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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为香港城市的发展史，70年代是一道分水岭；正如内地城市的发展史，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一
样，因此，笔者在划定“老香港”的界限，觉得划到70年代，城市的沧桑感反而会有更强烈的对比回
顾。
 　　接写《老香港》，很自然地，首先想起香港女人：从香港早年的“茶花”红牌阿姑(茶楼女招待)
，到20世纪50年代的红星夏梦；顺德自梳女的姑婆屋，到今日纵横商界的女强人⋯⋯还是这句话，“
都是风景”。
 都说上海女人，可用一个“嗲”字来形容。
那么香港女人，则可用一个“姣”字来形容。
    还是这句话：什么样的城市，出什么样的女人。
    “老香港”女人的“姣”，造就了香港的灯红酒绿与富有特色的娱乐业。
因为香港城市的发展史，70年代是一道分水岭；正如内地城市的发展史，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一样。
因此，笔者在划定“老香港”的界限，觉得划到70年代，城市的沧桑感反而会有更强烈的对比回顾。
    一部“老香港”的历史是永远也写不完的，往昔的岁月，部是渐渐消逝在人们的记忆里。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关于“老香港”日常世俗生活的读本，是现代人对逝去时光的凝望、对
记忆失落的打捞，重温人间日常生活的言哭歌笑也许更能贴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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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中国13亿人口，最没语言和文化障碍而且能激起全球世界各地华人圈强烈共鸣的，当为粤语流行
曲。
四大天王引吭一曲，全球华人都可随曲一和，不论你是讲山东话、四川话、上海话还是云南话的，都
可勉强卷起舌头唱几句走音的粤语流行曲：你说它是庸俗也好，格调不高也好，反正到了今日新纪元
之时，相信仍是大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部分。
    粤曲流行歌的雏形，应是粤曲歌坛。
    香港最早的歌坛，是设在游乐场内。
在20世纪初，香港出现的第一间游乐场，名为“太白”。
游乐场内设有一座歌坛。
而卖唱献艺的，则全部是妓女。
    清末民初，香港的社交之风，要比内陆北方开放，但良家妇女要抛头露面出来唱歌，这还是不成的
。
因此惟有妓女来顶场。
可见妓女是粤语流行曲的先驱，有了她们打开歌坛的市场，才渐渐有了专业歌伶。
    初时歌坛唱的都是粤剧，有点类似折子戏，即粤剧中最精彩的唱段。
而妓女一般都是能唱会弹的，因此颇受欢迎。
当时没有“天后”之称，但来自石塘咀的红牌阿姑，是知名度最高的歌妓。
    歌坛没在游乐场，注定它自一问世，就具备草根平民的血液，难怪它的生命力特强，历时百多年，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的政坛风云，粤语流行曲至今仍充满生机，男女老少，不分年龄层次，只
要你是华人，大多能从中找到一份慰藉，就因为这份平民意识。
    早期歌坛甫问世即颇受香港市民欢迎，就因为它的平民性：收费比戏院里的正式粤剧便宜，同时随
票还奉送一壶茶，好比今日入场奉送一瓶可几可乐或一杯饮料。
小市民是最易受宠若惊的。
再说小市民一般都没余钱去石塘咀召如红牌阿姑这样的名角米陪酒唱歌，如今只要花得几个铜板，就
可欣赏名妓风采，也是一种满足。
    进入20世纪20年代，电风扇开始普及，香港茶楼为招徕顾客，全部装卜吊扇，凉飕飕的吸引大批茶
客，歌坛便由露天游乐场移入茶楼?    香港首家设歌坛的茶楼为富隆茶楼，也是首家装置吊扇的茶楼，
旧迹今已无从觅寻!    1900年先施公司大楼在中环德甫道中建成之后，为迎合游乐场市场需要，将天台
布置成楼台亭阁的园林景色，称为“天台游乐园”，其中也设有歌坛。
其最大的不同，就是歌坛献唱的不是妓女，而是业余优秀的粤曲爱好者，令歌坛层次上升了一大步。
    自民国成立后，香港女子开始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些社团开设的音乐部，在民间也培养了一批业余
粤曲爱好者。
但她们不屑于与妓女同台演出，先施公司的天台歌坛，给了她们机会。
或许可以讲，先施的天台歌坛，成了早期专业粤曲歌手的摇篮。
    不过，直到20年代中叶，尽管已有专业歌手出现，但其中大部分还是妓女出身的，她们通常是在25
岁以上，算“老”了，但因唱得一口好粤曲，便索性离开妓院，以唱为生活收入。
应该讲，她们是香港早期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的先驱之一。
    当时全港设歌坛的茶楼，已有好几家，单靠妓女和部分专业歌伶撑场面，已供不应求，当时还有一
批失明艺人，也加入这个行列。
    我们从中看到，粤语流行曲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已是充满了商机，是市场的催谷，这注定流行曲
天生就具备浓厚的商业基因。
其实今日流行曲和唱片市场及歌星的炒作，可以讲其运作模式与百年前，大同小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香港>>

编辑推荐

一部“老香港”的历史是永远也写不完的，往昔的岁月，部是渐渐消逝在人们的记忆里。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关于“老香港”日常世俗生活的读本，是现代人对逝去时光的凝望、对
记忆失落的打捞，重温人间日常生活的言哭歌笑也许更能贴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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