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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曲見眾生 
文：朱耀偉 

刊自《City Magazine》 

 

一代音樂宗師顧嘉煇年初逝世，他的好拍檔黃霑亦已一早離開了我們，不少

樂迷認為粵語流行曲的「煇黃」時代正式畫上句號。顧嘉煇以〈啼笑因緣〉（詞：

葉紹德；唱：仙杜拉；1974）破除粵語流行曲難登大雅之堂的迷思，後來黃霑一

系列作品又用現代化歌詞另開新風，「煇黃」的確是劃時代的「異數」。誠如著名

暢銷作家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所言，天才也要持續不斷的努力，長期

錘鍊才能變成大師：「要成功，除了必須有把握『機會』的智慧、善用特有的『文

化』遺澤；必要時，還得脫離部份的身份，擺脫傳統的束縛1。」「煇黃」開創盛

世，帶動粵語流行曲詞的範式轉移，當然也與時勢有關。70 年代以前不是沒有

高品質的粵語流行曲，可是限於社會環境而一直被邊緣化，當時如「煇黃」的音

樂人堅持實踐磨練，到 70 年代香港人對粵語流行文化的需求驟增，加上如電影

及電視等媒體的協同效應，時移勢易，終於開啟了粵語流行曲的光輝歲月。 

 

    或可換句話說：音樂人先見自己，再憑努力創意見天地，得時方可見眾生。 

 

 

 

粵語流行曲的「見  與 不見」 

其實「煇黃」早已活躍於 60 年代樂壇，顧嘉煇無疑是音樂天才，但他是通

過「不斷演出、實踐」的磨練，累積為結合「菲律賓、老上海、粵港流行、爵士、

電影音樂」的底蘊，而從娛樂唱片於 1958 年推出的唱片《錦上添花》可見，中

樂也是其重要的音樂基因。1 顧嘉煇曲風多元化，除了中西合璧的〈啼笑因緣〉

外，如〈蝶變〉（詞：盧國沾；唱：林子祥；1979）以電子合成樂配合武俠電影

新浪潮，便能令人耳目同時一新。曲詞配合更能收相得益彰之效，歌詞方面當時

亦有全面革新。黃霑另闢新徑，以「現代感較強」的歌詞取代陳言死語，「卿」

「君」變作「是他也是你和我」，香港粵語歌詞進入「我係我」的新時代。2 

 

近年「粵語流行曲之死」常被談論，即使產量當然不會真的清零，其影響力

江河日下卻是不爭之實。近年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要舉辦「音樂永續 2020」

計劃，小克也與吳林峰合作寫成〈樂壇已死〉鼓勵年輕音樂人，可見粵語流行曲

                                                      
1 詳參周光蓁：〈顧嘉煇的「前世」〉，《灼見名家》，2020 年 8 月 5 日：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顧嘉煇的「前世」/ ；瀏覽日期：2023 年 1 月 23 日。 
2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香港大學博士

論文，2003），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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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陷困境。直至 MIRROR 及一眾新人冒起「撻著」樂壇，如〈WARRIOR〉一樣「浩

浩蕩蕩迎來另一新世紀」，改朝換代之說頓成熱議，有論者對此未苟同，遂有「盛

世或虛火」之爭議。3 

 

作為粵語流行曲「大好友」，筆者目睹其股價突然急升本應興奮莫名，可是

若基本條件沒明顯改善，牛市是否真的已臨？有關當年粵語流行曲插水式下跌的

原因，我忘不了黃霑博士論文其中一個論點：「唱片公司，變成推廣公司

（PROMOTION COMPANY），因此香港流行音樂市場，一時沒有復甦的前景在望。」 
4近年香港社會動蕩不安疫情肆虐，或許令不少香港人更加珍惜自己的流行文化，

但即使因此有更多樂迷支持粵語流行曲，重點還是要看上述問題有否改變。無可

否認，近年有更多樂迷關心社會，粵語流行曲亦有更多反映不同社會情緒的作品

（如離/留港的主題），然而，假如娛樂工業的運作邏輯沒有改變，以上問題繼續

存在，積習依然未改，內容創意難以革新，粵語流行曲尚未真正改朝換代。 

 

當然，時代不同，要比較不公平。7、80 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流行音樂工業

亦高速發展，引領全球華語流行音樂潮流。當年面對回歸問題，港人心情難免忐

忑焦慮，但因有一眾巨星閃耀，維港夜空之下只見繁華盛世，在歌舞昇平下可以

暫忘現實。香港流行樂壇雖然高度商業化，粵語流行曲卻多元混雜，主流有主流

談情說愛，另類有另類回應社會，張國榮譚詠麟各領風騷，BEYOND 與達明等眾

聲對唱。竊以為粵語流行曲的光輝歲月，並非全是高質金曲，當時一樣良莠並存

優劣相參，但得益於高速發展的市場，風格、聽眾對象不同的歌曲可以有生存發

展空間，流行、不太流行與另類多元並濟。5 如今香港流行樂壇再現活力，最重

要的是令更多人聽見以往一直沒有機會被人聽見的聲音，而不是仍然由在位者操

控聽眾口味，繼續鞏固既得利益，內容創意範式亦因此難以轉移。 

 

幸好還有人願意默默耕耘，令更多不同聲音能被聽見，由「創不同協作」和

「一個人一首歌」籌辦的《面對面》便是一例。這個由十個創作組別以原創音樂

作品勾勒十個真實的城市故事的計劃並非橫空出世，領軍的周耀輝早與馮穎琪合

作發起「一個人一首歌」，這個由「創意智優計劃」贊助的企劃旨在培育年輕音

樂人，令他們有機會創作歌曲，唱出不同社區人物的故事，曾經主辦如「年華說，

城歌唱」、「舍區俠：唱作家/光影聲才」、「一手歌：聽城內的那雙手」及「三生有

歌音樂及錄像創作計劃」等走進社區的音樂活動，後來再進一步開展也許是目前

為止最大型的音樂創作及製作人才培育計劃「埋班作樂」。這個計劃邀請著名音

                                                      
3 可參阿果：〈盛世或虛火：香港流行文化如何重新成為大眾焦點？〉，《端傳媒》， 2022 年 5 

月 2 日：HTTPS://THEINITIUM. COM/ARTICLE/20220502-OPINION-HK-POPULAR-CULTURE/；瀏覽

日期：2023 年 1 月 23 日。 
4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頁 178。粵語流行曲的衰落的其他原因包括：「兩岸開

放，各有主張」、「行業短視，翻版猖狂」、「科技發達，水準低降」、「社會老化，歌迷年輕」、

「別人文化，港曲無光」、「注重包裝，不務正業」、「產品單一，乏善足陳」；詳參頁 169-178。 
5 朱耀偉：《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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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人出任監製導師，十二個入圍音樂人參與工作坊及訓練營，在監製導師指導下

分組創作歌曲，再由十二個演唱單位演繹灌錄成歌，最終推出作品專輯，既為學

員提供創作流行音樂的相關訓練，也讓他們通過於 2020 年 10 月 15 日舉行的

成果總結音樂會獲得舞臺及製作經驗。「埋班作樂」後來再獲「創意智優計劃」

贊助進行第二期，在流行音樂人才培育方面已見成效。6「真誠如實，多元並蓄」

的《面對面》乘勢再探流行音樂的不同可能性，不但可以令流行樂壇題材風格更

多元化，也提供難得的機會給新人學習磨練。 

 

    以往香港流行樂壇不是沒有以小眾作為歌曲創作題材，比方，80 年代主流

樂壇固然情歌主導，但也有如向雪懷寫擔憂自己開始力不從心的〈老者的獨白〉

（曲：因幡晃；唱：威利；1982）和徘徊夜街沒人關心的老伯〈拾荒者〉（曲：

盧冠廷；唱：盧冠廷；1984）。較近期周博賢也寫過不少如以菲籍女傭家務辛勞

為題的〈菲情歌〉（曲：周博賢；唱：謝安琪；2006）和講第三世界貧困兒童的

〈阿曼的球場〉（曲：藍奕邦；唱：洪卓立；2008）等關注弱勢社群的歌曲，不

過如《面對面》般有完整概念的企劃實在十分難得。如上所述，就算是天才也要

不斷錘鍊才有機會變成「異數」，如今流行音樂工業尚未發展到蓬勃得如以往可

讓不同風格的新人有生存發展空間，《面對面》這類計劃固然可以略補不足，若

能有更多不同班底就不同題材面給不同受眾，效果則可更為顯著。再者，我們也

得明白，流行音樂工業畢竟是商業運作，令人聽見小眾的聲音未必等於能見眾生，

這些歌曲會否流行才是長遠發展的要素，正如當年 BEYOND 從地下走入主流，儘

管未能完全改變樂壇，卻曾在「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的香港開天地見眾生。 

 

    說到「見眾生」，黃志華就林若寧填詞的〈宮若梅〉（曲：C 君；唱：薛凱琪；

2013）所作的分析別具洞見，重點雖與本文不同，或可借來在此一用。據其說法，

電影《一代宗師》說「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而這首寫女主角宮二的歌詞

只有「見天地」、「見自己」而獨欠「見眾生」，除了「似乎是因為歌詞須『見愛

情』便不可以『見眾生』」之外，黃志華還有以下解釋（他說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連天地都快失去了，只倒退回『見自己』的境地，又怎可能『見眾生』？」7畢

竟見自己，見天地才見眾生，若粵語流行曲只圍爐見自己，盛世就恐怕似近還遠。 

 

                                                      
6 詳參朱耀偉：《香港流行音樂教育研究》（香港：匯智，2023）。 
7 黃志華：〈宮二的見與不見〉，《信報》， 2013 年 12 月 9 日，「影音地帶」版「詞說詞話」

專欄，據作者說見報時因須遷就廣告，文字有若干刪節，原稿參見作者博客：

HTTP://BLOG.CHINAUNIX.NET/ UID-20375883-ID-4030744.HTML；瀏覽日期：2023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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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詞  經典意義——專訪朱耀偉教授 

李浩榮訪問及整理 

 

前言 

朱耀偉教授是研究香港流行歌詞的權威，曾出版多本相關的專著，如《歲月如

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香港粵語流行

歌詞研究》系列等，其中《香港歌詞八十談》（與黃志華合著）更榮獲第十二屆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文學評論組推薦獎。在這篇專訪裡，朱教授將檢視粵語

歌詞過去半世紀的發展，及展望未來的路向。 

 

問：李浩榮 

朱：朱耀偉  

一、 發展與定位 

 

問： 讀《詞家有道》，留意到盧國沾、黎彼得、鄭國江等七十年代當紅詞

人，均受粵曲的影響。粵語流行曲振興的初期，歌詞方面，似乎就是縱

的傳承，這與新詩模仿西方詩而興起，分別很大，您認同嗎？ 

 

朱： 按照黃志華對五十年代粵語流行曲的分析，當時的小曲確實更近於傳統

中國文學的風格，即使是改編西洋流行曲亦如是。這可能跟詞人的訓練

與興趣有關。如唐滌生填寫的歌詞，便近似於粵曲。 

直至八十年代，林振強、林敏驄等詞人出現，始較多受西方、日本歌詞

影響。他們改寫西方流行曲，粵語版的意象、構篇等，有時會參考原版

歌詞。如〈三人行〉是受英文歌詞的啟發；又或杜麗莎的〈當天〉幾乎

是翻譯英文版歌詞。由於我不懂日文，所以不敢判斷林敏驄的歌詞，跟

日語版有多似；但是，感覺上，〈藍色憂鬱〉和〈少女心事〉某些用字似

有東洋影子。 

為甚麼是八十年代出現此現象？可能是到了那時候，粵語詞人覺得需要

來一點突破，要寫得跟盧國沾、黃霑、鄭國江不再一樣，所以才取法西

方與日本的流行曲歌詞寫法。 

 

 

問： 您在《香港歌詞八十談》中，引用黃霑博士論文的觀點，指〈啼笑因

緣〉為「香港流行音樂的分水嶺」；但黃霑同時批評，〈啼笑因緣〉的歌

詞「老土」。若單純從歌詞發展的角度而言，您認為〈啼笑因緣〉仍算得

上是粵語流行曲的分水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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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啼笑因緣〉的歌詞出自葉紹德手筆，而葉紹德向來是寫粵曲的，所以

歌詞難以擺脫傳統色彩。如「為怕哥你變咗心」，雖然切合那套電視劇的

民初背景，但這不是現代人的語言。不單〈啼笑因緣〉，即使許冠傑早期

的歌詞，也同樣充斥著文言詞句。如〈雙星情歌〉，「曳搖共對輕舟飄，

互傳誓約慶春曉」，我懂得唱，但當年叫我默寫出來，卻有難度。 

〈雙星情歌〉是電影《鬼馬雙星》的插曲，音樂播出時，鏡頭是許冠傑

與呂有慧拍拖的畫面。但現實中，七十年代的年輕情侶，怎可能唱文縐

縐的歌詞呢？我覺得，七十年代末，黃霑填寫的一系列歌詞，才算是粵

語流行曲歌詞的分水嶺，如〈問我〉、〈狂潮〉等。 

黃霑在博士論文夫子自道，這是「我係我的年代」，可見他自覺地以現代

化的語言填詞。〈狂潮〉是電視劇主題曲，那套劇以上流社會作為題材，

當時的年輕人一般難以見到酒店大亨的面目，只能透過電視劇略窺一

二，所以，對於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人（如我）來說，劇情是很吸引的。

而黃霑正正利用了上流社會勾心鬥角的情節去入詞，並能將恩怨愛恨提

升至哲理層面。黃霑很注重以哲理入詞，如〈家變〉「變幻原是永恆」，

更成為經典名句。 

盧國沾有一系列歌詞是為單元劇而寫的，因為單元劇每一集的劇情各

異，所以，詞人可以不斷發揮，寫出各式各樣的人生面貌，如〈無花

果〉寫初戀、〈乘風破浪〉寫年輕人划獨木舟，題材勵志。 

按照黃志華的說法，五十年代，粵語流行曲歌詞主要是兩大類，一種是

雕紅刻翠，粵曲風格，不太符合現代人的生活；另一種流於俚俗，如打

工仔心聲、賭仔自歎，則限於低下階層的生活。那年代的作品呈現兩極

化的趨勢。 

至七十年代，電視劇的熱潮興起，情節多元而富活力，詞人所寫的主題

曲也展現出人生百態，從而帶動主題曲的流行。 

說回〈啼笑因緣〉，撇開歌詞不論，〈啼笑因緣〉無疑是里程碑式作品。

〈啼笑因緣〉作曲人顧嘉輝雖然採用小調作為基礎，但在編曲上，能融

入一些現代的元素進去。最特別的是，此曲找得仙杜拉演唱，仙杜拉向

來是唱英文歌的，混血兒歌手唱中國小調，是一種很新鮮的配搭。 

其實，〈啼笑因緣〉出現以前，有些粵語歌曲已十分流行，如陳寶珠、蕭

芳芳演唱的歌曲，〈工廠妹皇后〉、〈禪院鐘聲〉、〈分飛燕〉等。然而，這

些粵語歌曲多給人粗淺之感，品味低下，中上階層或年輕人多不屑去

聽，而以聽歐西流行曲為時尚。我出生於六十年代，家中的兄長姊姊皆

是聽英文歌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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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詞家有道》中，盧國沾覺得「詞人本身並沒有準備好迎接『俗文學』

的勳銜。」時至今日，您認為粵語流行曲歌詞能稱得上是俗文學嗎？ 

 

朱： 其實在《詞家有道》訪問之前，我已經覺得粵語流行曲歌詞可以算是俗

文學，甚至，部份的作品可以稱得上是「文學作品」。一五年，林夕在書

展講座分享說，自己部份的詞作，填寫時，充滿私心，希望將流行曲歌

詞變成文學作品。然而，他又說，這種念頭是很不應該的。不管如何，

我還是感謝林夕有此「私心」，他擴闊了流行曲歌詞的水平，提升了聽眾

品鑑的口味，是值得肯定的。現在，粵語流行曲歌詞可算是香港文學最

重要的部份了。 

 

 

 

問： 您認為甚麼因素決定粵語流行曲歌詞的定位和文學價值？詞人的看法、

歌迷或學院？ 

 

朱： 幾方面都重要，尤其是學院的認受。當學院把歌詞變成研究項目，有系

統地蒐集材料、進行分析，然後將歌詞變成中小學的教材，學生會覺得

聽歌，原來能改善中文水平，而家長、老師亦會更容易接受歌詞的價

值。當然，這還需要考試制度來配合，要使流行曲歌詞變成考材。這做

法有利亦有弊。有一回，我去中學演講，學生跟我說，很歡迎歌詞做教

材，但不希望變成考試材料，那只會壞了興趣。那學生說，要是同樣是

背誦，與其背林夕的生平與詞作，那不如背李白算了。 

 

 

 

問： 讀《詞家有道》的訪問，劉卓輝說，「光是詞寫得好不夠的，還要流

行。」盧國沾也認為，一首詞「不投市場口味，只是寫自己的觀點，也

不刻意讓它商品化……結果必然是『無利可圖』。」劉卓輝和盧國沾似乎

頗看重詞與市場的關係，這跟林夕的取態有點不同。林夕說，「我寧可無

人找我，都覺得必須為流行文化留下一些東西。」您較認同哪一種態度

呢？為甚麼？ 

 

朱： 

 

 

 

 

 

 

基本上，我認同劉卓輝、盧國沾的觀點。黃霑曾形容流行曲是「商品」，

若然寫得曲高和寡，缺乏聽眾，沒有人購買，那就不算是成功的商品。

然而，某程度上，我認為樂壇需要有林夕這類的創作人，具備一定的知

名度以後，肯嘗試不同的事物，而大眾又願意去聽。我想，如果林夕甫

出道已是不顧市場，只寫〈觀世音〉這類型題材，那他可能很快已被淘

汰。現在，林夕享負盛名，他的商業作品非常出色，早為大眾所公認，

7



 

朱： 

 

而他又願意去寫一些實驗性、文學性較強的作品，那是好事。 

近年，林夕寫了一系列充滿佛學哲理的歌詞，聽眾初聽若不明白，林夕

說，不要緊，也許有一天你會領悟到的。大概林夕亦明白硬銷哲理，聽

眾難以接受，所以，有時候他會以「糖衣」去包裝哲理。林夕的勇氣，

實非一般的詞人所能企及。 

最近，小克的三部曲也是實驗性很強的創作，他甚至會注釋自己的作

品。這類的作品需要讀者翻查典故，那我會想，這算不算是成功的流行

曲呢？當然，不可能要求整個樂壇都模仿林夕，那是趕客的。我認同黃

霑的說法，填詞人可以寫哲理，但要做到深入淺出，如「變幻原是永

恆」，一聽就能明白。如果我小時候聽的廣東歌都是〈觀世音〉那類型，

我相信自己不會再提得起興趣去聽了。老實說，林夕為麥浚龍寫的〈生

死疲勞〉、〈劊子手最後一夜〉等，單看文本，內容非常豐富，但我腦海

裡，卻始終哼唱不來。 

八十年代，為甚麼是粵語流行曲歌詞的黃金時代？正因為百花齊放，林

振強、林敏驄、周禮茂、周耀輝、潘偉源、潘源良、林夕，風格各有特

色。九十年代，歌詞已不及七、八十年代那般多元了，那時期是廣告歌

與卡拉 ok 歌曲的天下。 

向雪懷曾寫過多首膾炙人口的廣告歌，他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廣告商願

意投資創作歌曲，原是好事；後來，卻本末倒置，廣告商認為歌曲不再

是重點，反而將資源投放在廣告的形象上，他們關注的是這首歌會否在

卡拉 ok 熱播。 

黃霑雖然認為流行曲是「商品」，重視包裝，但關注的重點仍是歌曲本

身；決不會不管歌曲質素如何，只以包裝為先。無疑，歌詞是愈多元愈

好，如現在的 Serrini，她寫〈油尖旺金毛玲〉，題材充滿本土氣息，是非

常好的嘗試。 

最近，Mirror 當紅，多了人關注本土樂壇，那是好事；但是如果歌曲風

格單一，那卻不是好事。早陣子，陳詠謙被人罵他的詞不行，現在他替

Mirror 填詞，大眾又對他改觀了。平心而論，〈蒙着嘴說愛你〉與

〈IGNITED〉其實不及他被批評的那些詞作之水平。流行曲歌詞的評價較

受外緣因素影響，詞作本身的質素有時反而不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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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欣賞與批評 

 

問： 您如何評價一首詞的好壞？ 

 

朱： 我還是會用傳統中文系的評價方法，去研究詞中的意象，有沒有意在言

外等。對於流行歌詞，我想再多加一項標準，首先，這首詞初聽時，已

可以使聽者把握到表層意義，若再細讀文本，又可以使讀者掌握到更豐

富的意義。如林夕寫的哲理作品，若只是依靠聆聽，較難掌握其意，這

類作品必須細讀文本才可以了解其好處。所以，若按傳統文學評論的標

準，這類作品是好詞，但未必是好的流行歌詞。我覺得好的流行歌詞典

型如林振強的〈細水長流〉，既是一首很動人的情歌，細心欣賞，又會發

現詞作做到情景交融，文學性很高。 

 

 

 

問： 樂府、宋詞、元散曲流傳至今，其文本絕大多數已脫離音樂，成為可以

獨立欣賞的作品。長遠而言，您認為粵語流行曲歌詞亦會脫離音樂作獨

立欣賞嗎？ 

 

朱： 科技會使音樂更容易保存。但是，我認為有些詞作跟樂曲的關係不太密

切，光是研究文本已足夠了。也許，黃霑會不同意我的說法，他認為流

行曲是由不同元素組成，曲、詞、編、監，缺一不可。當然，有些樂曲

與詞作呈現出特殊的關係，保留樂曲，有助於解讀文本。如林夕為達明

一派填詞的〈甜美生活〉，寫一對情侶談戀愛、結婚、生子的過程，但那

首樂曲旋律並不浪漫，完全不像一首標準情歌。這使我感覺詞作與樂曲

構成一種反諷的關係，原來所謂的甜美生活，就不過是結婚生子，枯燥

無味。可能，林夕不同意我的解讀，但我們大可不用理會作者的看法。 

 

 

 

問： 黃偉文曾與伍樂城主催「新廣東歌運動」，您怎麼評價這場運動？黃偉文

以口語入詞，您認為跟早年許冠傑、尹光的俚俗歌詞相比，在本質上有

何差別？以三及第語言填詞是否更能展現粵語的特色？ 

 

朱： 

 

 

 

 

黃偉文也承認，「新廣東歌運動」未竟全功，無法延續下去。原本，黃偉

文曾與伍樂城打算出版一張唱片，全部都是廣東話口語歌詞，但結果只

有五首作品面首，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唱片中。黃偉文比喻，寫口語歌

詞，好比拿榴槤去人家家裡吃，得先問准主人家是否接受；填口語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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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前，也是必須問准歌手、唱片公司是否接受。李彩華〈你唔愛我啦〉算

是「新廣東歌運動」中最成功的作品，詞中的「啦」字，只有用廣東話

唸，才能顯出其神韻，而且，以不同的聲調唸，意思會不一樣。然而，

對這首歌的評價頗為兩極，不喜歡的人，覺得肉麻，訕笑不已。市場會

覺得，口語入詞，只適宜處理某類題材，如許冠傑寫打工仔心聲， LMF

以 Rap 來諷刺時弊。 

總結來說，「新廣東歌運動」的失敗有兩個原因，一是難找到合適歌手演

唱，二是市場偏見，如不接受以口語寫情歌。且看黃偉文的口語作品，

其實跟許冠傑、尹光式的是有分別的。許冠傑早期的歌詞得黎彼得的幫

助，黎彼得是草根出身的詞人，所以對於俚俗語言能運用自如。如黎彼

得的〈打雀英雄傳〉，「上下家搏哂懵 依牙鬆貢眨眉眨眼打籠通／係咁鬆

正衰公」，很難想像黃偉文想寫出這樣草根的詞。尹光更以粗言諧音入

詞，如「少理阿爸」、「關人隱事」等。相對而言，黃偉文的口語詞是頗

優雅的，如他為 Gareth. T 寫的〈勁浪漫 超溫馨〉，「提子乾兩份搣  窮但

超溫馨」。 

說到三及第語言，確是更能展現粵語的特色。黃霑曾以全口語寫作歌

劇，但反應很差。因此，黃霑寧願用三及第語言填詞，如早期〈問我〉

「無論我有百般對」是書面語，「我係我」則是口語。根據黃志華的研

究，八十年代起，詞壇開始出現語言雅化，少了口語，多了書面語。黃

偉文是近年仍然堅持在適當時候以口語入詞的主流詞人。教書時，我曾

舉〈葡萄成熟時〉「時機先至熟透」作為口語例子。課堂上，有一名內地

生問，為甚麼不改成書面語「時機方會熟透」，同樣是協律。但我始終覺

得「先至」會更好聽。黃偉文的耳朵是極靈敏的。 

 

 

 

問： 《詞家有道》裡，李峻一說，「好像我們都聽得太多林夕的歌詞，很自然

以為好的歌詞便要像新詩。」您認同林夕的歌詞像新詩嗎？若認同，請

談談這種寫法的特色。《香港歌詞八十談》中，您曾形容李峻一的〈浮

木〉像新詩。您認為真的有一種填詞方法是新詩式的，又有另一種是非

新詩式的嗎？ 

 

朱： 

 

 

 

 

我會用林夕的文章〈一場誤會〉去回答這條問題。一般人覺得詩與詞截

然不同，林夕指出，這是誤會。林夕說，詩、詞的分別只是因應市場需

求的不同，填詞甚至比寫詩更具難度，因為填詞要顧及市場的需要、藝

術良心等。詩是以讀者為對象，詞是以聽者為對象；詩可以加插理智冷

靜的觀察，而詞當以感性為主，不應該加入過多硬性的資料。這是林夕

於八十年代的講法，但他後來的詞作已不斷打破上述界限，如〈再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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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丁目〉、〈富士山下〉就是以地名入詞。 

林夕有部份的作品是一題兩寫，既有新詩版本（見《十方一念》），又有

詞的版本。其中一首〈人造衛星〉，林夕為陳奕迅寫的詞裡，已用上新詩

的寫法，但未能揮灑而出，所以他另寫了一首新詩版的〈人造衛星〉，以

滿足創作慾。林夕曾以顧城和席慕容的新詩作對比，以突顯詩詞的分

別。他舉顧城的〈結束〉為例，「砍缺的月光，／被上帝藏進濃霧」，意

象之間較為斷裂，林夕說這屬於新詩寫法；而席慕容的〈戲子〉，「請不

要相信我的美麗／也不要相信我的愛情」，林夕認為這雖然是詩，但已靠

近詞的寫法。林夕後來有很多實驗性的嘗試，如〈觀世音〉，把一系列的

聲音羅列出來，「接吻聲 喝彩聲 派彩聲 拍檯聲」，聲音之間是斷裂的，

非常後現代。 

林夕可以嘗試不同的實驗，也跟八十年代末歌手樂隊的興起有關，這些

樂隊沒有主流歌手的偶像包袱，沒有固定的形像，勇於嘗試新事物。如

林夕為 Raidas 寫的〈吸煙的女人〉，「（讓上升的煙）織出一張摸不到的

臉」，寫法像新詩。現在，麥浚龍也不是迎合市場的歌手，所以林夕給他

填的詞，可以作很多的實驗。 

 

 

 

問： 若中文系的學生想研究粵語流行曲歌詞，您會推薦甚麼學術著作給他

們？特別是西方的學術著作。 

 

朱： 

 

 

 

 

 

 

 

 

 

 

 

雖然卜戴倫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但西方的學術傳統不太重視歌詞，著重

的是流行音樂研究。我去外國的學術會議報告香港歌詞文化，外國的學

者都會很訝異，歌詞有甚麼好研究的呢？直接探討歌詞的西方著作不太

常見，初入門者反而可以多看文學理論的書籍，如了解「作者已死」等

理論，那麼研究林夕時，便不必介意詞人的意見。 

《詞中物》中，我便曾引用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

統》的分類法，將文學世界分成四個部份，作品、世界、作者、讀者，

這分類去到劉若愚手中，變成了四分環。 

我讀中學的年代，老師教詩詞，都是知人論世的教法，讀〈將進酒〉，先

從李白的生平談起，然後將詩詞內容與作者生平扣連起來，最後歸納其

主旨。當你讀過西方文學理論後，你會發現評論一首作品，遠不止於一

種的方法。 

如果真的要介紹研究歌詞的著作，我會想到周耀輝與高偉雲合著的 Sonic 

Multiplicities，中文版《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但那

本書也不是專注於歌詞。 

11



 

朱： 

 

研究香港歌詞，黃志華的著作當然是必讀的，文本評論以外，他的書還

有歷史源流的梳理，顧及樂曲等多個方面。有一段時間，黃志華曾推動

先詞後曲，這些都是值得本地詞壇思考的問題。 

另一類值得讀的書，是詞人自己的著作，如小克《廣東爆谷》、盧國沾

《歌詞的背後》、向雪懷《愛在紙上游》等。我自己主編過三輯「香港詞

人系列」叢書，找專人研究，一位詞人一本專書，第一輯有黃霑、盧國

沾、鄭國江、第二輯有林振強、向雪懷、潘源良，第三輯暫時有林夕、

周耀輝。 

最初，我想做到評傳的形式，如中文系開設的的專家詞課程，但後來在

找作者時遇到困難，各人的風格都不一樣，難以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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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樹下結桃李——論張敬軒歌曲在流行曲歷史的角色〉 
 

蔡梓淇（聖保羅書院 2017年畢業生） 
 

一、 引言 
 
        在最新一期由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出版的雜誌 CASHFLOW，歌手張敬軒

先生談及流行曲的價值，他指出作為歌手最大的滿足感，就是發現自己唱的流行曲

比起單純地流行有更多價值：一首歌在人生不同階段聽在不同人耳中，有不同的份

量、用途和功能；有時一首簡單的歌曲，可以陪伴人走過最難行的時間。1張氏的意

思，就是希望突出聽流行曲的好處：陶冶性情、培養情感。填詞人周耀輝亦指出廣

東歌的價值，他認為以粵語作為母語，用母語表達的歌曲能夠牽動香港聽歌者的感

情，其他語言的歌曲無法取代。2聽廣東歌，是香港普遍市民的閑暇娛樂。仔細欣賞

美妙的旋律，細味歌詞意思，能夠培育大眾對音樂的認識；聽歌者亦隨着歌曲的播

放，從心中流露不同的情感，緊扣個人經歷，回顧過去，思考現在，展望未來，感

動人生，為生命添上色彩。 
 
        據資深樂評人黃志華先生的研究，第一批打正以「粵語時代曲」旗號出版的唱

片，在 1952 年夏天推出。3（注：黃氏研究指出，這批唱片的上市日期是 1952 年 8
月 26 日，屬和聲唱片公司第三十六期的七十八轉唱片出品。4這並不代表 1952 年之

前粵語歌未出現，只是在此之前的粵語歌曲還未有「粵語時代曲」的旗號。5）這幾

十年來，似水流年，粵語流行曲與大家風雨同路。年代在變，但相信大家對流行曲

的愛護不變。拙文從流行曲的歷史及歌詞角度，分析今次講座嘉賓張敬軒先生所唱

的歌曲，嘗試為這些歌曲定位，細說它們的影響力與流行曲歷史傳承的關係。 
 
        今次文章標題命名為「櫻花樹下結桃李」，靈感取自張氏歌曲《櫻花樹下》。

櫻花樹長出的果子遍落周圍，就像一首好歌感動來自四方八面的歌迷，令他們嚮往

傾聽。這教筆者想起樂壇前輩葉麗儀所唱的《獻出真善美》：「樂韻似春光燦爛明

媚，能夠令平淡變新奇，人縱是力倦與筋疲，歌聲消怨慮，惟願唱出人類善和美。」

一首「唱出人類善和美」的好歌，可以感動千百聽眾，也顯示其質素所在。還記得

前輩森森、斑斑所唱的《聽歌好處多》：「歌曲會替你說出心聲，歌聲心中輕播，

                                                      
1 Thomas Wong@ZtoryTeller：〈好好做個 Storyteller〉，《CASHFLOW Issue 100》（香港：香港作

曲家及作詞家協會，2023年），頁 16-17。取自

https://www.cash.org.hk/files/pdf/CASHFLOW100/html5/?fbclid=IwAR3zJybuBH3vYqlzxakDR4LjUw7_
53kYFGViHzSEEciZIpGekaY5_MEbKn8&pn=19，26-2-2023擷取。 
2 香港 01記者：〈廣東歌已死？填詞人嘆大學歌唱比賽一半普通話歌〉，香港 01網站（2016年）。

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55367/廣東歌已死-填詞人嘆大學歌唱比賽一半普通話歌，26-2-
2023擷取。 
3 黃志華：《原創先鋒——粵曲人的流行曲調創作》（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年），頁 16。 
4 同上，頁 62。 
5 同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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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a La，弦樂擴闊美嘅世界，陪住你伴住我。」一首好歌的另一條件，在於歌曲

能替人說出心中所想，引起聽眾共鳴。拙文收錄的幾首張氏名曲，旋律優美之餘，

歌詞內容更能引起大家認同和注意，可以說是近年粵語流行曲的卓越之作，蕩氣迴

腸，值得細聽。 
 
 
 
二、 對愛情的想像 
 

      「情歌」自粵語歌曲出現，一直都是歌詞的主要題材。無論是甚麼年代，一直

都有大量情歌湧現，只是旋律節奏隨年代改變，歌詞的表達方式也不同。從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的「尋伴侶大眾歡樂趣，求淑女愛她痴心最，日日快樂唱隨，做一對

好佳侶」、「妹愛哥情重，哥愛妹豐姿」之簡單直接；七、八十年代情歌百花齊放

——許冠傑的多元變化、黃霑的豪邁奔放、盧國沾「不同角度的情詞境界」6、鄭國

江筆下的溫情滿溢等；九十年代的浪漫情懷；到千禧後的詠物比喻抒情，各有特色，

雅俗共賞。張敬軒的情歌，著名的有《櫻花樹下》、《百年樹木》、《追風箏的孩

子》，都是詞人林若寧的作品。林若寧曾跟廣大讀者分享「好歌詞」的兩個標準：

能夠觸動他人、必對人有啟發。7而上述三首歌曲均達到「好歌詞」的水平。 
 
        《櫻花樹下》的開頭想像力豐富，以蟬撲入一雙肩膊，並將靦腆的顏容用櫻花

作比喻，然後立刻扣緊「櫻花」這個主題，將比喻融入情景，細說櫻花正開時未懂

得示愛，都花蕊跌下來才洞悉戀愛的無奈；最後一段歌詞則再以「櫻花」引出想像：

「如有天櫻花再開期望可跟你示愛，當天園林今天已換上滿地青苔。」這裏有種莫

名的蒼涼，帶出一切已不復再，事過境遷的悲酸。相信不少人聽過此曲也感同身受，

因此此曲容易引起共鳴。此處令筆者想起唐朝崔護的《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種時光飛逝，

往事如煙的嘆息，無論古今都經常發生在大眾身上。林若寧曾提到，自己大概五歲

時已能聽懂盧國沾填詞的《戲劇人生》，他認為盧國沾也是一個想法較為悲觀、沉

鬱、鬱鬱不得志的文人，他的詞對林氏來說有哲學成分。8剛好從盧國沾的詞作，找

到一首與《櫻花樹下》題材相近的歌曲，是 1979年寫給森森的《夢裡花園》：「造

了一個夢，夢見當年，曾遇見你於農村，也在斜陽裡，溫馨照我心，蝴蝶照樣飛花

前。夢已醒，似風吹過，如今空留紀念，從前幾多夢會重覆見過，每次醒來暗自

憐。」詞人想去珍惜每個夢的美好，以及夢裏的愛情，然而返回現實，一切皆空，

又如張國榮主唱的《儂本多情》（鄭國江填詞）所說：「情愛就好像一串夢，夢醒

                                                      
6 朱耀偉：《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 I》（香港：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2016年），頁 84。 
7 黃志華、朱耀偉、梁偉詩：《詞家有道——香港十九詞人訪談錄》（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頁 290-291。 
8 同上，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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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切亦空。」美好的愛情想像如風逝去，情境早已改變，帶出愛情如煙消逝的感

慨，與《櫻花樹下》如出一轍。兩代詞人，在流行曲歷史上相互呼應。 
 
        《百年樹木》是《櫻花樹下》的延續，歌詞講述男女主角分別在愛情故事發生

後十年、十五年、廿五年及二百年後所經歷的感受，當中經過人的成長與落幕。歌

詞中「在最燦爛時光交織美麗的錯愛，若有無奈，只有用新的愛情來做替代」相信

吐出不少人的心聲，也相信不少人像歌詞般所說，努力尋找新的愛情、新的快樂去

替代上一段情緣留下的失落。正如經典名曲《舊歡如夢》的歌詞：「祇有嘆息舊歡

似夢，早經消散莫再尋。」漫長的人生在緣分驅使下遇到種種愛，舊夢如煙逝去，

便去尋找新的愛情彌補缺陷。在哲理上，這沒分對與錯——好在有新的愛情滋潤，

人生從而精采開朗；壞在當舊愛離去後立即找新的情緣，情海翻波，似乎沒有歸處，

容易徬徨悵惘。願看到這裏的讀者會記住鄧麗君的《漫步人生路》：「讓疾風吹呀

吹，儘管給我倆考驗。小雨點，放心灑，早已決心向著前。」情緣經歷風雨幻變而

屹立不倒，才會長久、堅固和不朽，筆者相信這是真愛永恆的價值，經得起歲月的

洗涮，讓愛情的種子長出健康的「百年樹木」吧！ 
 
        《追風箏的孩子》全曲以優美的景物比喻及描寫撰成，把「風箏」及「嘆息橋」

作為歌詞重心，帶出男女主角相識、分開於嘆息橋的感受；風箏離不開嘆息橋、斷

了線的描述，更為全曲營造無奈、傷嘆的氣氛。用「風箏」來寫歌詞不是第一次，

1980 年麗的電視（即亞洲電視前身）劇集《驟雨中的陽光續集》的主題曲便是名為

《風箏》。填詞人盧國沾將歌唱者與風箏相連繫：「讓我再追尋，尋到溫馨的愛心；

遇到冷風時，仍然暖薰薰。曾經想過，為何我重記得你，好比那風箏線牽引。」可

能是配合劇情的關係，此曲以溫柔的文筆寫出一絲絲正面、美滿的情感：「但我永

不忘，付過一顆真心；但你似朵雲，未為線牽緊。無盡的歡笑，仍然記在我心間，

心坎裏留下烙印。」詞人以真摯的文筆，寫出風箏為歌唱者帶來的溫馨和歡樂。二

十多年後的《追風箏的孩子》，同樣是風箏，道出不一樣的情懷，這顯示粵語歌曲

創意無限，將同樣的事物以兩種方式表達出來，各有特色，同樣出眾，深得聽眾欣

賞，得到大家共鳴，此處就是粵語流行曲的精髓所在。 
 
        《櫻花樹下》、《百年樹木》及《追風箏的孩子》都是張敬軒先生的情歌傑作。

歌曲以樹木、風箏——大眾所認識的事物作為抒寫對象。開首說過，詞人林若寧認

為好的歌詞必須觸動他人和對人有啟發，而林氏做到的，是他成功地從「樹木」、

「風箏」等看似平平無奇的事物引導聽眾，為他們帶來無窮想像，以文字細說這兩

樣東西牽引的愛情方向與情景，讓聽眾幻想、構思美麗而浪漫的畫面，使景象栩栩

如生，恍如往事歷歷在目，令人人陶醉於歌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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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生活的描寫 

 
        在流行曲的領域，除了情歌外，有不同類別、不同題材的歌曲。愛情是生活的

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要令粵語歌曲多元，詞人要從多方面入手撰寫歌詞。他們擅

寫在大眾身邊的一點一滴，用心描述於大家旁邊存在的事物。以 1980年盧業瑂所主

唱的《為甚麼？》為例，此曲歌詞便是討論人的生老病死——生：「為甚麼生世間

上，此間許多哀與傷。」；老：「為甚麼雙鬢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病：

「為甚麼竟會生病，輾轉反側在床上。」；死：「為甚麼淒冷孤寂，輕飄飄像無

力。」人的一生本來可能很平凡，但透過文字的精彩描述，可以使生活素描由平淡

枯燥變得閃閃生輝。張敬軒的《懷舊情人》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它含有生活情

景的細緻描述，如「想坐咖啡廳躲開人煙，共妳聽聽黑膠唱片」、「然後想，掉棄

手機裱起油畫，沒有 wifi 只得結他，想嘈雜裡尋優雅」等等，將黑膠唱片、油畫、

結他等實物代替手機、Wi-Fi，以符合懷舊的主題；而歌詞亦十分點題：「潮流變，

偏偏想寫經典，綿綿情話陳舊卻自然，誰又介意小小缺點。」從此帶出歌曲主題：

情人戀愛不必太新潮，只要彼此心靈相通，懷舊也可以是很好的情調，為「生活」、

「愛情」開拓出新的寫詞方向。 
 
        生活，離不開時光的匆匆飛逝，張敬軒名曲《青春常駐》便是探討這一話題。

時間回到 1982年，雷安娜主唱的《聚散太匆匆》說到愛情的偶遇太過匆匆：「曾願

意終生依托，他卻像天外流雲，深信是萍水再遇也匆匆，心中渴望難自禁。」黃霑

作曲、填詞的《流去如逝水》則抒發愛情匆匆消逝的感概：「流去如逝水，還似淚，

遺下在我心，幾次醉！人已沒有唏噓，緣盡了就應該去，別了不會復求再聚。」回

到張氏的《青春常駐》，寫時間過得快速，希望好時光能夠停留的渴望，填詞人黃

偉文則爆發出不少創意，以連串疑問來訴出對歲月老去的感嘆。「叮噹可否不要老，

伴我長高。星矢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討。」以上開頭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把卡

通「叮噹」、「星矢」融入歌詞，能引起聽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共鳴，增強歌曲的

說服力。在副歌中，歌詞又帶出了疑問：「為何在遊蕩裡，在遊玩裡，突然便老去；

談好一個事情，可以兌現時，你又已安睡。祈求舊人萬歲，舊情萬歲，別隨便老去；

時光這個壞人，偏卻冷酷如許，離場慢些也不許。」此處帶出這個世界上，大眾無

論如何都無法阻止時光迅速流逝，所迸發出的無奈情感。這種想法在生活上很多人

都有，題材貼近羣眾，因此容易受歡迎，是出色的作品。 
 
        在多姿多采的生活裏，除了描寫愛情與時光，當然每個人生存在世上，都會遇

到正面、反面的事情，總會碰見困難，很少一帆風順。說到此處，筆者想起一首由

「凡人」和「魔鬼」合唱的經典歌曲——《難為正邪定分界》。「努力興建」的

「凡人」樂觀地說：「對抗命運，但我永不怕捱，過去現在，難題迎刃解，人生的

彩筆蘸上悲歡愛恨，描畫世上百千態。」相對地，「盡情破壞」的「魔鬼」邪惡地

講：「控制命運，任我巧安排，看似夢幻，凡人難盡了解，人間的好景，給我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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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榮辱愛恨任分派。」在正反相對的場面，人們如何決定，取決於個別想法，

但每個決定都會帶來不一樣的故事，而描述這些故事，文字發揮最大的功用，是將

所表達的想法在讀者角度變得活潑生趣。與《難為正邪定分界》主題如出一轍的

《相對論》，由張敬軒與前輩林子祥合作，這首由林子祥作曲的歌曲，很有他的個

人風格，其急速的節奏教人想起同是林氏作曲的《海市蜃樓》。資深詞人潘源良的

歌詞，反映了生活事情的多面：「從前是追夢的少年，原來是孤獨的背面。從前是

不斷的向前，然後跌絆卻不間斷。從前是珍重於眼前，回頭便不願多見面。才明白

事情有幾面，隨著變動時態一再現。」生活就是這樣，既溫暖又殘酷，大眾如何取

捨，就要靠各位的意志了，永遠堅持下去，才是對生命來說最好的選擇。 
 
        描寫生活的美好，筆者自然想起譚詠麟主唱的《愛是這樣甜》：「期望每朝早，

起身一吻紅的臉，共回味情夢最甜，新鮮早餐奉獻。期望每朝早，返工衣著同挑選，

一切一切共分享，愛是這樣甜。」盧國沾筆下溫馨愉快的畫面，給予人善待生活、

期待生活、珍惜生活的憧憬。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多元化，本段所提及張敬軒的三首

歌曲：《懷舊情人》、《青春常駐》及《相對論》分別探討生活中的愛情、時光及

每項事情的正反面，開拓出不同的小品題材，為歌壇添上色彩，效果有如陳百強作

曲及主唱，鄭國江填詞的《漣漪》：「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全為你泛起生氣。」生

活本來平淡，但有了文字、歌詞的滋潤，變得繽紛有趣，生機處處。至於流行歌曲，

從多方面描述都市人的生活，亦開拓出多元的寫作方向，能夠幫助流行歌詞日後的

發展，激發無限創意。 
 
 
 

四、 信仰與希望 
 
        信仰可以慰藉心靈，給予人信心去面對逆境和困難，對未來抱有希望，豎立正

面且正確的價值觀，為社會帶來正能量，具勵志作用。自粵語時代曲於 1952年打正

旗號面世，每個年代都有不同勵志歌曲，振奮人心。粵語流行曲在七十年代振興，

勵志歌曲也隨之成為熱門題材，感動一代一代的普羅大眾，陪伴大家成長。1978 年，

歌手徐小鳳推出唱片《風雨同路》，其同名主打歌的歌詞勉勵大眾勇於共同跨過障

礙，引起共鳴：「不必怕多變幻，風雨同路見真心，月缺一樣星星襯。」同一專輯

內，還有一首《人生滿希望》，其勵志歌詞更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看夕陽，滿

盼望，人生滿希望。前途在遠方，縱使失望，悲哀化力量。」文章開首說過，張敬

軒指出一首簡單的歌曲可以陪伴人渡過最難行的時間，9筆者覺得，勵志及信仰歌曲

在此時可以發揮重大作用。八十年代，翁倩玉主唱的日劇《阿信的故事》粵語主題

                                                      
9 Thomas Wong@ZtoryTeller：〈好好做個 Storyteller〉，《CASHFLOW Issue 100》（香港：香港作

曲家及作詞家協會，2023年），頁 16-17。取自

https://www.cash.org.hk/files/pdf/CASHFLOW100/html5/?fbclid=IwAR3zJybuBH3vYqlzxakDR4LjUw7_
53kYFGViHzSEEciZIpGekaY5_MEbKn8&pn=19，26-2-2023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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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信》，可以說是勵志歌曲的巔峰，深受大眾歡迎，其正面的歌詞可謂代表小市

民的奮鬥心態：「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從來沒抱怨半句不去問理由。仍踏著前路

走青春走到白頭，成功只有靠堅守信心奮鬥。」時代改變，勵志歌曲的市場也不像

以前廣受歡迎，曾填寫不少勵志歌詞的資深填詞人鄭國江，接受亞洲電視《香港百

人》訪問，他說香港的「八十後」出生於社會比較富裕的年代，要跟他們講掙扎、

奮鬥，他們會覺得很奇怪，反問需要奮鬥甚麼。10在勵志及信仰歌曲息微的近二十

年，仍有不少音樂人參與這些歌曲的創作，其中一位便是張敬軒先生。 
 
        張敬軒曾經主唱信仰歌曲《遇見神》，歌詞圍繞歌頌耶和華的愛與包容，帶給

人心靈安慰、身心舒泰的感覺：「如何遇見神，被擁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彷彿

天邊遠，流連遊盪，暗失方寸。然而遇見神，被指引，再生精采心內滲。只因有你，

只因有你，了不起！」這裏除了表現歌者對信仰的虔誠外，而且歌者作為公眾人物，

向大眾豎立了良好榜樣，藉此以正面的信念感染聽眾，讓他們在聽歌期間洗滌心靈，

享受和平與安寧，反思人生，以裝備和增值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另一首很有意義的歌曲，就是張敬軒早年發表的《Blessing》，這亦是著名填

詞人黃霑的最後一份詞作。整份歌詞帶出十分正面的訊息，直接坦率地表達出要感

恩世界、感恩英雄的溫馨話語。有論者認為，黃霑的歌詞意義深長，指出「黃霑有

如爺爺教導張敬軒珍惜流行文化，勉勵晚輩繼續努力」11。學者梁偉詩更嘗試想像，

《Blessing》「是黃霑一生的觀照」12、談論的是「香港流行文化上的承傳」13；此

曲還代表了「相信他（指黃霑）主觀地也希望香港粵語流行曲，真正能夠細水長流、

生生不息」14。斯人已去，我們無法清楚知道黃霑這份歌詞背後的含意，但無可否

認的是，這首歌曲代表了兩代音樂人的傳承——前輩黃霑將其文字心意寄托給後輩

張敬軒，並由張氏唱出，將人間的愛與感恩透過粵語歌曲薪火相傳，為粵語流行曲

豎立了正面的精神和意義，以音樂造福世人。黃霑晚年曾在其博士論文感慨地寫道：

「年輕歌迷語文水準不高，對歌詞的挑剔自然不多，因此歌詞的水準，除創意重覆

之外，交字亦很多不通之處。香港報章上的劣評，幾乎讀之不盡。」 15再看

《Blessing》的歌詞，它仍然保留着黃霑歌詞優雅的韻味。例如「前人留福蔭，都

化春風暖世間」，就教人想起《獅子山下》的「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

香江名句！」，以及《令我心溫暖》的「無論我境況點變，不會改變，陪著我共生

共存！朋友知交彷似是太陽，長令我深心溫暖！」前人在獅子山下播下祝福的種子，

                                                      
10 YouTube：〈鄭國江《香港百人》93 | Hong Kong 100 VIPs | ATV〉。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KiJIUIWnM，7-3-2023擷取。 
11 陶君麗：〈從〈Blessing〉看黃霑對後世的寄語〉，香港歌詞研究小組（2014年 9月 24日）。取

自 https://cantonpopblog.blogspot.com/2014/09/blessing.html，8-3-2023擷取。 
12 梁偉詩：《詞場——後九七香港流行歌詞論述》（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 65。 
13 同上。 
14 梁偉詩：《詞場——後九七香港流行歌詞論述》（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 65。 
15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

文，2003年），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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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像朋友一樣和諧親切地共處，令人間更溫暖——從歌詞流露出的善意，都是黃

霑歌詞的特色，同時筆者相信這也是他的願望。另外，《Blessing》中的「人間全

賴有好英雄，豁出種種英勇，為人類造了美境」，則呼應其七十年代所寫的《近代

豪俠傳》主題曲：「英雄好漢，胸懷大義，五湖七海裏，俠客多君子……當仁拋小

我，捨身成大事，永垂青史裏，熱血是男兒。」英雄仗義救人的俠客精神，為世人

景仰和學習，都從黃霑的詞作流露出來，流露出一份正義感。這些正面的價值觀和

思想，從新一代的歌手唱出來，別具一番新氣象和意味。 
 
 
 

五、 結語 
 
        拙文從三個方向：愛情、生活和信仰，討論了張敬軒主唱歌曲的主題，並引用

了不少經典金曲的歌詞，嘗試將現今的流行曲與昔日的相連繫，帶出粵語流行曲題

材精髓的代代傳承，希望塑造出粵語流行曲作為城市流行文化的代表產物，無論何

時都散發出無窮的光芒和吸引力。黃霑在其博士論文的結尾，以「一代一聲音」來

概括香港流行音樂。16他指出，香港流行音樂「能廣泛流傳，受到當時的人欣賞傳

誦，必然因爲這些聲音，觸動了時人心弦，引起了並（共）鳴，而且獲得廣泛回

響。」17這可見，黃霑身為流行音樂的創作人身分，他始終覺得音樂能深受大眾歡

迎，是在於美妙的旋律能夠達至感人的程度。他又形容香港流行音樂是「揉合中西

音樂元素，承先啓後的現代聲音」18。由於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她能包容中樂及

西樂。在昔日的粵語歌壇，我們可以見到歌手羅文穿著唐裝長袍拍攝音樂專輯《卉》

的封面，主唱中國風的歌曲；又可以見到他穿現代時裝手取一支「咪」拍攝另一音

樂專輯《舞台上》，十分時尚。我們可以在《近代豪俠傳》的唱片封面見到關正傑

手捧結他，形象西化；但又可以在電視螢光幕看見他穿中國長袍唱起「心鏡不染俗

塵，似流水共行雲」的中國風歌曲《醉紅塵》。正如黃霑在論文所述，好的歌曲是

應該能夠引起大眾共鳴，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歌神」許冠傑與資深詞人黎彼得合

作所寫的一系列諷刺時弊之流行歌曲，好似「糖又加，鹽又加，成日咁加任佢話」

的《加價熱潮》。一個健康而有能力持續發展的樂壇，應該包容多元題材、老少咸

宜的歌曲，互相切磋並存。常說七、八十年代是樂壇最光輝的年代，那正是因為當

年的多元——有主流情歌、諷刺時弊的鬼馬歌曲、勵志歌曲、流行兒歌、中國風歌

曲，甚至城市民歌等，適合不同年齡層的聽眾，引起他們的共鳴。學者朱耀偉指出：

「香港樂壇一向以年輕人為主，但當年除了有陳百強、林姍姍的〈再見 puppy love〉
和露雲娜的〈荳芽夢〉之外，也可以有較成熟的實力派歌星如關正傑眷戀殘夢，甄

妮可以再度孤獨，徐小鳳也嘗試深秋立樓頭，於是老中青三代聽眾的情感各有依歸。

假如成年聽眾流失，主流歌手無法成長轉型，最終惡性循環，歌曲種類只會更加單

                                                      
16 同上，頁 182。 
17 同上。 
18 同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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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19筆者同意這個說法，要支持樂壇，音樂人必須創作多元化的歌曲去符合

不同年齡層樂迷的需要，令廣大聽眾一起去關心和欣賞音樂，這才是真正為樂壇開

墾健康的路徑，為流行音樂注入動力和希望。 
 
        這二十多年來，張敬軒先生除了主唱不少廣為人知的流行歌曲外，更樂於與不

少前輩，如林子祥先生、阮兆輝先生合作。為人稱道的是，張氏的歌曲《魂遊記》

混合了南音及粵語流行曲元素，而張氏接受訪問時更表示希望年輕朋友認識傳統藝

術。20將南音和粵語流行曲連繫是十分有特色的音樂配搭，既吸收了傳統中國文化

的養分，又加入了西方流行音樂的元素，中西合璧，在傳統和新穎的方向之間探索，

別具意義。 
 
        粵語時代曲打正旗號面世已經七十年了，它所走過的路途遙遠而曲折。時至今

日，粵語流行曲依然廣受大眾關注和討論，筆者衷心希望音樂界能夠群策群力，除

了創作有水準、有意思的歌曲外，更要努力傳承樂壇前輩留下來的精神模樣——上

述提到中西合璧、多元並存的要素，培養出更美妙的旋律，更優雅的歌詞，更舒適

的音樂，傾出全力造福廣大聽眾。最後以盧國沾填詞的《乘風破浪》作結：「帆盡

高張，破浪乘風去，無盡困難終須消失去。」期待粵語樂壇繼續百花齊放，勇往直

前！ 
 
 
 
 

六、 附錄 
 
本文章提及張敬軒主唱粵語流行歌曲一覽 
 

1. 《櫻花樹下》（曲：伍卓賢；詞：林若寧；唱：張敬軒；2008年。） 
2. 《百年樹木》（曲：伍卓賢；詞：林若寧；唱：張敬軒；2018年。） 
3. 《追風箏的孩子》（曲：季忠平；原詞：王中言；粵語改編詞：林若寧；唱：

張敬軒；2007年。） 
4. 《懷舊情人》（曲：唐紹崴 / 高維綸；詞：張楚翹；唱：張敬軒；2021 年。） 
5. 《青春常駐》（曲：張敬軒 / Johnny Yim；詞：黃偉文；唱：張敬軒；2014

年。） 
6. 《相對論》（曲：林子祥；詞：潘源良；唱：張敬軒、林子祥；2009年。） 
7. 《遇見神》（曲、詞：西伯；唱：張敬軒；2006年。） 
8. 《Blessing》（曲：張敬軒 / 常石磊；詞：黃霑；唱：張敬軒；2004年。） 
9. 《魂遊記》（曲、編、監：伍卓賢；詞：黃詠詩；唱：阮兆輝、張敬軒；

2021年。） 

                                                      
19 朱耀偉：《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19年），頁 213。 
20 〈阮兆輝 x 張敬軒《魂遊記》不一樣的南音傳承〉，英皇娛樂 EEG.ZONE（2021年 4月 8日）。

取自 https://eeg.zone/#/news/2923，9-3-2023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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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提及其他粵語流行歌曲一覽 
 

1. 《獻出真善美》（曲：Don Black / Geoff Stephens；詞：鄭國江；唱：葉麗

儀；1980年。） 
2. 《聽歌好處多》（編：區志雄；詞：鄭國江；唱：森森、斑斑；1979年。） 
3. 《快樂伴侶》（曲：呂文成；詞：周聰；唱：周聰、呂紅；1953年。） 
4. 《一水隔天涯》（曲：于粦；詞：左几；唱：韋秀嫻；1966年。） 
5. 《戲劇人生》（曲：黎小田；詞：盧國沾；唱：葉振棠；1980年。） 
6. 《夢裡花園》（編：顧嘉煇；詞：盧國沾；唱：森森；1979年。） 
7. 《儂本多情》（曲：黎小田；詞：鄭國江；唱：張國榮；1984年。） 
8. 《舊歡如夢》（曲：許石；詞：龐秋華；唱：譚炳文；1966年。） 
9. 《漫步人生路》（曲：中島美雪；詞：鄭國江；唱：鄧麗君；1983年。） 
10. 《風箏》（曲：黎小田；詞：盧國沾；唱：曾路得；1980年。） 
11. 《為甚麼？》（曲：五輪真弓；詞：鄭國江；唱：盧業瑂；1980年。） 
12. 《聚散太匆匆》（曲：鍾肇峯；詞：鄭國江；唱：雷安娜；1982年。） 
13. 《流去如逝水》（曲、詞：黃霑；編：奧金寶；唱：汪明荃；1982年。） 
14. 《難為正邪定分界》（曲：顧嘉煇；詞：鄭國江；唱：葉振棠、麥志誠；

1982年。） 
15. 《海市蜃樓》（曲：林子祥；詞：鄭國江；編：Chris Babida；唱：林子祥；

1982年。） 
16. 《愛是這樣甜》（曲：盧冠廷；詞：盧國沾；編：盧東尼；唱：譚詠麟；

1984年。） 
17. 《漣漪》（曲：陳百強；詞：鄭國江；唱：陳百強；1982年。） 
18. 《風雨同路》（曲：筒美京平；詞：鄭國江；唱：徐小鳳；1978年。） 
19. 《人生滿希望》（曲：M. Nakajima；詞：鄭國江；唱：徐小鳳；1978

年。） 
20. 《信》（曲：林敏怡；詞：鄭國江；編：林敏怡；唱：翁倩玉；1985年。） 
21. 《獅子山下》（曲：顧嘉煇；詞：黃霑；編：顧嘉煇；唱：羅文；1979

年。） 
22. 《令我心溫暖》（曲：調寄 “Amazing Grace”、顧嘉煇；詞：黃霑；編：顧

嘉煇；唱：鄭少秋；1981年。） 
23. 《近代豪俠傳》（曲：顧嘉煇；詞：黃霑；編：顧嘉煇；唱：關正傑；1976

年。） 
24. 《醉紅塵》（曲：顧嘉煇；詞：鄭國江；唱：關正傑；1981年。） 
25. 《加價熱潮》（曲：De Knight-Freedman；詞：許冠傑、黎彼得；唱：許冠

傑；1979年。） 
26. 《再見 Puppy Love》（曲：林慕德；詞：卡龍；唱：陳百強、林姍姍；1985

年。） 
27. 《荳芽夢》（曲：Anders Nelsson；詞：林振強；唱：露雲娜；1981年。） 
28. 《殘夢》（曲：黎小田；詞：盧國沾；唱：關正傑；1979年。） 
29. 《再度孤獨》（曲：伊藤薰；詞：林振強；編：鮑比達；1984年。） 
30. 《深秋立樓頭》（曲：Janis Ian；詞：湯正川；唱：徐小鳳；1979年。） 
31. 《乘風破浪》（曲：顧嘉煇；詞：盧國沾；唱：楊詩蒂等合唱；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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