的文字、記憶、繩結等關係有呼應之處。

〈星空〉51這首歌曲，因為是幾米繪本改編電影《星空》52的同名主題

曲，所以MV當中五月天演唱的背景極似幾米的繪本風格（圖五十五），

其中或許有MV、歌曲、電影三個文體的互文性可以加以探討，此外，五

月天演唱的第二個背景掛滿了鐘，也扣緊了這張專輯關於時間的主題概念

（圖五十六）。

〈2012〉53這首歌曲則需要多談，這首歌曲是末日版的第一首歌曲，

本具有序曲意味，而他的MV也是蠻典型的對嘴MV，是以演唱會的演唱

為主軸，本無太大的敘事意義。但因為MV除了演唱部份之外，還插入了

大量的圖片，這些圖片以非常快的速度閃過，若非特別注意根本無從辨

別，此處在註腳註明Ptt五月天粉絲版版友整理快閃過的畫面54。由這些快

速插入的截圖內容，可以發現，不外是人類歷史上重要的人事時地物、發

明與發現。這首歌曲反省人類文明高度發展導致的毀滅，這些圖片的象徵

意涵，以及圖片與歌曲的呼應關係，也有版友一一分析55，此處因篇幅關

51 〈星空〉MV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RTUwaCImChM（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

52 林書宇導演：《星空》，原子映象、傳影互動。2011 年 11 月 4 日。

53 〈2012〉MV 網 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YygVVvuIWm4（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

54 Ptt五月天版，2012年 4月 13日，wlvfgqaz所整理。第一趴（摘一顆星星要蓋高樓）

希特勒、二次大戰美國丟原子彈、911 事件、歐巴馬、愛因斯坦、原子彈試爆、威

廉王子與凱特王妃、金門大橋。第二趴（落葉劑製造落葉的秋）人類進化史、斯

巴達戰士、埃及金字塔、法老王、孔子、萬里長城、耶穌十二歲時、古巴比倫─

代數史。第三趴（上帝沒收誰把愉快的愉換偷竊的偷）、成吉思汗軍隊、紫禁城、

人類黃金比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泰姬瑪哈陵、美國獨立戰爭（約克鎮圍城戰

役）、拿破崙加冕儀式、蒸汽火車、愛迪生發明電燈炮、自由女神、吳哥窟、成

吉思汗軍隊（這邊重複）、紫禁城、人體黃金比例、泰姬瑪哈陵。

55 分析的較精緻的為 kaworu0612 於五月天粉絲版發表的：〈 [ 討論 ] 2012MV 畫面

與歌詞的關聯〉一文。2012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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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擬作進一步的探討。

由上述探討可見，五月天歌曲與MV之間的敘事脈絡有非常多可談

之處，本文聚焦在三支MV中，探討MV與歌詞的種種互文關係，期能在

二者的呼應當中，觀察出更深刻的概念表述。此外，探討歌曲與MV的關

係，更是希望能將流行歌曲的複合性文體特性展現出來，因流行歌曲為有

機、能動的文體，所以不論是在概念專輯統攝下扮演整體敘事的一環，

或是以單曲形式和MV的畫面搭配傳達另一種視覺、聽覺雙方聯繫共感的

「聯覺」表現，都能恰如其分扮演它的角色，形成美典56。

四、結語

本文將流行歌曲視為「複合性文體」，以「音樂時間」、「共時結

構」整全探討流行歌曲之敘事特質。先探討五月天《第二人生》專輯的種

種概念，從作者出發，可以發現五月天整體專輯概念的達成，作者部份

經歷了從五月天到「五月天」工作團隊的過程。因此，不論從專輯歌曲

（詞、曲、編曲、器樂演奏、演唱）、曲序、曲目間的空白、乃至於MV

到專輯包裝，皆可看出呼應專輯概念的特徵。但流行歌曲既是文化商品，

也無從忽略專輯具備的商品特性，其中版本的問題更可能牽涉到商品的考

量。此外，儘管本文多引五月天官方發言佐證其創作專輯的概念，但聽者

如何詮釋、理解這張專輯作品，這張專輯是否能從這些方面成功達成其所

欲傳達的訴求，還是有賴聽者的聆賞和感受。

其次，本文探討五月天專輯歌曲與MV的互文關係，五月天的歌曲本

具獨立的敘事脈絡，而MV在拍攝時，亦具備MV的敘事脈絡。專輯MV拍

56 高友工在《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一書中提到：「一般媒介都有它的一些特質，

至於是否能成系統，要看物性的本身，更要看藝術典範的構成。如音樂的音長、

音高、音強及音色都是音樂媒介可能有的一些性質，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特

色卻往往為一般傳統的音樂典則略而不論了。……心理極複雜的意本身可以簡化

為一套性質的系統，它正可以和具體的媒介的意所形成的性質系統相對照、相響

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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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因歌曲是以單曲形式存在，故MV的歌曲本有「去脈絡化」（從專輯

曲序內獨立出來）的特色。然而，從MV的拍攝成品來看，卻又不是如此

單純，MV除呼應該首歌曲的敘事脈絡外，有時也呼應了「整張專輯」的

敘事脈絡，更進一步說，還可能有「跨專輯」的呼應（如上文所舉〈乾

杯〉呼應上張專輯歌曲的例子）。本文一一處理MV與歌曲敘事中互相補

足、挪用意象、限縮等種種關係，除了更清楚的表達這兩條敘事脈絡如何

交錯進行之外，更希望能展現流行歌曲有機、能動的文體特徵，這樣的特

徵使得它能與視覺媒介合作，甚至能與電影產生部分關聯，在視覺現代性

的角度下來看，流行歌曲的確充滿了種種發展可能，使歌曲不單只具備

聽覺聆賞的價值，在MV觀賞中，也許更能藉由「聯覺」表現歌曲的渲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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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7

圖一：〈第二人生〉MV 圖二：兩個版本的專輯封面

圖三：洗拖把水和即溶咖啡粉的 

比喻

圖四：寫下life is a shit的 

房仲業者

圖五：以心臟位置的污漬象徵死亡 圖六：從大海走出的「第二人生」

圖七：脫下制服的房仲業者 圖八：脫下制服的夜市擺攤者

57 本文所用圖片，翻攝自相信音樂在 youtube 平台公開之歌曲 MV，並在著作權法第

52 條之範圍中：「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

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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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被脫下的計程車司機服 圖十：被脫下的地攤擺攤者衣服

圖十一：以奔跑比喻旅程 圖十二：第二人生的選擇

圖十三：計程車司機在計程車螢幕

上看到五月天的演唱

圖十四：醫生在電腦螢幕中看到五

月天的演唱

圖十五：房仲業者在手機看到五月

的演唱

圖十六：夜市擺攤者在小電視上看

到到五月天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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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五月天演唱的電視 圖十八：電視螢幕中脫掉衣服的全

聯先生

圖十九：路旁電視牆上看到五月天

演唱的警察

圖二十：螢幕中的螢幕

圖二十一：房仲業者對嘴唱出歌詞 圖二十二：警察唱出歌詞

圖二十三：老人在鏡子裡看到小學

的自己

圖二十四：現實伸出的手竟有一隻

棍子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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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小學乾養樂多 圖二十六：國中乾汽水

圖二十七：高中樂團乾啤酒 圖二十八：和朋友乾杯

圖二十九：可能是初戀情人 圖三十：乾香檳

圖三十一：女兒出嫁奉茶 圖三十二：和老伴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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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和小學同學乾杯 圖三十四：和國中同學乾杯

圖三十五：和五月天乾杯 圖三十六：搖滾神話的寄寓

圖三十七：和公司同仁乾杯 圖三十八：獎盃

圖三十九：末日電影出現的喇嘛 圖四十：末日電影出現的自由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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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MV中的自由女神 圖四十二：MV中的黑白老照片

圖四十三：以燭光表示人類的希望 圖四十四：多國籍臨時演員

圖四十五：重生後的生日蛋糕 圖四十六：螢幕中看到的小孩

圖四十七：手機螢幕中看到的老人 圖四十八：胎兒超音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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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九：〈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MV

圖五十：〈倉頡〉MV屢次出現的相

機

圖五十一：〈倉頡〉MV 圖五十二：〈倉頡〉MV補夢網

圖五十三：〈倉頡〉噴湧而出的文字 圖五十四：〈倉頡〉MV

圖五十五：〈星空〉MV 圖五十六：〈星空〉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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