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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流行音樂(Pop Music)取 Popular 的簡寫，只要是流行的音樂，就叫流行音樂。

當然，每個時代、每隔五年，甚至每一年的流行音樂都會不同，例如義大利歌劇，

就是流行音樂。三十年代的搖擺爵士，近年又開始流行，這就是復古，上海灘十

里洋場的流行金曲，到了今日就成為了懷舊老歌了。不同地區的流行音樂因為民

族性、語言與社會風俗的不同，呈現的風格也是不同的，然而在今日通訊發達的

時代，各項文化元素的交會融合更令流行音樂的風貌更加的多元。 

 

一、研究動機 

 

  音樂不只是流行歌曲、通俗音樂，音樂課程標準中明確指出，音樂是

文化的表現和象徵，是表達思想情感、反社會生活的一種藝術。不了解音

樂，有其自的原因，但其背後的社會原因，不得引發每個音樂教育工作者

的思考。任何人不具有基本素養與能力，怎麼去了解藝術之美，也就無法

去體會藝術的內涵，進而參與藝術活動，那就需要靠教育。應該要給現代

愛音樂的趨勢有個機會去推廣及感受音樂的環境。 

 

二、研究目的 

 

  許多已經定型的音樂，例如古典樂、搖滾樂、爵士樂、放克樂、舞曲、

鄉村、民族音樂，都有許多可供辨認的特徵，也有各個形成的歷史層面探

討及特定發展與欣賞的族群，但流行音樂針對的是以「大眾」為重，沒有

特定的格式，倒是融合古典元素的流行音樂、搖滾風的流行音樂、舞廳裡

面所跳的流行歌曲、運用爵士和聲特色的流行音樂。主要取決於幕前幕後

的製作群對於市場的掌握以及音樂元素的運用，由於配合商品的行銷策

略，流行歌曲的取向也從「逐漸流行」轉變成為「抓住流行的品味」或是

「該如何創造流行」的商業性考量。 

 

三、研究範圍 

 

       (一)探討音樂的教育 

       (二)音樂藝術的素養 

       (三)淺談現代流行音樂 

(四)真聲與假音的運用 

       (五)流行音樂的發展趨勢 

       (六)探討音樂創作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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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我們將對於現代流行音樂與音樂其中的藝術來做探討，可以藉由這次

以音樂做為題材的機會來充實與提升自我對音樂這一個領域的認知。相信

自古至今，音樂不僅是每個人需要的，更是刺激商業發展的重要關鍵。音

樂文化隨著年代的不同，趨勢也一直不斷的在跟進，音樂藝術必然也就很

多元化。音樂市場的興起，讓很多有意的投資者都紛紛投入在這個區塊，

創立音樂公司、製作唱片、樂器銷售、培育未來專業音樂人，這些都是音

樂商業發展。各個學校所聘用的音樂老師，其實就是商業圈裡的一個小部

份，更是研究方法的最佳來源處，曾經多次與學校的音樂老師一起討論過。 

 

五、研究流程 

 

                  

▲圖 1 流程圖 

 

貳●正文 

 

一、探討音樂的教育 

 

  音樂教育是一種多元化的綜合性教學，必須是涵蓋生活、學校、社會

的整體性教育，包括有藝術素養、生活藝術以及人文素養的教育內涵，其目

的在於讓每個人都能學習、參與藝術活動的機會。音樂教育除了滿足個人的

求知欲，啟發個人潛能外，並且兼具有休閒、娛樂、發揚，故有優良文化傳

承的功能，這是任何人的最基本需求。瞭解對需求的定義與內涵，所謂「需

求」是一種現階段與未來願景的期盼，包括有自我效能的超越、知能成就的

表現、價值判斷的能力、職務與生涯成就的追求。 

 

 

討論主題與投

稿類別 

 

確定小論文目

標 

 

上網及圖書館

找資料 

 

資料彙整 

 

進行小論文實

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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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倡導全民教育的終身學習觀念，經過多年的

教育，有必要去檢討我們是否提供適當的教材，滿足各個階段、年齡、族群

的學習需求，是否積極參與各項音樂、社團活動，以提升整個社會的藝術水

準。音樂教育最重要的是讓每個人都能去了解音樂文化的意義與價值，體認

音樂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培養具有藝術文化的歷史觀，並且有回饋社會的歸

屬感。 

 

  音樂的本質探究音樂的價值，再從音樂價值的不同，試圖去了解個人、

群體、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各個層面對音樂功能的需求，進一步探討音

樂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不同價值觀去推論。「音樂教育應是指一種自然

所形成的一種社會文化活動，在有形、無形中藉著音樂達成所欲達成的學

習目的。」(郭聲健。2004)(註一)音樂教育可分為精緻音樂教育與多元性的

普及性藝術教育，必須從音樂社會認知的角度去了解音樂的教學與研究，

是否反映了社會文化的本質與需求。 

 

  學校音樂教育之所以未能達到預期的功能，音樂課程的教材不受學生

喜歡，而教師的教學模式讓學生覺得枯燥乏味，尤其學生對樂理教學所產

生的焦慮與排斥現象。主要的癥結在於國內音樂師資大多數都是從音樂班

畢業的，他們從國小到中學階段所受的音樂教學都是專業教育，在學習過

程中並未親身體會一般音樂教學的感受，直到大學畢業後擔任教職工作，

自然就以專業的要求去指導非專業為學習目標的一般學生，在教學過程

中，通常會偏重在「認知」領域的學習。 

 

  二、音樂藝術的素養 

 

  一個學習音樂的人，不學習音樂素養就等於是一個故步自封的不斷在

原地，始終前進不了，自然就無法去理解音樂、懂得音樂、表現音樂。所

以，學習音樂素養是為了提高在音樂領域的全面綜合素質，並且以此學習

專業的認知，增強對音樂的感悟、理解和創造能力。 

 

  以廣義來說，音樂就是任何一種藝術、達到心裡的滿足或其他多個方

式組合而成的聲音。所謂音樂的定義仍然存在著激烈的爭議，但通常可以

解釋為一系列對於有聲、無聲具有時間性的結構，並且含有不同音階的節

奏、旋律及和聲。音樂可以透過幾個方式來體驗，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現場

表演，現場音樂也能夠由無線電和電視來播放，這種方式接近於聽錄音帶

或看音樂錄像。有些時候現場表演也會混合一些事先做好的錄音，像是調

音師(DJ)用唱盤做出搓碟的摩擦聲。當然，也可以製作自己的音樂，透過歌

唱，玩樂器或是獨具個人風格的作詞作曲。甚至是讓聽障者也能夠藉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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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震動來帶動身體的一種體驗。 

 

  音樂是抽象的藝術，這種不具象性有利於想像力的發展，而豐富的想

像力又是感知音樂、發展形象思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能。對音樂的想像應

當建立在對音樂整體及音樂要素的感知基礎上，藉由想像力把音樂形象

化，這就需要自我累積的音樂技能。藝術保存了人類最深刻的人文精神，

心靈世界最重要的是人文素養和人文關懷。 

 

  聽覺體驗是學習音樂和審美體驗的基礎，應該要重視在聽覺上的感

受，提高對音樂聽覺、音樂要素與音樂風格的感受力和對音樂情境的想像

力，培養喜愛音樂的情感，陶冶自己的人格情操，達成音樂素養的真正目

標。音樂是每個人情感的凝聚體，音樂更是任何人情感的出口處，沒有情

感就沒有音樂。學習音樂其中的藝術與素養，讓自己做個獨一無二又極具

內涵的大藝術家。 

 

  「音樂和文字不同，文字表達明確的概念和具體的思想，而音樂則是

透過自我的感知理解，從而表現出來的。」(薛首中。2006)(註二)音樂的頻

率振幅會刺激大腦的血液流動量，在這同時，想像、記憶、情感也會非常

活躍，這些都有助於思維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培養。豐富的思維能夠賦予音

樂很多的不可能及生命力，創造力在音樂藝術中，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在對樂曲的理解上，用自然而美好的聲音、真誠的感情，把歌曲所表達的

意境形象充分的表現出來，進一步提高了感知能力和音樂素養。 

 

三、淺談現代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中的勵志元素對於當今社會上的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積極作

用，在耳濡目染下，勵志會漸漸成為社會的主流精神。」(洪萬隆。1996)(註

三)流行音樂作為當前的學生、青年甚至是中年人欣賞的主體音樂類別，而

其類別對於人的思想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音樂，本身就是一種可以傳遞

思想情感的藝術，再加上詞曲創作的美感，長而久之漸漸被潛移默化，更

容易讓人在下意識中慢慢被音樂所感染。所以，流行音樂中的勵志元素是

不可缺失，也不可能缺失的，作為流行音樂的一大組成部分， 是構建和諧

社會，建立進取社會氛圍的一個重要媒介。 

 

  流行音樂從字面看上去，是包括兩個層面，一來必須是音樂，二來是

得具有「可傳遞性」。只要具備了這兩個層面的重點基本要求，亦即是音樂

與廣為傳遞性，當然可以多增加一些元素，讓流行音樂可以有更多不同的

文化。這樣才能足夠稱得上是「廣義」的流行音樂。具體來說，流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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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傳統的嚴肅音樂呈現一個相對慨念。 

 

  兩千年開始於流行偶像的爆炸，更是作為記載歷史的關鍵時期。周杰

倫引領了節奏布魯斯及嘻哈音樂的新潮流。其他成功的歌手包括林俊傑、

孫燕姿、陶喆、蔡依林、王力宏等人。其中周杰倫可能是近十年來唯一也

是最後一位足以橫掃世代的歌壇偶像，在他之後，分眾市場大勢底定，一

整代人都聽同一首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網路取代廣播和電視，成為新生

代接觸流行音樂最重要的管道。新的競爭為華語流行音樂工業帶來的偶像

概念。偶像的塑造乃是偶像劇的製作使華語流行音樂借助偶像的力量深入

人心。 

 

  流行音樂中通俗音樂的作品內容通俗易懂，題材多取自於日常生活，

以表現愛情主題的為多數。在當今的流行音樂，「娛樂性」與「消遣性」，

是現代主流的趨勢。另外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一種技術就是「即興」，指的

是在流行音樂的表演過程中，經常會隨著現場的情況，即興的進行一些創

意性的元素，任何的語言、動作、旋律中的變奏。即興是一次性不可再現

的時間光點，是流行音樂中最值得期待和最富創造力的技巧。即興通常都

是在表演者極佳的音樂感覺與良好的音樂功底基礎上產生的火花。 

 

四、真聲與假音的運用 

 

  所謂「假聲」是指歌唱時透過有意識的控制而使部分聲帶發生振動所

發出來的聲音，這種聲音比由整個聲帶都振動的「真聲」還要高又比較弱，

而且音色有一種晶亮透明的感覺。大部分的流行歌手都是用真聲來演唱

的，以獲得一種自然、親切、貼近口語的風格。甚至是有些女歌手在演唱

音域較寬、藝術性較強的歌曲，則以假聲為主音。男歌手在演唱伴唱聲部

的時候也常用假聲，像是早期優客李林重唱組中以極為獨特清亮音域的林

志炫。 

 

  假聲還可以作為一種修飾聲音的方式，將真假音結合在一起的「混合

聲」能產生一種柔和、細膩、略帶飄渺的歌唱技巧。在唱假音的時候要注

意自己的喉頭，並不是往上而是往下，要用氣息去支撐，這樣出來的假聲

就不是刻意去擠出來的，而是有力圓滑的。「大部份的人只要唱到高音就自

然會擠住喉頭，形成所謂的鎖喉，經過一段時間的自我要求來解決這個問

題。」(李重光。2007)(註四)假聲不是用來唱高音的，一般唱歌的人不會去

選自己駕馭不了的歌，假聲是用來作為修飾用。 

 

  假音就是將共鳴的位置往上推，藉由共鳴產生振動所發出的假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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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女生的真聲區與假聲區比較重疊，所以，唱到高音的時候很容易變成假

聲，這個假聲的發聲法基本上就是嘴巴內部打開，喉嚨深處就會自然緊縮

聲音，會偏頭腔或鼻腔共鳴，並且輸入大量的氣，如果沒有送氣就會有比

較虛的假音出現，這在音樂上也是一種用法。轉換順暢也是一門重要的技

術，如果有送氣就會有比較明亮的假音，區分的方法很容易，只要是從丹

田送氣的，唱一個長音的假音，然後半蹲就會了解其中是怎麼樣去分別的。 

 

五、流行音樂的發展趨勢 

 

  從流行音樂的興起到當今的樣貌，流行音樂是不停的在隨著社會的變

遷而不斷的發展。這樣的音樂是以滿足社會需要而產生與存在的，所以大

眾需要什麼樣的音樂就會出現什麼樣的作品來讓大眾欣賞和傳唱。大慨在

兩千年左右，唱片工業盛極而衰，受到網路革命波及，銷售量一路下滑，

到了兩千零九年，營業額已跌到九十年代末全盛期的百分之十。但是另一

方面，數位革命大幅度降低了唱片製作的成本，加上中小型現場演唱文化

逆勢成長，幾位在當今迅速竄紅的歌手包括了有蘇打綠、張懸、盧廣仲，

都是深耕網路社群、長期累積現場演出樂迷，「由下而上」展現影響力的範

例。 

 

  儘管在其發展的歷程中，不斷被音樂保守人士譽為粗俗、低劣的代名

詞。但是這一種通俗，卻賦予了更為貼切的音樂表現及寬廣的接受層面。

與當今國際唱片工業發展相比，台灣的華語音樂依舊處於落後階段。但是

還是可以清楚的感覺到流行音樂在不斷前進的腳步。隨著社會的發展，每

個時期都會有不同的流行音樂出現，儘管有些僅是曇花一現，但流行音樂

也還是會層出不窮的，這就是目前流行音樂的發展趨勢。 

 

  音樂製作出來是讓聽眾從中聽出歌手所要傳達的情感，但是製作團隊

辛苦做出來的音樂，根本沒有人去欣賞，那麼音樂人豈不是重創打擊。音

樂人與製作人都難以平衡這樣的關係，太注重於市場，做出來的音樂可能

連自己都不喜歡，太專注於追尋自己的感覺又可能與市場脫節。在這樣一

個兩難的局面下，部分音樂人轉入地下，只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從而失去

自己大部分的聽眾。另一個部分，音樂人索性向市場妥協，做出大量的口

水歌，取悅聽眾。後者固然能得到市場的認同，但是卻失去了音樂最根本

的意義。 

 

  由於這種時代性，便促使了流行音樂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演變，流

行音樂合乎時代發展的規律和迎合大眾口味的特點，從而在市場中佔據了

一席之地，並且成為時尚的主流。「在流行音樂的發展過程中，傳播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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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展現的引導力度和影響範圍也同樣是不容忽視的。」(行政院新聞局。

2010)(註五)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了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藝術來源於生

活，藝術又能反映與影響社會生活。 

 

六、探討音樂創作的靈感 

 

  在台灣流行音樂的發展中，可以看到一條獨特的「創作」音樂路線。

這類的創作音樂，結合一部分知識份子性格與青少年文化的音樂特質，由

七十年代的民歌運動發軔，貫穿到八十年代的羅大佑、黑名單工作室，也

在九十年代初的新台語歌運動、九十年代末的樂團世代，一直延續到現今，

陸陸續續仍以音樂投入社會運動或追求獨立音樂創作的音樂人身上。 

 

  創作歌手能引起這種創作慾望，當然不僅是大自然與社會生活中所存

在的現實美與醜，也可能是其他藝術作品，例如像是詩歌、文學、繪畫、

雕刻、戲劇中的藝術美。「創作者豐富的生活實踐，個人的興趣愛好、個性、

素質以及各方面的修養對創作慾望的形成有決定性的影響。」(盧璐。

2009)(註六)創作者想反映的生活，產生強烈的感情是極為關鍵的。感情在

整個創作過程中都有著重要作用，貫串在創作過程的始終。 

 

  對於創作的奧秘，歷史上曾對音樂藝術理解的不同而有很多種說法，

也存在著爭論。在各種觀點中比較共同的一點是強調靈感的作用。實際上，

靈感是一種經由長期辛苦構思活動後產生的一種飛躍現象，通常都是突如

其來，使創作者得到一種「頓悟」，其出現也往往不止一次。靈感出現時，

具體內容與實際音響的對應關係常處於最佳狀態，因而能助於推動創造活

動的進展。 

 

  需要按照音樂藝術本身的規律，根據一定的音樂邏輯，用適當的音樂

語言來創作生動、鮮明、感人並且富有獨創性的作品。熟練的寫作技巧、

豐富多樣的表現手法是極為重要的。在形象的塑造時，根據內容的需要來

確定形式，也會由於形式美的要求對內容作適當的調整，兩者存在著互相

牽制與因果的關係。在創作中，最初的構思基本上都是被多次修改、變易、

豐富、潤飾等反覆的刪改。 

 

  探討音樂創作理念，尋求兼容並蓄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更以「音響

意境」作為音樂的本體，以創作出富於原創性、前瞻性與專業性的現代音

樂作品為其標準。國內「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社會多元化」

的多重衝擊下，帶給了音樂創作者很多啟示，而有著更多的構想、更寬廣

的時空，去表達自我的創作理念。不斷的自我反省與自我尋求突破的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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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中，一絲一毫、日積月累下，逐漸把創作的精華，融會貫通在音樂的

創作理念中。當今的創作型歌手，很多都是專於替別人寫歌，才能聽到如

此撫慰人心，甚至是有療傷作用的歌曲。 

 

  「音樂創作可以指一首原創樂曲、樂曲的結構或創作新音樂作品的過

程。進行音樂創作的人稱為作曲家。」(註七)基本樂思的形成對創意起了樞

紐作用。基本樂思是創作者對所要反映的現實生活最典型並且富有情感特

徵的主觀感受。它轉換成音樂時，雛型可能是個節奏型態又或者是種特定

的和弦進行，甚至是兩部對位的基本骨架，但是最常見的是動機或是音樂

主題，就為整部樂曲奠定了基礎。在出現基本樂思的同時，會考慮到體裁、

樣式、曲樣模式，具體的表現方式。在創作的起始，同時會評估到形象的

塑造問題。音樂的內容與形式的創作是難以截然分割的。 

 

参●結論 

 

  在還沒接觸這次的論文之前，我一直有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多樣性的現代流

行音樂，我以為只要摸懂當今流行音樂的主流與元素，就可以說自己對音樂是很

了解的。經由這次資料的查詢、彙整之後，發現音樂的歷代背景才是真正有意義

的，以前音樂的興起造就了當代流行音樂，探討過去音樂文化才是對音樂有深入

的了解，其實流行音樂並不只限於現今，流行音樂也有著不容小覷的發展歷史。 

 

  現今流行音樂的主流，自己認為是創作型的歌手，一張專輯裡面，大概有十

二首左右，全部都是自己作詞作曲，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創作理念裡，沒有

任何形式上的拘束，一切都是以自由為主軸，可以混合著其他很多的元素，以不

同的方式呈現。流行音樂也會在曲風上做出不同的變化，創作一首歌曲，會有前

所未有的新鮮感，不論歌曲是怎麼樣，都應該要以一個接收不同風格的心態。 

 

  經過這次小論文的機會，能夠深深的體悟到，在打論文的過程中，同時也在

學習一些額外的知識。首次親自著手打論文，是一個很難得且寶貴的經歷，也從

中了解到這個課程所要讓我們學習的是什麼東西，現在完成論文的成就感以及心

中的那份榮耀，還一直在縈繞著，願我能保持這個感覺，讓我在未來大學時，可

以輕鬆又不畏懼的去迎戰專題報導。專題基礎打的好，再困難的都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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