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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言談 

 

《香港流行曲：旋律與詩詞的衝擊》出版緣起   徐允清 

 

 

今年六月，第一本完全由自己撰寫的著作——《香港流行曲：旋律與詩詞的衝

擊》——在醞釀了十八年後終於出版。這本書從學術性的角度探討香港流行曲

（特別是七十、八十年代的作品）的創意所在，以及這樂種在藝術上值得作為

學術研究對象的因由。 

 

撰寫此書的意念，始於 2000-01 年。當時我剛開始在英國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攻讀音樂學的博士學位課程，研究課題為十三世紀法國北

方吟唱詩人的世俗歌曲（trouvère chanson）。我在攻讀「歷史音樂學」

（historical musicology）的過程中，理解到西方古典音樂能夠流傳數百年，實

有賴西歐國家在十八世紀下半頁開始蓬勃發展音樂的學術研究，保存和整理自

身的音樂文化遺產所致。反觀香港的情況，音樂學術研究不受重視，很多樂種

都隨著時間而改變，甚至消失。於是我便萌生整理少年時伴我成長的香港流行

曲的念頭。 

 

在英國留學期間，開始了我對香港流行曲的研究，後來於 2002 年在假期回港期

間，在音專開辦了兩場「粵語及國語流行曲中舊有材料的運用」講座。其後將

研究成果分數期在《樂友》中出版。 

 

回港後，於 2008 及 2009 年兩度獲香港教育學院邀請，教授「香港及鄰近地區

的流行音樂」一科目。教授這科目的過程，讓我重新整理我在英國研究香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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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曲時的意念。其講稿亦成為此書寫作的起步點。及後，又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在音專開辦講座，題目為「香港流行曲和西方古典音樂、傳統中國音樂的融

合」，進一步整理書稿中的內容。 

 

此書分為七章。第一章結合語言學及

旋律學的角度探討粵語聲調上的特點，

以及填寫粵語歌詞所須考慮的詞曲音

韻協調問題。繼而，從以下六個方面

探討香港流行曲創意之所在：1. 舊有

材料的運用及翻新；2. 二重唱（即香

港流行曲界所稱的「合唱」）；3. 與

西方古典音樂、傳統中國音樂的融合；

4. 先詞後曲；5. 運用了說白或預先

錄製聲音的流行曲；6. 聯篇歌曲（即

香港流行曲界所稱的「概念大碟」）。

結論指出香港流行曲亦有藝術上的價

值，並呼籲香港政府及學術界開始重

視香港流行曲的研究、保存和整理功夫。 

 

在此，實在多謝音專提供一個園地，讓我可以不斷測試和發表對香港流行曲的

研究。而擔任音專校長的十二年，由於有固定的收入，使我可以維持這項研究

的進行及出版此書。 

 

在本學年的下學期（2019 年 2 月至 6 月），我將於音專的夜間文憑、證書課程

開辦「專題研究 II：香港及鄰近地區的流行曲」。課程以此書為主要內容，歡

迎對此課題有興趣的校友回校選修。詳情請與本校聯絡。 
 

 

 



 

 

 

《大器晚成作曲家》                                馬寶月 

 

今年 4月我去奧地利旅遊， 在一間教堂的管風琴下面 ，看見地下刻了

一個作曲家的名字 Anton Bruckner, 但我不認識他，不過他安葬在修道院的

大教堂裏，心想他必是名家。 

 

回港後，與吳俊凱老師提起 Bruckner, 他分享, 很巧原來這也是他想我要

認識的其中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之一。 

 

Anton Bruckner (1824~1896)是奧地利作曲家、管風琴演奏家、音樂教育家。他

以創作交響曲、彌撒曲、經文歌著稱，亦作有室樂。其交響曲有豐富的

音色、多重復調的特性、宏大的結構，被認為是德奧浪漫主義末的代表

人物。 

 

Bruckner五十歲時, 在交響樂方面取得突破, 他的第七交響曲是獻給巴伐

利亞國王, 第八交響曲事獻給奧匈帝國皇, 而未完成的第九交響曲是獻給

上帝的。他的作品以宏大音響建築著稱，不同音響強度之間的突然轉變， 

這歸功於他在演奏管風琴方面的經驗。他不厭其煩的修改已定稿的作品，

但眾多版本會令演奏者無所適從。 

 

Bruckner的作品最初曾被樂評家諷刺，直至他 60歲時，他的第七交響曲首

演，才被人見識這位才華橫溢的作曲家的功力，他在 20世紀才得到普遍

認同。 

 

我連忙惡補去聽他的作品，驚嘆他的才華、深厚功力！ 
 

 

 

 
顧問    李德君  陳兆勳  許翔威 

編輯小組   黃寶玲 馬寶月  



 

《念～方美美老師》                                     黃寶玲 

 

遠方傳來的消息：方美美老師於 2018 年 4 月 29 日在美國安息主懷。

這麼來得突然，使人隱隱悵然若失！悠然想起她的音容笑聲！ 

 

約在 70 年代末，她在音專進修音樂課程，其後前往加拿大深造，返港後曾經在

音專教授視唱練耳、樂曲分析及鋼琴，97 年前移民美國。上次見面是幾年前在

校友會的活動中，她分享在美國的生活點滴，並表示仍須照顧年邁的母親。在

她臉上仍然充滿著孩子氣的笑容，像當年初認識的時候一樣。 

 

我曾經上過方美美老師的視唱練耳及樂曲分析班，最使我難忘的就是正校及分

校兩邊走。於正校上完第一堂，我們便須利用小息的十分鐘時間，一群人步往

分校上方老師的樂曲分析課。這樣的安排，音專只有「那一年」的情況。雖然

是有些忙碌，而且每堂都超時至十點半才放學，但我也不覺得辛苦，反而覺得，

分析的樂章內容充滿趣味，提升了我學習樂曲分析的能力，從而揣摩欣賞到作

曲家的智慧天賦呢！ 

 

 

 

 
 

 

 

校友會獎學金 

為表彰音專學生在主科及共同科有優異

成績而設，並期望藉此獎學金，倡導對

音樂術科及共同科的推崇和尊重。 
 

2017-2018 年度上學期獎學金： 

陳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