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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行曲中的香港流行曲中的

非情歌非情歌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

上榜歌曲題材統計上榜歌曲題材統計（（1976-19781976-1978））
年份 1976 1977 1978

主題類別 次數 次數 次數
愛 情 77 89 91
樂觀奮發 10 14 9
武 俠 4 9 20
歌頌自然 6 4 4
變幻人生 0 9 10
諷刺社會 3 2 11
人情冷暖 3 0 5
個人英雄 3 6 2
打 工 仔 3 3 0
兒時歌曲 1 3 3
處世哲學 0 4 9
其 他 0 7 6
共 計 110 150 170

摘錄自李慧怡、葉雅媛《流行歌曲與
社會變遷》，原載1979年《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系傳播學系學術年刊》。

232232首首「「社會歌曲社會歌曲」」語調觀察語調觀察
語調（次）個人歌手 樂隊組合 總數

主題 正 中 負 正 中 負 正 中 負

1.政府政策
2.社會問題
3.現代生活
4.理想生活
5.人生觀感
6.處世哲學

摘錄自麥佩雄《情歌浪潮中的一股灰色
暗湧─「社會歌曲」「政治歌曲」在香港》，
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系學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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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行歌曲中的香港流行歌曲中的
「「社會歌曲社會歌曲」」與與「「政治歌曲政治歌曲」」
（（1984-19881984-1988））

摘錄自麥佩雄《情歌浪潮中的一股灰色暗湧── 「社會歌曲」 「政治歌曲」 在香港》，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新
聞與傳播學系學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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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漢子》是
創作歌手林子祥
創作的非情歌作
品之一

▲填詞人黃霑（左三）與溫拿樂隊

▼Beyond樂隊主音歌手黃
家駒一九九一年在香港體育
館「生命接觸演唱會」中演唱
，非情歌《海闊天空》可說是
他的代表作

▲填詞人小美（左）及歌手許冠傑。許冠傑的《鐵塔凌雲》描寫遊子望
鄉之心，《半斤八両》則反映打工仔心聲

▲填詞人盧國沾在一九八▲填詞人盧國沾在一九八
三、八四年間提倡三、八四年間提倡「「非情非情
歌運動歌運動」」

▲填詞人林振強▲填詞人林振強

▲填詞人林夕▲填詞人林夕

▲填詞人鄭國江▲填詞人鄭國江

非情歌，意即主題並非愛情的歌曲，一直是
人們談論香港流行歌曲的焦點之一。而人們總是
感到，情歌太多太氾濫，非情歌卻太少。這種情
歌氾濫感覺，可說多年以來從沒變過。

然而流行歌曲是屬於平民百姓的大眾文化，
情歌題材佔的比例較多，是正常現象。看看中國
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任誰也難否認，其
中的情歌題材佔的比例亦不少！而我們所以渴望
流行歌曲之中能多一點非情歌曲，原因之一乃是
期望歌曲題材多元化，不想來來去去只有愛情。

非情歌產量開始增加
不妨讓時空回到一九九四年夏秋之間。其時

有一個名為 「香港政策透視」的組織，得出一項
研究結果： 「過去十年之得獎金曲為一百三十八
首，其中有一百零二首之歌曲素材為分手、離別
、舊情新愛、欲與性兼而有之；反而親情友情、
和平正義博愛的思想在歌曲內容中甚少出現。」
當時有社工直言擔心這些流行曲令青少年產生錯
覺，認為只有愛情是人生最重要之一部分。

當時，香港電台為了回應這個研究結果，搞
了一個關注情歌氾濫研討會，可是在會上，年輕
歌手表示讓其唱非情歌勵志歌沒有說服力，填詞
人林夕則表示如要填非情歌，須向唱片公司申請
。唱片監製關維麟則說： 「非情歌數量雖及不上
情歌，也維持一定數目。但看看市場，如電台選
播歌曲或點唱情況，就知情歌最受歡迎。唱片是
商品，不能搞一些使自己沒飯吃的歌曲，何況要
滿足傳媒與歌迷。」

上面一段所引的言辭，是個小小縮影，可謂
放諸任何時候皆準。但筆者想告訴讀者，近年來
的香港流行曲，非情歌曲的產量肯定是增加了的
。限於條件，筆者並沒有確切的數據。但觀乎筆
者所寫的詞評專欄，每周要評一首歌詞，卻幾乎
做到所評的俱是非情歌歌詞，這在十年八年以前
是不大可能的。這情況當是因為非情歌產量增加
了，才能出現的。事實上，現在以非情歌作主打
歌亦不乏例子，像近期李克勤的《活着為求什麼
》，周柏豪的《斬立決》等等。

盧國沾倡「非情歌運動」
說起來， 「非情歌」這個詞語，是因為一九

八三、八四年間，填詞人盧國沾獨力發起一個運
動而開始知名起來的。盧國沾當年發起這運動，
是有感於兩項現象，一是見市面上流行的歌曲又
見情歌氾濫，二是他自己接的填詞工作， 「訂單
」亦是情歌為多。基於使命感，盧國沾希望透過
自己在填詞界的名望，以及所擁有的報上專欄，
既身體力行多寫非情歌並游說唱片公司接受，亦
時常鼓吹非情歌應在流行歌曲中有一定比例。

現在回望一下，筆者相信即使盧國沾不發起
這個運動，當時的非情歌仍會有一定的小小產量
。何況，在盧國沾 「非情歌運動」基本上偃旗息
鼓之後的一九八六年，卻因為樂隊潮流的興起，
「非情歌」的產量頗見增加，因為樂隊的形象倒

是適合演唱非愛情題材。但盧國沾發起了這運動
，非情歌的波瀾自是 「大興」了一點。至少，香
港電台也做了回應動作：搞了一次 「非情歌填詞
比賽」，林夕的作品因此而得到首次灌錄唱片的
機會─那是由鍾鎮濤主唱的《曾經》，收錄在
一張名為 「青春節奏」的雜錦唱片內。

其實，大專學生對非情歌都比較關注，他們
以此為題材撰寫的論文估計數量不少，大抵每幾
年就會有一兩份這樣的論文。筆者非學界中人，
卻在機緣下接觸過兩篇。一篇是李慧怡、葉雅媛
合寫的《流行歌曲與社會變遷》，原載一九七九
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傳播學系學術年刊》。

一篇是麥佩雄撰寫的《情歌浪潮中的一股灰色暗
湧── 「社會歌曲」 「政治歌曲」在香港》，是
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系學生論文。這兩篇論文，分別反映了上世紀七
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某時段中，非情歌的生產情形
。有了這種實在而知性的文字分析，我們遂得以
具體了解非情歌在流行音樂世界中的狀況，甚至
可以舉一反三，思索而今的非情歌現狀。

愛情歌曲仍然稱霸
不過這兩份論文的研究樣本的取樣方式完全

不同，李慧怡、葉雅媛合寫的一篇，樣本歌曲取
自香港電台流行榜的上榜歌曲。而麥佩雄撰寫的
一篇，樣本歌曲直接取自唱片，流行與否對樣本
並無影響。前者可以看到當時社會非情歌的流行
狀況，後者則看到某兩類非情歌曲在流行音樂生
產上佔的實際比例。

表一取自《流行歌曲與社會變遷》一文，當
中有個別分類未必妥當，像 「武俠」一類，其中
的主題可能是愛情，也可能是哲理、勵志等非情
題材，而 「變幻人生」與 「處世哲學」兩類可併
合為 「人生哲理」。表中研究了一九七六至七八
年間上榜歌曲在題材上的變化，粗略可知，在非
情歌之中，較受歡迎的是 「樂觀奮發」、 「變幻
人生」、 「諷刺社會」和 「處世哲學」這幾個
類別。

該文就這些數據指出了三點：一是武俠歌曲
異軍突起，二是諷刺社會為主題的歌曲日漸增加
，三是愛情歌曲仍然稱霸。對於第一點，文中分
析謂： 「武俠歌曲是市場主義與傳播機構刻意安
排的產物」、 「武俠歌曲主題多樣化，也是吸引
聽眾的原因之一……而且文字不像一般粵語的鄙
俗，故此更易為人接受。」我們印象中，七十年
代的粵語流行曲的題材是很多元化的。但李慧怡
、葉雅媛兩位學生的研究，可糾正我們的錯覺，
實際上是 「愛情歌曲仍然稱霸」。

情歌浪潮中「灰色暗湧」
表二和表三取自《情歌浪潮中的一股灰色暗

湧─ 「社會歌曲」 「政治歌曲」在香港》一文
，它展示的數據，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這
五年之中，香港的流行歌曲唱片內， 「社會歌曲
」和 「政治歌曲」的產量變化狀況。期間，一九
八四年是盧國沾 「非情歌運動」的尾聲，一九八
六年及其後是樂隊潮流掀起並漸盛的日子。

從表二中可見，五年間有四百九十二張唱片
推出，其中政治及社會歌曲共二百八十六首。設

若一張唱片有十首歌曲，於是上面的數據就相當
於政治及社會歌曲佔流行曲生產總數的百分之六
也不到。於此可見，即使有樂隊潮流的助力，非
情歌裡的政治及社會歌曲，佔流行曲總數比一成
還要少。

在表三還可看到，那些社會歌曲之中，語調
負面的 「現代生活」題材以及語調正面的 「處世
哲學」題材，是佔頗多數量的。這些跟表一中的
數據分布是頗相似的，而這也說明了在七十和八
十年代，情歌氾濫與非情歌稀少的失衡，一直如
是，並沒有因為有 「非情歌運動」或 「樂隊潮流
」而有太大改變。

「社會歌曲」日漸抬頭
相信， 「現代生活」題材語調多負面，是人

們普遍對現代生活的形態甚是不滿意的反映。至
於 「處世哲學」題材語調多正面，反映的大抵是
八十年代香港社會經濟繁榮，人們普遍傾向滿懷希
望。其實麥佩雄在論文中還統計了填詞人創作「社
會歌曲」的數據，其中林振強最多，達二十一首，次
為潘源良，二十首，鄭國江則有十九首。這方面是反
映了寫「社會歌曲」關乎詞人的創作取向，與「非情
歌運動」及「樂隊潮流」關係不大。

如前文所言，近年來的香港流行曲，非情歌
曲的產量肯定是增加了的，這話雖沒有實際的統
計數據，但印象應該是對的。要是估計其百分比
，倒可能還是不足一成。筆者猜想，非情歌產量
升了，一來是粵語流行樂壇市道低迷，業內的製
作人反而願意讓題材稍多元化，希望刺激市場；
二來，香港回歸以來
，人們普遍關注到
香港社會上的諸般
問題，這間接導致
多了非情歌面世
。

總括而言，
流行歌曲中的情歌
生產量，總是比例
甚大的。縱使有人
指出這是 「氾濫」
卻也是從沒有變改
過的正常狀態。但
我們倒也要認識清
楚，近年的非情
歌產量確也是
增 加 了 ， 不
要為情歌氾
濫的表象所
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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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華

▶鍾鎮濤主唱的
《曾經》，收錄在
一張名為「青春節
奏」的雜錦唱片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