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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粵語短歌．無力回天

 本來，在同一時期，新品種的粵語歌曲，已在香港出現。這些歌曲，
理論上，很有可能填補傳統粵曲騰出來的市場空間。因為，這類歌，在幾方面
看，都有「承先啟後」的優點﹕一方面，繼承粵曲傳統，而比冗長的粵曲短；
另一方面，採納更接近聽眾的自然發聲唱法，摒棄粵曲以往過多「地方戲曲」
的老舊感覺和味道。這些歌，配合適應時代的流行節奏，用洋樂器伴奏。加上
歌詞不再用典故或用深字來力求優雅，大膽以貼近口語的方法來填寫歌詞，各
種特點，都似乎能夠追上時代。因此，有唱片公司便索性開宗明義，標榜這些
歌曲為「粵語時代曲」1。

 參與這些「粵語時代曲」創製工作的人不少。創作人大都由寫粵樂的
人兼任，唯一例外是周聰。據周聰自述，這些歌曲，是「『和聲唱片公司』為
應東南亞，尤其新加坡的礦工口味，聘請粵樂名家吳一嘯、九叔、朱頂鶴和何
大傻等創作通俗、諧趣及體裁較短的粵語歌曲 2。」後來，周氏得「和聲」公
司賞識，開始嘗試用美國流行曲、國語時代曲和粵樂譜子及小曲旋律，填上歌
詞，並親自演唱，或和粵樂大師呂文成掌珠呂紅合唱。

 「粵語時代曲」因為比粵曲時髦，吸引了一些歌迷注意，有一定的流
行程度。不過，未成氣候 3，只能在南洋盛行 4。其中原因不少，主要敗於「粗
糙」。由選曲、填詞 5、到演唱 6、伴奏 7、發行 8、推廣 9 等，都不如美國流行
歌或國語時代曲，因此，未獲選擇繁多眼光漸趨苛刻的港人青睞。

 但儘管如此，周聰得風氣之先的嘗試，還是影響深遠，令後來的新一
代填詞人，尊他作「粵語流行曲之父」10。

*   *   *   *   *   *

青年人社會．實際而崇洋

 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年輕人的社會。青年不單人口比例高，還很能適
應經濟的急劇發展，用傳自上一代的務實苦幹，在英式殖民地制度之下，努力
締造一己的事業。同時，也將習慣和生活哲學，帶到社會各層面。

 他們崇尚金錢；眼看着家中居住環境和多年父母勞苦，他們了解經濟
效益對生活的重要。固此，抽象理念吸引不到香港青年的注意。甚至從前的故
鄉，也只是模糊和不切實際的記憶。對他們來說，中國是個抽離而令人不無恐
懼的印象。有所選擇，他們寧願崇洋。

 所以，聽流行音樂，他們寧願選擇美國歌曲或國語時代曲，對製作粗



糙的「粵語時代曲」，他們較少眷顧，而且頗有歧視。

 這也難怪，因為連被後輩尊稱「粵語流行曲之父」的周聰在接受訪問
時候，也坦白承認﹕「很多時，為求節省製作費用，不能對音樂或歌唱有很高
的要求。即使唱錯了，只要不大明顯，也要出街。」11 聆聽流行歌曲，即使沒
有受過訓練的一般聽眾，對製作水準的高下，也很容易便可以分辨出來。唱片
售價，舶來與土產，分別不大，都不外是四五元左右。相類價錢，而品質有似
天淵，流行收集唱片的青年人，自然趨向音樂水平顯著較高明的產品。有時在
電台上聽到「飛哥跌落坑渠」一類有趣歌詞，也會笑謔一番。但被青年人看成
不登大雅的「諧曲」，拿來作笑談，自無不可，卻絕不會視之為時髦玩意。潮
流事實如此，所以粵語時代曲，在當時市場實際只佔有極小部份，未算真正流
行，連傳播媒介，都不肯經常播出。

註：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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