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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音乐家黎锦晖1927年发表《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后二十余年，有八千余首称之“时代曲”
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算起来平均日产一首了，上海人凭她“奇异的智慧”，创造了世上的奇迹，
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重要发源地。
这些优美动人的歌声曾缭绕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申城上空， “从小烟纸店那抹闪着蜜黄灯光的窗
口到夜夜欢宵的舞厅歌坛”，曾经喧闹地装饰过一个繁华的时代，上海人曾见证了这流行乐坛上一代
海派文化的辉煌。
她余韵袅袅，其中不少优秀之作传唱至今，成为华人世界中永恒的“怀旧金曲”。
　　然而在后来的30年间，除了其中的一些左翼歌曲之外，大量“上海老歌”被认为是“黄色歌曲”
，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
好在上海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不少人家里还珍藏着当时的唱片，不少老歌还深藏在老年人的脑中
和口中，中国唱片上海公司躲过了“砸烂”的岁月，在版库中还庆幸保存着数千面“上海老歌”唱片
的金属模版。
新世纪伊始，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 “如今，我们已经为她掸去了历史的尘埃，我们重新认识了
这份遗产，我们重又想起老歌唱起了老歌。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
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再次听到上海产的新歌，重新拾回海派流行歌的青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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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音乐家黎锦晖1927年发表《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后二十余年，有八千余首称之“时代曲”
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算起来平均日产一首了，上海人凭她“奇异的智慧”，创造了世上的奇迹，
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重要发源地。
这些优美动人的歌声曾缭绕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申城上空，“从小烟纸店那抹闪着蜜黄灯光的窗
口到夜夜欢宵的舞厅歌坛”，曾经喧闹地装饰过一个繁华的时代，上海人曾见证了这流行乐坛上一代
海派文化的辉煌。
她余韵袅袅，其中不少优秀之作传唱至今，成为华人世界中永恒的“怀旧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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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 电台媒体对于流行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助推力第一节 早期播音电台的蓬勃兴起第二节 海上广播歌
唱皇后——白虹第三节 “大同”出道玫瑰银嗓——姚莉第四节 唱作俱佳英年早逝——姚敏第五节 后
期电台歌手——逸敏、梁萍歌坛“小姚莉”——遗敏全能女中音——梁萍第五章 歌为影增色影为歌添
彩——老上海的电影音乐第一节 电影音乐概述第二节 渔光美人王——王人美第三节 秋水照伊人——
龚秋霞第四节 双面夜来香——李香兰第五节 桃李艳妖姬——白光第六节 三笑送京娘——李丽华第七
节 为影而歌声形辉映之“三陈”童星风范真才女——陈娟娟孤岛影后美云裳——陈云裳南国乳燕小悲
旦——陈燕燕第八节 影帝影后们的跨界作品电影皇后化蝶舞——胡蝶人生如戏奇公子-一赵丹古装美
人小女伶一袁美云东方笑星瘦皮猴——韩兰根第六章 花都艳舞海上烟云——大上海的歌舞厅第一节 
“远东第一乐府”的由来第二节 香格里拉之花腔美声——欧阳飞莺第三节 仙乐斯头牌鼻音歌后——
吴莺音第四节 40年代后期的驻唱歌星驻唱女王——张露花腔高音——云云上海小姐——张伊雯东方爵
士——黄飞然第七章 上海老歌的历史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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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流行歌曲的启蒙——学堂乐歌　　为了便于记忆，历史时期的划分往往是以一个具体
的历史事件来作为分水岭的，但要细致地去研究历史，就必须去关注事情发生之前一个漫长的酝酿过
程，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中国流行歌曲的创立当然不是由黎锦晖一拍脑袋在一夜间一挥而就、一锤定音的。
它必定受到大环境、小环境的影响；必定受到其自身艺术品位变化发展的影响；必定受到受众的审美
情趣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尝试描绘出中国流行歌曲发展轨迹的时候，首先需要回顾的是中国歌曲的历史发展状况。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对于歌曲有这样的定义：由歌词和音乐结合起来共同完成
艺术表现任务的一种声乐体裁，篇幅较短，易于流传。
歌曲可分为民歌和创作歌曲两大类。
但凡是写进大百科的条目，通常会概括得很完整，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可用的，但细究中国歌曲与外国
歌曲的发展与应用，却是畛域分明、各有千秋。
　　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和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不同地区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征，民歌也不
例外。
，对于民歌的记载历史悠久，甚至有考古学者断言，中国的民间歌舞历史超过一万年。
不过尽管代代相传，却也代代不同，民歌是在流变中保存下来的。
当然在城市中也流传有歌曲，例如妈妈哄孩子入睡要唱摇篮曲，孩子们在游戏时也一定会有各种儿歌
，但作为娱乐活动，市民们可能更爱看戏和听说书。
其实这个习惯早在宋代的杭州就已经形成，瓦肆勾栏就是城市音乐文化的集结地。
所以中国宋代之前，已有不少著名歌手列入史册，例如女高音韩娥，一曲唱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又如男高音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而明清之后，则只听闻有戏曲和曲艺名家，再无歌唱家的名字传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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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大量“上海老歌”被认为是“黄色歌曲”，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
好在上海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不少人家里还珍藏着当时的唱片，不少老歌还深藏在老年人的脑中
和口中。
　　如今，我们已经为她掸去了历史的尘埃，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份遗产，我们重又想起老歌唱起了老
歌。
　　——钱乃荣　　而今时行集体记忆，往日的老厂房、老洋房、老弄堂、老街、老巷，都纷纷整旧
如旧，高调转身亮相，学术上称为活化。
但总觉得，历史是不可复制、不适修补的。
因为我们的记忆，主观意愿十分固执，除非你没有经历，否则，那曾经如此感动和犹新记忆，是不允
许其轻易变质的。
　　犹如一曲《何日君再来》，我们不企回答，只是在心里默默诵吟着那熟悉的旋律，宛如在呼唤自
己已逝的时光。
当年演唱者的身躯与谱写它们的双手，早已化为尘土。
但它的旋律和歌喉，已被我们供奉在记忆中最深的角落⋯⋯　　——程乃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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