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作词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作词家>>

13位ISBN编号：9787507533187

10位ISBN编号：7507533182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陈乐融

页数：3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作词家>>

前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作词家>>

内容概要

　　多元跨界才子陈乐融，在出入音乐、艺文、媒体、营销各领域后，以“作词家VS作词家”的高度
、深度与广度，首次为近三十年来华语词坛的中流砥柱，留下第一人称的访谈纪实。
　　十四位本土作词家，凭借一股“自律”和“自负”，外加几分孤傲、慧黠和创意穿梭旋律和文字
两端，在大众心灵与市场定位间反复叩问，呼风唤雨华语流行歌坛数十个年头，这是他们第一次袒露
心声，是作词家和作词家之间惺惺相惜的真心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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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乐融，被称为“集创意、书写、主持、营销、梦想于一身的新时代文化人”，历任天下杂志、飞碟
唱片、华纳音乐、飞碟电台、我要音乐台、银河网络、元气娱乐等主管，现为鸥业新媒体首席创意长
，并兼作词家、作家、主持人、评审、编剧、讲师和营销顾问等多重身份。
1986年进入流行乐坛，为80-90年代华语歌坛知名作词家及唱片企划人，企划包装过包括王杰、张雨生
、小虎队等数百位流行艺人及专辑，发表《潇洒走一回》、《感恩的心》、《再回首》、《是否我真
的一无所有》等数百首脍炙人口的词作。
陈乐融历经大众文化界创作、策划、管理、传播、评论及著作权各领域，除致力创作，也积极参与公
众事务，曾连续举办四届全球网络词曲创作大赛，鼓励优良创作，也受邀担任金曲奖、金马奖、金钟
奖等各大奖项评审。
现任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董事。
他的脚步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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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方文山：给我时间，就可以凭空生出一个世界（节选）陈乐融（以下简称陈）：你怎么进入这
一行的？
方文山（以下简称方）：投稿。
一九九九年，我把一百多首词，投了一百份，给CD内页许多工作人员名单。
这一百份中，只有吴宗宪跟我联络。
宪哥那时候主持“超级新人王”，接触了很多词曲作者，才把“阿尔发”从个人的经纪公司转型成唱
片公司。
我是那个timing寄作品，跟杰伦同月签下词曲经纪约。
那时候公司编制很小，我负责推歌，唱片公司有什么收歌会议，我跟杰伦会写歌去竞标。
公司作者的作品都录成卡带，送去给唱片公司挑。
我卖出去的第一首歌就是江蕙的“落雨声”。
在卖歌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只要杰伦的曲，不要我的词。
有可能我写的不是他们要的，他要让旋律穿上别的衣服你也管不着；另一个我觉得是知名度的关系，
因为你名不见经传，他们觉得广告宣传上使不上力。
第二个阶段，他要词曲是我们两个合作的，通常我跟杰伦的曲搭配，被录用的几率较高。
一直到了第三阶段，他们会单独跟我邀词，这跟杰伦无关了，可是要比稿，这个圈子一直到现在都是
这样子，新人就得比稿。
一直到了第四阶段，单独找我邀词，也不用比稿，只找我写，可是可能会修改。
陈：你什么时候开始一般性的文字创作？
方：学生时代我根本没有主动兴趣创作，喜欢看课外书，但真正从事创作是退伍以后。
那时候喜欢电影，跑来台北学编剧，开始写剧本，因为没有人引荐，也不是科班生，根本打不进电影
圈。
我想一样是创作，除了电影之外，唱片好像也是一条路，是因为这样我才开始去研究歌词，为了写歌
词而去研究歌词，不是因为喜欢歌词才开始投稿歌词。
我研究别人的歌词怎么写，喔，原来有个记忆点，副歌第一句通常是记忆点，有韵脚，然后韵脚其实
不见得要押同韵，原来前面可以有主歌，可以赋予它画面感，最后讲情绪。
诗可以关怀很小众，关怀流浪狗、环保、消失的物种都没有关系，歌词不行，因为歌词服务的对象很
清楚，它就是一个情感的寄托、情绪的宣泄，因此你一定要有人称代名词“你、我、他”，而且最好
出现在副歌。
诗可以很主观去描述自己关心的东西，歌词必须取得一个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说最多数人遇到的
感情状况。
所以很多人去唱KTV，会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故事，好像写我的遭遇，就算不是你，也是写你朋友或是
你认为会发生的。
可是诗不用，诗服务的对象通常就只服务诗人，我用我的主观镜头去描述我看到的核爆事件，去描述
我认为的亲情，或我用很多拟人法、隐喻、讽刺，用蚂蚁去形容饥荒，什么都可以！
而且歌词一定要跟旋律结合，才有完整的生命力，歌词嘛，“歌”在前“词”在后。
如果你这首歌词写出来从头到尾不能唱，也没有旋律配合，不能算真正的歌词，就好像电影脚本写好
了，没有拍成电影，只是文字作品放在那里。
陈：刚开始练习写词时，有什么特别方法？
方：我编了一本字典。
有一次在香港遇到林夕老师，跟他聊，发现他也有。
我发现原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在创作过程中，想变换你的语汇，想要有新的韵脚去描述一些事情
，就会有一本“武林秘笈”，比如ㄤ韵有的词包括：“悲伤、沮丧、消防、脸庞⋯⋯”用手写，把它
们都列在同一个韵下面。
然后ㄢ跟ㄤ，听觉上是一样的，又可以归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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ㄡ跟ㄛ：有“分手、泪流、难过、轮廓”等等，给它分、分、分、分。
那时后，那本秘笈被我翻到烂了。
在还没有进来这个圈子，准备要投稿、还在工地安装管线的时候，突然想到什么句子，我就抄、抄、
抄。
突然想要写亲情的，就开始写；突然想要写爱情的，就写。
那时候创作速度比较快，总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写，进来这圈子后，写得越来越慢，因为你会挑
战自己，总觉得这题材用过了。
我写到《东风破》的时候，觉得这是经典了，完蛋，怎么办？
万一别人用放大镜看你，再创作不出好的怎么办？
后来写“发如雪”，想这应该是极限了，后来又写《菊花台》，每一首我都觉得是最后一首，一直到
“青花瓷”，我就释怀了。
你要这样子要求自己根本没完没了。
有一阵子会担心，想要题材不一样，形容的东西不一样；后续就还好了，觉得是自己太关心题材有没
有重复。
对别人来讲，这些词因为跟旋律结合、跟不同的歌手合作，所以你犹豫的问题，其实不会那么“聚焦
”。
刚进来这个圈子的时候，发现很多歌词有情绪，没有画面，讲悲伤讲了老半天，你不晓得那个人在哪
里悲伤，不晓得他是在雨季过后的第二个礼拜悲伤，是在铁道旁边的废墟，还是在自家的天台。
所以我经营歌词的时候，喜欢赋予它画面感。
写《爱在西元前》，是因为去看“美索不达米亚展”，第一句“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莫拉比法典刻在
黑色的玄武岩，距今已三千七百多年”，整句话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叙述句，接着第二行我用人称代名
词，“你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像电脑剪接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多少受了我之前学编剧的影响，因为学编剧是用影像去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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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看来简单、却不简单的创作经验陈乐融问：为何想做这样一本书？
答：我一直想为流行娱乐界写些东西，但很多主题一时兴起，又懒懒放下。
关于台湾流行音乐的正史、野史都太少，网络搜寻只剩下歌曲MP3。
我既没有精力写大部头的研究专书，先来一本人物访谈志，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做了才发现辛苦
、繁琐不下自己写一本书。
问：为什么选作词家？
答：同样是幕后创作，相较作曲家、制作人，词人一向不受注重。
我参与流行音乐界超过二十年，觉得这个现象非常不合理，也很可惜。
歌词表达了多少美妙的人生意境和奇思怪想；没有歌词，大家只能听演奏曲。
拿人比喻，旋律像容易接近的“肉体”，歌词则是必须有点深度才能鉴赏的“灵魂”。
我爱有血有肉，更爱灵魂——如果它有。
问：为何选择用第一人称的对话体？
答：写书有很多写法，我决定保留精华对话体，是要让作词家呈现更多自己的口气、文采以及最想表
露的部分。
我自己有无数受访和访问经验，深切明白很多采访整理变得面目全非。
既然都是文字同行，所以我选择“缩小自我、放大对方”，让对方夹述夹议，尽可能为自己负责。
有的受访者与我聊天时敞开心房，但真看到稿子又退缩，我也尊重他们的意见修改。
因每个人当下的谈兴和口才不一，每篇写法略有不同，有的综合较多陈述组成大段落回答，有些多一
些宾主间的小互动。
但其实现场对话都是非常紧密与活泼的。
对话集的整理剪裁工作并不轻松，常常是从两三万字初稿，萃取编排出六千字。
问：是否有人会期待看到更有系统、更多评析的作词人专书？
答：本书当然只在抛砖引玉，但也是在“抢救记忆”。
莫说很难期待政府或学界为流行音乐保存什么，连在第一线从业人员的珍贵记忆，都在快速流失中。
期待有别的热心研究者，愿意对华语流行创作名家，做更多报导、评论和记录。
问：“作词家VS作词家”是很好的点子，但访问同行，究竟是驾轻就熟，还是心有顾忌？
答：历年在广播和网络节目中，访问超过一千三百多组各行各业来宾的我，应该还有点访问实力。
不管面对的是前辈或后辈，也不管对方矜持或狂放，其实没在怕的。
我敢说，就算没附照片，就算你第一次“阅读”这些创作人，但你多多少少都可从最后成文的字里行
间，读出一些他们的原则、态度与风格。
词人书是个开端，若有精力和机会，我还挺想提议出版社开辟一条类似“陈乐融会客室”的出书路线
。
我相信会问到很多别人问不出来的方向。
问：作词家名单是如何选出的？
答：因为第一次做，因为精力有限，因为台湾就够多优秀人才了，我选择和我约略同时代的一群本地
词人做记录对象，出道时间从1978年到1999年，以杨立德开头，以方文山结尾。
连最资浅的一位受访者出道都超过十年，每位作家都有数百首歌词问世，我相信本书是有一定分量的
。
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说服出版社，不考虑创作歌手，也不考虑词曲都写的词曲家，单选出以作词这
一项闻名的专业词人。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作词人。
这样的对象中，已经有够多宝贝往事或人生经历值得挖掘。
每个听众心中有自己心仪的作者，但我已尽量考虑过往二十多年整体发展史的脉络与作品代表性，一
开始人数从八到二十位都考虑过，最后因篇幅定为十四位。
问：排名先后有什么特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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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全部以出道资历排序，以示尊重。
问：访问十三位作词人后，你的部分自问自答，有什么不同设计吗？
答：一位最后没同意受访的作词家，开玩笑说应该要每个受访者问我一个问题，而不能由我自己定问
题。
我访问的这些人都很难找，不便再打扰。
但我并没有回避很多我问过别人的“考古题”，甚至，即便没有问，我也和盘托出不少极诚实的想法
。
但终究写的和聊天语气不同，我只能选择不让每个问题停留脑海太久，以保留和其他受访者接近的“
临场感”。
比较不同的有两题，我决定引用较多歌词段落当回答。
因为我喜欢把篇幅留给歌词自己说话，读者可以快速辨认出我想表达的“风格”是什么。
问：还有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吗？
答：拜过去形象不太差之赐，这些同行，似乎我报上名来，都还讲得上话，但是真要说面对面，还真
没有几位曾经聊过。
有的见面了，还是需要一点“破冰”过程。
既是第一次、也很可能是唯一一次和这些人谈这些事，我珍惜这次短短的相处，能和对方一起感慨、
回味流行音乐的流金岁月。
可惜有很多内容是本书无法容纳或不便披露的。
交稿那晚，十一郎刚好在msn上说：“能和不同的人相遇，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是的，我庆幸我做了这件事。
问：做完本书后最大的感想？
答：一个最强烈的感想是，真的很感谢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现在大家说是唱片界黄金年代
的时期。
而且引以为豪的是，这个黄金年代是以台湾这小岛为中心，辐射出去影响过十几亿人的华语文化圈的
一次文化经验。
作词家武雄在拒绝我的时候，提到：“现在是战斗的时刻，不是回顾的时刻。
”我明白他对于当今台语词曲界又回到不合理的“版权卖断制”的悲愤，但我认为每一个时刻其实都
可以回顾、也可以战斗。
往前看和往后看，并不真的冲突。
一般读者或有心创作的人，可以从本书看到不同的作词人，对于流行音乐界有近似的分析，但他们却
以不同的方式与理念面对。
这不就是人生？
也许每个人都有大环境与小环境的许多框框要面对，但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些框框里，填进不同的文词
，然后把它唱成独一无二的歌。
就像作词一样。
至少，我是如此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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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于是，我们一路走来，有时孤单，却从不害怕。
因为我们拥有着那些交织起岁月的歌，那些映衬着快乐时光的歌，那些教我们怎么去爱的歌，那些陪
着我们失恋落泪的歌，那些充满梦想的歌⋯⋯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一首歌词，记忆竟然这么深刻
，影响竟然这么巨大。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就像你我身体里一颗颗充满氧气的红血球，决定了长大后的自己，变成什么
样的人。
小时候，长辈都说不要只听那些靡靡之音，但我多么庆幸，活在靡靡世界的我，因为有了这些歌，而
所以长成了一个有血有泪有灵魂的人。
——五月天主唱 阿信得有一双洞烛人事的利眼、数十年江湖阅历、外加几捧热血、三分傲骨，才写得
出这么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太大，为它考证身世、认真作论的叙述又实在太少。
——乐评人 马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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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作词家:陈乐融与14位词人的创意叛逆》，与其说这是一本访谈记录，倒不如说这是老中青三代作
词家关于自己的歌词创作和创意人生的一个宣言。
相比杨立德、娃娃、陈克华、林秋离、丁晓雯、何厚华、陈乐融、邬裕康、廖莹如、姚谦、厉曼婷、
许常德、萧慧文（十一郎）、方文山这些人的名字，我们更熟悉的是那些歌曲和旋律，那些快乐和伤
感，伴随着印象深刻的歌词，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痕迹。
80后的校园生活，尤其是女生，免不了抄满歌词和贴满明星贴画的歌词本，那时，我们记住的是唱歌
的人，而这一次，我们认识和理解的是写歌人。
《我，作词家》的作者是陈乐融，本身已是台湾资深的作词家，他感同身受，所以才会有那么深入的
对话，也能探寻到歌词之外的创意生活和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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