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綫與你的音樂選擇 
 

今年四月初，亞洲電視關門大吉、邁向永恆。 同時，黃耀明舉行了「美麗的呼

聲」演唱會，唱盡了麗的/亞視的劇集主題曲，當中填詞十之八九是盧國沾，而作曲則

多是黎小田。 黃偉文、林夕及于逸堯在黃耀明演唱會上說，黃霑、顧嘉煇的無綫電視

劇主題曲固然流行，大家都似乎忘記了盧國沾、黎小田的麗的電視劇主題曲(2016.4.1)。

到了六月初，無綫製作了特備節目「樂壇詞聖盧國沾」，以宣傳七月底的「歌詞大師

盧國沾作品」演唱會。 一個寫了三千首廣東流行曲、榮獲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金針

獎、發起過「非情歌運動」的詞人，只能等到坐在輪椅上，才得到屬於他的致敬音樂

會。 更甚是因為政治立場而不能在紅館開演唱會的黃耀明在麥花臣球場的「美麗的呼

聲」，才喚起了大眾對盧國沾及其作品的記憶。 最終，靠着無綫的推波助瀾，被遺忘

的亞視歌曲重現於鎂光燈下，也讓創作了不少亞視歌曲的盧國沾得以現身無綫。1 

 

由此可見，我們對香港流行曲的理解及認知終究還是在依賴無綫的表述，連非

無綫的歌曲都似乎要得到無綫的認可才有曝光的機會。歸根究底，這個「無綫主導」

的香港流行音樂論述從何而來？本港觀眾有沒有意識到這個情況，並試圖去戮破無綫

主導的幻象？  

 

眾所周知的香港流行曲發展 

 

「香港流行曲發展史」將非無綫的媒體、人物摒於門外，而書寫香港文化的學

者似乎完全接納了這種說法。無綫自 1967 年開台以來，除了帶動香港免費電視的發展，

也很快奠定了它一台獨大的收視優勢；近年衍生「慣性收視」一詞，可見該情況的普

遍性，甚或已達到負面的地步。 

 

在書寫香港流行音樂時，大都會引述黃霑的博士論文來追本溯源──第一首流

行的廣東歌是電視劇「啼笑姻緣」的同名主題曲(黃湛森，2003，105)。2而把這個熱潮

吹捧下去的，不外乎是更多的(主要是無綫的)電視劇主題曲或許冠傑諷刺時弊、口語

道地的廣東歌；當然，後者的流行也可連繫到同樣是在無綫播映的綜藝節目「雙星報

喜」(同上，124 及 131)。除了黃霑自述與無綫的關係，其他研究香港流行曲的學者如

朱耀偉及馮應謙等，都曾提及香港流行曲的發展與無綫的關係。3電視劇以外，無綫的

                                                 
1
 盧國沾也有為無綫寫過歌詞，但以在演唱會上的表演曲目，盧在麗的/亞視的作品較多。朱耀偉指盧在

加盟麗的後才「真正步入成熟期」及「逐漸建立起個人風格」。詳參朱耀偉編著(2009)，《歲月如歌─

─詞話香港粵語流行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62 至 63。 
2
 在同頁的註釋中，黃指「黃志華、張月愛、梁寶耳、朱耀偉各位對香港流行音樂研究下過功夫的論者，

大致上都採納這說法」。而 2003 年後有關香港流行曲的研究，此說法則大多引用黃霑的博士論文。 
3
 情況可參見朱耀偉(1997/1998/2011)，《香港(粵語)流行歌詞研究(：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

香港：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流行歌詞硏究計劃/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亮光文化；梁文道(2012)，越來越



音樂節目亦間接推動了本地樂壇的發展；例如：聯同華星唱片合辦的新秀歌唱比賽

（新秀）為本地樂壇提供新晉的歌手、流行一時的音樂節目勁歌金曲、不定時為個別

歌手推出的音樂特輯，還有曾經讓各歌手鬥過你死我活的、每年三次的勁歌金曲季選

及年度總選。 

 

新秀歌唱比賽－全球華人新秀歌唱比賽－超級巨聲－？ 

 

當勁歌金曲收視欠佳甚至最終改到 J2 台播放、季選由三次變成兩次、多年沒有

投放資源去製作音樂特輯，無綫對本地流行音樂的推動似乎欠缺新猷。以歌唱比賽為

例，無綫與有附屬關係的華星唱片舉辦新秀，在華星於 1996 年賣盤後，則與英皇合辦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或自行舉辦「TVB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然而，當比

賽規則變成像華裔小姐競選一樣有地域之分以後，1996 年之後的參賽者，除本身是

「超級巨聲」出身的，大多只是曇花一現就湮沒消失於香港樂壇之中，或者也在地域

上無心於香港發展(如馬來西亞的曹格及陳勢安或加拿大的蕭亞軒最後都以台灣做基

地)。這個比賽仍然每年舉辦一次，或許成功吸引香港以外的華人社區關注，但在香港

的影響力與號召力皆不可與華星時代的新秀同日而語。 

 

2009 年，亞視推出「亞洲星光大道」（即台灣的「超級星光大道」歌唱比賽香

港版），無綫亦步亦趨，馬上推出另一個歌唱比賽「超級巨聲」迎戰。4其實這也是舊

酒新瓶的做法：無綫其後成立「星夢娛樂」(前名星煥娛樂)，以自家的附屬唱片公司

來與超級巨聲的參賽者簽約。本地觀眾似乎很受落，「巨聲」的收視率比「星光大道」

高，而後來的電視劇主題曲大多由「巨聲」或「星夢」歌手主唱，觀眾只有繼續「硬

食」無綫的選擇。但「巨聲」只辦了幾次，又無疾而終了。或許要等下一個危及商機

的情況，無綫才再會在音樂節目上進行變法。 

 

版稅紛爭及勁歌金曲頒獎禮 

 

事實上，無綫成立「星夢娛樂」，很大程度與無綫不願意繳付版稅一事有關。

事緣於 2009 年，無綫與香港音像聯盟(Hong Kong Recording Industry Alliance Limited，

即 HKRIA)發生版稅糾紛，屬於 HKRIA 會員的「五大唱片公司」5的歌曲因此不能在無

綫播放，同時這五間公司旗下的歌手亦不能在無綫的節目中出現。 唱片騎師及學者黃

志淙指，無綫與國際主要的唱片公司如百代、寶麗金(即現在的環球)、新力、華納等

簽訂了「眾所周知的霸權合約」(notorious hegemonic policy)令這些公司的歌手只可在

無綫亮相，而這些公司的歌手則在無綫的頒獎禮上佔盡優勢(2010，224-225)。以上國

際上的四大唱片加上本地的博美娛樂就是事件中的主角「五大」唱片。無綫與 HKRIA

的磋商一直沒有太大進展，至 2011 年底才「破冰」，以致「五大」旗下的歌手及歌曲

在無綫消失(星島日報，2011.11.20，A04)。6更甚的是，五大唱片公司的歌手及歌曲直

至 2013 年才再在無綫的頒獎禮出現；如是說，2009 至 2013 年間，無綫一直處於「歌

                                                                                                                                                        
熱鬧的香港 越來越寂寞的黃霑，《普普香港一：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2000-2010》，香港：香港教育圖書

公司，頁 289-293；馮應謙、沈思(2012)，《悠揚‧憶記》，香港：次文化堂。 
4
 對新舊歌唱比賽的意義及評論，可參考文雋，炒作歌唱比賽(2009.7.29)，星島日報，E06，及；水月一

及 Danny，全新歌唱選秀兩個意義(2009.7.31)，星島日報，E07。 
5
 這裏指的「五大」，並非說它們是本地五個最大的唱片公司，而是引用傳媒在此事中對該五間唱片公

司的稱謂。 
6
 無綫五大唱片版稅破冰 兩年爭拗 兩敗俱傷(2011.11.20)，星島日報，A04。 



曲荒」及「歌手荒」，能在無綫唱歌主要為非「五大」的、英皇唱片或「星夢」的歌

手，直接令勁歌金曲頒獎禮變成「英皇/星夢頒獎禮」，亦間接令「四台聯頒」的獎項

於 2010 年度被取消，至今亦沒有再續辦(東方日報，2010.11.6，C02)。7 

 

這數年間，既是英皇旗下又是無綫「親生仔」的林峯在 2009、2010 及 2011 年

度三奪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並於 2011 年度憑「Chok」奪得金曲金獎，卻因

此引來大批網民質疑該歌曲得獎的資格(明報，2012.1.29，C08)。8 本文無意討論各樂

壇頒獎禮的獲獎機制，否則更應從本地第一個頒獎禮 (1978 年港台的「十大中文金曲

頒獎音樂會」)說起，但本地觀眾對無綫在音樂選擇上的質疑，卻在 2011 年因為林峯

得獎而引爆。這應該是我們首次意識到無綫如何主導我們的音樂選擇，同時無綫也逐

步失去了主導本地樂壇的地位。 

 

小結 

 

繼新秀在 1996 年落幕、2009 至 2013 年間無綫

與五大唱片的紛爭、2010 年四台聯頒大獎被取消，

「無綫主導」的香港流行音樂終於在 2012 年頭被

「Chok」走。可是，由 2012 年至此的數年間，香港

流行音樂的發展似乎沒有因「無綫主導」的局面被打

破而有任何好轉，唱片的銷售量更持續走下坡。即使

無綫想繼續主導本地樂壇，它舉辦的歌唱比賽和音樂

節目卻毫無新意。新意欠奉的「內憂」，加上韓流等「外患」，在這個傳統媒體與社

交媒體分庭抗禮的時期，我們對於無綫的角色實在有反思的必要。 

 

           本地歌手對於媒體有什麼期許？欠缺一個帶頭人對於本地流行音樂會做成什麼

影響？缺少了臨場表演的機會，缺少了擁有「慣性收視」媒體的支援，歌手的生存會

受到怎樣的影響？而現實環境似乎是，2016 年的今天，本地樂壇對於無綫仍然又愛又

恨：無綫近日又再與環球唱片就網上平台播放歌曲的版權有紛爭，版權屬環球唱片的

歌曲將分批在無綫的網絡上消失(蘋果日報，2016.5.19，網上即時新聞)；9但被無綫封

為「樂壇詞聖」的盧國沾在其演唱會上表示，他在無綫開台之後三個月加入無綫，寫

了不少無綫電視劇的主題曲(2016.7.23)。在割席與拉關係之間，似乎無綫仍然是一個

不可或缺的指標？ 

 

在「成也無綫，敗也無綫」之下，研究者對香港流行曲的研究似乎也只能集中

於無綫之上。其實，單靠無綫去理解香港流行曲的發展已經越來越不可行。或許，以

後對香港流行曲的論述，實在有需要加以考慮其他傳媒機構、發表模式、或表演場地

等，重新發掘無綫以外的音樂選擇。 

 

黃熙婷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訪問學人 

10.2016 

                                                 
7
 英皇一怒：以後唔玩(2010.11.6)，東方日報，C02。 

8
 金獎惹禍(2012.1.29)，明報，C08。 

9
 想食住環球？無綫反食惡果 網絡平台所有歌須下架(2016.5.19)，蘋果日報，網上即時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