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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永远的未央歌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夏天那么热/台风那么多/地震来
的时候/躲也没处躲/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犹豫了/台湾有什么好/玉兰花的清香/蓬莱米的饭香/牛奶芭
乐的果香/我要如何对你说/人们心里的温度/眼里的亮度/再大的风雨都不停下的脚步/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激动了/台湾有什么好/人们的执着可以硬得像石头/梦想燃烧的像一团火/
我又如何对你说/这都是台湾的宝/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有时是我的苦恼/却也是我的骄傲/这个岛/是生
养我的岛/我在这里青春年少/也在这里白头到老/我要如何对你说/她的好/她的好　　你问我台湾有什
么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空气那么潮/雨下那么多/大水来的时候/逃都没处逃/你问我台湾有什么
好/我犹豫了/台湾有什么好/百合花的芳香/地瓜叶的菜香/春天冻顶的茶香/我要如何对你说/人们心里的
善良/眼里的光芒/再高的浪潮都不害怕的胆量/我要如何对你说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激动了/台
湾有什么好/那些一代传过一代的梦想/愈煎熬愈不放弃的力量/我又如何对你说/这才是台湾的宝/这个
岛/是生养我的岛/有时是我的苦恼/却也是我的骄傲/这个岛/是生养我的岛/我在这里青春年少/也在这里
白头到老/我要如何对你说/她的好/她的好　　——《我要如何对你说》词曲/苏来　　(2006年《天下
》杂志25周年“珍惜”演唱会)　　把《我要如何对你说》的歌词摘录于此，至少表明了我的某种态度
。
　　2006年10月，阳光满窗的下午。
坐在台湾音乐人苏来的北京家中，聊到两个人让我掉泪：一是《月琴》、《散场电影》的词作者赖西
安(即作家李潼)，二是薛岳。
二十年前赖西安来北京领儿童文学奖(由邓小平颁奖)，临行前向苏来借行头。
苏来把自己最好的大衣给他，还有一个刚从香港买来的当时价值六七千港币的皮包。
从北京回到台北，赖西安喜悦汇报这套行头让他在北京很拉风，苏来当时就想把那个包送给他，却被
赖西安坚拒。
苏来仍是把皮包给他寄去，就这样，赖西安用了二十年。
赖西安去世的纪念演出，苏来见到那个包摆在舞台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听到这里，我
就流泪了。
提到薛岳，苏来讲述他们相识相知的过程，讲述他给薛岳写过的5000字的文案。
薛岳临终前打来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让我泪湿眼眶的是，苏来沉默过后，轻声说了一句：“薛老岳，我到现在还在想他。
”　　我背诵苏来写给薛岳的诗：“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
静静流过的平野。
”这让苏来非常惊讶。
我对他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去掉了其中的“们”字，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这段诗用作MSN空间的
签名。
　　决定远离音乐的苏来仍在2006年写了一首新歌，就是扉页上的《我要如何对你说》。
6月，《天下》杂志25周年纪念演唱会，面对台湾逐漸消沉的生命力，主办方请苏来写一首歌为台湾加
油，“我又把吉他找出来，弹到手上重新长满硬茧，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如果我没有到北京来
，我写不出这样的歌词。
”　　苏来在演出开场白中说：“我六年没有写歌了。
这六年来，对我个人来说改变很多，这片土地的改变更多。
我由开始的会生气，会闷气，到现在的不吭气，我住在台湾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以为我没有歌声了。
直到我提起笔来，才发现，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竟有那么深，那么深⋯⋯”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
好，我沉默了，台湾有什么好？
”歌词的第一句就是问号，由此展开长达六分钟的叙述。
与苏来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这首歌更接近摇滚曲风，乐手都是薛岳从前的乐手，结尾处，苏来加了
一段七十年前的台语创作歌谣《农村曲》：“透早着出门天色渐渐光，渐渐光哎⋯⋯”那些过往岁月
的片段在歌声中浮隐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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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到了那份异样的心情，可是，我要如何对你说？
　　挥之不去的两个字：台湾。
　　我不是在谈别的，我在诉说一份很重要的情感，它越来越清晰，却也越来越不知所措。
　　因为写这本书，得以接触杨弦、胡德夫、苏来、李建复、陈升、陶晓清、赖声川，是我十年的采
访经历中最深刻的记忆，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采访谭健常、小轩、费玉清、李宗盛、周华健、许环
良，得到许多先前不了解的资讯。
因为民歌，结识来自台湾的张钊维先生，我们成为生活中很好的朋友，那种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互动，
很温暖，也很难忘。
　　2006年9月，我在北京见到了杨弦。
在我的采访名单里，本没有杨弦的名字，因为太无可能。
没想到，同时见到杨弦与赖声川，还有久慕其名的丁乃竺。
　　与杨弦握手的时候，不觉陌生，他之前竟然看过我写他的文字。
他的头发与年轻时一样有些乱，思考的时候习惯用手往后撸几下。
从民歌聊起，更多的却是心灵方面的指引，杨弦与我想象中一样，不喧哗，眼神宁静。
　　我与杨弦换了三个地方聊天，最后一个地方是陪赖声川接受某杂志采访。
就是这样巧合，那位记者的电脑中响起了《回旋曲》，杨弦第一反应是摸自己的手机，然后才想到不
是手机铃声。
我去打听那位记者的电脑中为什么会有《回旋曲》，原来却是杨弦的仰慕者，也是我的旧识，欣喜之
。
　　开车送杨弦去别处，忍不住对他说：您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胡德夫也曾经坐在这里。
　　2006年7月，胡德夫在北京举办小型演唱会。
胡老师的第一句歌声刚起，我就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
还记得聊至天亮，北京的后海雾气笼罩。
我开车送胡老师回宾馆收拾行李，告别的时候，感受着胡老师脸颊的温度，我们沉默地拥抱着。
他站在酒店门口，像个孩子般灿烂的笑容，我也笑着，心里却感觉有些痛。
　　那份记忆，化作一篇《胡德夫：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后被野火乐集
网站转载链接。
　　不能采访更多的人，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料，为这本书留下许多的遗憾。
感谢钊维之前做的工作，让我可以有很清晰的脉络来完成，同时掌握了许多难以查询的背景资料。
不得不提一句，“中国现代民歌、淡江——《夏潮》、校园歌曲”这三条主线的归纳，自张钊维始。
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硕士的张钊维历时四年写就《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1970年
代台湾现代民歌发展史》，原本是一篇硕士论文，出版成书，1994年即人选台湾“时报年度好书榜”
。
此书2003年由滚石文化再版，更名为“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
想要研究1970年代台湾文化、音乐的历史，这是一本必须参考的书目。
我曾经问过钊维，为什么从他这里才开始为民歌归纳分类。
沉默片刻，他说：“因为之前没有人去做。
”　　移居北京的钊维曾经在一封邮件中说：“一直感激你对于像我这样台客的关心，寄这篇文章给
你跟一些朋友，是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像我这样之所以要离乡背井的部分原因。
”那篇文章，就是张典婉为台湾《远见》杂志撰写的《我们等待文化的春天与燕子》。
　　钊维那种“透过看似不相干的事物思考台湾当前的政治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千疮
百孔”(《异形分子》陈光兴)，我非常尊敬与佩服，之余难免感叹自身难以到达。
1992年，钊维意图“透过音乐的现象，去认识早我一代的那一段1970年代的历史”，我要做的，仿佛
与此类似，但相较钊维的严谨与见地，自认远远不够。
　　十多年前的我，远远地受着台湾文化的影响走上写字这条路。
不见得比情字这条路更容易走，每篇文字完成，或每段感情结束，始终耿耿的是自己的不够好。
　　这本书写了三年，搁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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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稿完成时，是2004年10月，台湾音乐人梁弘志病逝。
我的痛惜多了一层无法亲历采访的遗憾，必然有一些历史，随着梁弘志的远走而销声匿迹。
　　还有在2005年6月辞世的父亲，在我工作一整夜因而未能按计划去医院陪伴的第二天下午，握着他
的手，眼见他痛苦地弥留，我终于崩溃至失声痛哭。
亲人的眼泪不能沾在去者的衣襟，父亲走得却很踏实，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都是好孩子。
这是我半生永远的痛，为我未能换取他的痛。
父亲从小对我的放任与爱，以及15岁那年教我的不后悔，使我面临选择时学会思考，使我成为今天这
样一个可以喜欢自己的人。
希望他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依然爱我，为此，我很努力地生活着。
　　功力有限，此书在写作技巧上乏善可陈。
欢喜莫名地答应写这本书的时候，颇有些不知深浅。
如今完成，其中经历的种种煎熬不必提起，却无法如先前希望的那样长吁一口气，是的，我就是受不
了自己的不够好。
　　写作，是一个享受、忍受寂寞的过程，我还需要分出更多的时间给寂寞，才配享受它。
　　唱仁爱和平的美丽岛，此处的美丽岛，不是罗大佑的美丽岛，而是李双泽、胡德夫、杨祖君的美
丽岛，是民歌运动至如今仍未实现的美丽岛。
　　唯希望有人能因此爱上过去的某段音乐，或喜欢上某个人，或知道一段不曾经历的历史，哪怕仅
仅说一句“原来如此”也好。
　　只要有校园，只要有音乐，只要有热爱音乐的人，民歌就永远不会真正停止，因此我称之为“未
央歌”，同时借用滚石出版的金韵奖纪念唱片中附赠书册的名字——“永远的未央歌”。
　　有一位朋友说：音乐对时间有奢求。
看一本书，或一段电影，都可以跳过某段而没有损失，而音乐，必须完整地听下来，否则不算听过，
亦不知道好不好。
　　音乐对时间的奢求，如人对生命的奢求，无法跳过某一段，只有全部经过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感谢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及陶晓清女士的支持，感谢野火乐集的熊儒贤女士，感谢杨弦先生、李
建复先生与苏来大哥的鼓励与肯定。
　　感谢《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一书的作者张钊维先生。
　　感谢新星出版社伸出援手，感谢一峰，还有于少、艾莉、咣咣、闹闹、晴朗、科尔沁夫以及未提
到名字的朋友，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一段。
　　感谢你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这本书，并慷慨地愿意把它带回家。
　　感谢音乐。
感谢民歌。
　　公路　　2007年6月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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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回顾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记录台湾三代
音乐人的音乐理想与往事变迁。
这是一代人对台湾音乐的礼赞，也是对过往青春岁月的纪念。
握着公路厚厚的稿，我就舍不得放下——那不只是一些精心的资料搜集，亦轻亦重的文化历史，一个
女孩的思想印记，也是我的一部分。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直至十七岁时才开始接触台湾流行音乐，那时已经是1980年代尾1990年代头，即
是说我已经错过了最美好最有人文气息的时代。
从小耳濡目染的听着港式流行曲，我会唱所有的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就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直
到一次听到香港电台DJ陈海琪播了潘越云，那一刻的惊为天人，我永远记得，第二天就用了我所有的
积蓄去买市面上有售的潘越云卡带，其中一盘是《回声》；齐豫的声音把我儿时的记忆都唤醒了，追
溯源头，小时候第一张听的专辑就是《橄榄树》，把这些记忆重组，原来一路走来我已经错过了那么
多。

我错过了一个用真挚感情、优美文字和完整音乐概念建构而成的美好世界，于是我用跟着的所有青春
岁月追回失去了的感动，希望把自己思想成长的真空期用那些唱片再度填满，贪婪地将这些散落在旧
唱片铺里的拼图碎片凑在一起⋯⋯
可是，在香港要做这件事实在很难，也很孤独。
当所有人去追捧草蜢、林忆莲时，我就一头栽进滚石黄金时期的歌手里去，而所有人都在模仿Beyond
的时候，我则拿起木吉他尝试写自己的城市民谣⋯⋯对一个香港年轻人来说，那是挺孤独的。

我没错是孤独，但并不寂寞。

借用南京媒体朋友吴继宏常说的一句话：“音乐那么美好，怎能不爱呢？
”我爱着的就是那个华人音乐里最多姿多彩，也最纯净的年代，又怎会寂寞呢？

可是，遗憾还是有的。
弥补的方式，就是自己来把希望实现。

2003年我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LYFE，从制作第一张唱片开始，就将我从那些唱片里学到的知识套
用在自己的专辑里，从企划、写歌、制作、文案到包装都依循那个时代的模式，企图在自己的一片小
小天空里重现丁点那个时代的气息。

我清楚知道，历史不可以重来。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命运，音乐就是那些命运的配乐，唱片、歌手、音乐事业也是靠很多因素成就的
，呈现的形式会改变，听众的口味也会改变，但我很相信，有些东西是放诸任何时空皆准的，就是人
们内心最深处对简单满足感的追求，只要我们相信，世界还是美丽的。

想不到，北京竟然有个女孩情况跟我差不多，在遥远的地方努力把她相信的美丽实现出来，尽管我们
都离那个地方很远很远。

感谢公路，这洋洋十数万字呈现出的美好世界，让我觉得不再那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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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重返61号公路，亦名公路。
自由职业者，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名。

早期受台湾文学、音乐的影响开始写作，1997年担任《音乐生活报》人物版编辑记者、专栏作者。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四样东西：书、音乐、烟以及爱情。
人生不是公路，无法重返，惟以谦卑的姿势写字，使一切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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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永远的未央歌
前言 反省的年代
推荐序（一） 杨弦
唤起民歌时代的心中梦想
第一章 往事
第二章 盛开
第三章 绽放
第四章 蜕变
第五章 乡愁
尾声 历史没有真相
附录
跋 林一峰
给孤独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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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0年代是台湾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台湾文艺思潮发展与反省的年代。
　　台湾的经济刚刚开始起飞，虽然在经济上拥有傲人的成绩，但在政治地位上却面临迷失自我、饱
受打击的困局。
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到1978年的台美断交，以及陆续与¨本等30多个国家断交，台湾社会呈现出太多
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将介石逝世。
　　台湾民间社会的反对力量逐渐浮现，开始对权力集团进行挑战。
在动荡不安中，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大多选择离乡背井，而更多的人留下来，走上另外一条路，那就是
自发唤醒民族意识的道路。
大学生组织服务团，上山、下海、下工厂，知识分子掀起反对崇洋媚外、争取自强的民族主义风暴。
1972年以陈鼓应、王晓波为代表的台大师生公开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及台大学生郭誉孚血书“和
平、统一、救中国”在校门口刎颈，使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
　　1971年因钓鱼台归属问题所引发的“保钓运动”，可以视为台湾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度对台湾
政治处境展开的集体式发言。
在海外学子及岛内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下，“保钓运动”对外成为一种民族主义式的集体宣泄，对内
则引发台湾横跨1970年代的思潮大论战。
　　文艺思潮总是紧紧跟随在社会思潮之后。
　　如果说1960年代的台湾社会处于狂热的西化之中，那么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则属于民族意识与乡
土意识的觉醒期。
强烈的失落感体现在文化上，促使人们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文学方面发生了“现代诗论战”(1972)、“唐文标事什”(1973)与“乡土文学论战”(1977)，使诸多
原本对现代派怀着一片虔诚的文学青年反戈成为乡土文学阵营中的骨干。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矿工画家洪瑞麟描绘矿工的画，学西洋绘画的席慕德绘制的风情民俗画，许常
惠教授的民族音乐，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京剧改革等等均为台湾文化的各个领域打开新
生命的通道。
1976年媒体大幅报道素入画家洪通与民间雕刻家朱铭，1978年“云门舞集”邀请陈达从恒舂到台北，
为新舞剧《薪传》演唱《思想起》的老台湾民谣活动，都使得台湾的本土文化逐步被重视并挖掘出来
。
　　关于“乡土文学论战”的诠释，杨照的观点是：乡土派真正的对手其实是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
而不是现代主义。
“乡土文学论战”面临政治上的打压、查禁，终于消沉而告结束。
　　本土的画家洪通被美新处、艺术杂志、副刊等炒热之后，有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洪通说—
—“到美国开画展”——本土化运动并未如先驱们想像的那样，这场论战没有赢家，现代派是没落了
，而乡土派也如彭瑞金的感慨：“说来是有点矛盾的，拼命护守的阵地，敌人撤退了，自己也撤走了
。
”　　这场思潮大辩论，最大的收获是唤醒丁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在流行音乐方面，就是著名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
虽然一些民歌手曾经表示，自己从事中文歌曲的演唱创作与保钓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无直接关联，
但在大环境之下，民歌的发展却无法脱离台湾的历史环境独自存在。
　　另一方面，1959年以前，台湾人口因政治、经济的原因增加过速，1959年以后开始减缓，之前出
生的婴儿潮正好在1971年开始进入国中、高中、大学。
1970年代的台湾，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而大学联招的录取率
在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没有选择地选择了一种近乎无可奈
何的生活。
新闻媒体或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强烈反共却又思乡情愁的情绪，“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落
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杨祖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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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在电视中能看到的除了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靡靡之音”，就是琼
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或者身着亮片晚礼服被规定不准摇摆身体和臀部的歌星演唱。
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上文学、1930年代的影印小说，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
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
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可以购买到由美军电台工作人员盗拷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而大多数家
庭不允许孩子在念书之余听音乐、渎小说，因而家中能够拥有一台电唱机的年轻人只占少数。
大多数的学生只能偷偷从电台收听当时余光、陶晓清主持的美国最新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那些歌曲
中充满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以及思想解放，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同时在经济上由于出口工业的成功，台湾人消
费能力增强，三五百元一把的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唱自己的歌”的口号逐渐开始流行。
　　民歌咖啡厅即民歌餐厅兴起，在驻台美军逐年撤减、热门乐团逐渐失去主要表演场所之际，这种
新形态演唱方式与场所的结合，成为现代民歌发展的重要前提。
从最早的野人、哥伦比亚、洛诗地到木门、稻草人、幸运草、艾迪亚等，为一群专职或兼职的民歌手
提供一展身手的空间。
以1973年开业的艾迪亚为例，其发展已超出以餐饮服务为主的格局，而形成如导演赖声川听说的“大
家都知道要去艾迪亚就是要听音乐，要听音乐就是要到艾迪亚，常有许多从外国来的职业乐手到艾迪
亚来玩音乐”。
通过这些民歌餐厅，自弹自唱的民歌手得以聚集起来，而创作歌曲的想法与行动，也在这些场合逐渐
浮现。
　　1973年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胡德夫在这里驻唱，“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
边，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吴音宁《有音荡的地方》)，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着胡德夫工作完
成，一起去洛诗地铁板烧玩他们最想玩的音乐。
或许1974年的某一天，赖声川在艾迪亚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当时仍在台大哲学系读书的丁乃竺正在台
下端盘子，杨弦背着吉他在来的路卜，而吴楚楚坐在一旁给吉他调弦，为即将上场做准备——就是这
样的一个年代，同样有酒有音乐有朋友，却不是同一种酒、同一种音乐、同一种朋友。
　　民歌餐厅是许多歌手的原点。
大多数流行音乐的歌手都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在民歌餐厅演唱时被唱片公司发掘的也不在少数
。
现在，民歌餐厅已经式微，木船的最后一家民歌餐厅也已宣告结束。
　　如蒋经国在1980年代“解严”前说过的那句话：时代在变。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遥远的乡愁>>

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歌，啊！
民歌！
》　　苏来　　选择在北京居住，母亲几次长叹，儿子离家真远啊！
　　熟或不熟的非北京人则问：北京不是沙尘暴很多吗？
　　我在努力解释的同时，明白了自己选择住北京有非理性的倾向。
　　唉！
那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你就得爱全部一样。
　　或者你不爱全部，但只有你可以挑剔错处，一旦别人出声挑了错，你就会跳起来护上几句。
　　对台湾的心情也是一样。
八千里路不止云和月，每次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来回，在飞机上看着飞越的海洋山川和大地，我不能不
想起唐人的诗句：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
　　因为离家远，回头望的时候，才明白那千丝万缕的牵挂。
　　就像年少时的当风狂歌，青春的笑语和泪水若不是被歌留了下来，猛回头，便什么也记不住，什
么也唤不回。
　　一瞬卅十，民歌从台湾出发，竟也走过了好几个世代。
有时走在北京的街头，不期然听到蔡琴唱的《你的眼神》，忽然就回到了那段岁月。
　　展读公路的这本书，我才明白，自己虽是民歌中人，却仍有许多事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
若非公路，那些歌曲背后的点点滴滴可能就此深藏。
我一边读着，一边不断地发出“啊！
是这样啊！
”“原来如此啊”的叹息。
而那些在风中飘荡得快要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忽然又鲜明起来。
　　公路之爱上民歌，想必比爱任何人都要来得既深且狂吧！
　　爱上了，就勇往直前，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
　　以一个境外又局外的黑龙江女子，竟能成就格局企图这么大的一本书，不能不令人深深为之折服
。
　　看这本书，重温一遍年轻，日渐干涸的心灵重新浇一次水，那些似乎永不磨灭的歌声响起，像是
某种生命力顽强的种子，每浇一次水，就开出一些鲜艳的花来。
　　不管民歌廿、卅，还是四十，只要率真不改，歌声都在。
　　重聚的时刻，我们一一从沧桑之中活过来，岁月流淌如斯，只有曾经努力过的梦和理想还会在心
底闪闪发光。
　　一生中也许还会去许多地方，生命的场景也许还会不断转换，你我的故事，有着各自的开端和结
束，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会唱同样的歌。
　　我们有同样的温度，我们并不孤独。
　　2007年5月10日　　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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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久别的歌声，久别的人，带我们重拾那段早已远去的岁月，重温那段我们成长和青春的记忆，我
们不要怀旧，我们只要记得。
《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回顾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记录台湾三
代音乐人的音乐理想与往事变迁。
这是一代人对台湾音乐的礼赞，也是对过往青春岁月的纪念。
《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由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弦、台湾现代民歌之母陶晓清、《月琴
》由作者苏来、《龙的传人》首唱者李建复、《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作者张钊维及香港城市民谣音
乐人林一峰友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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