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華語文化豐厚優質的土壤之上，經過一代又一代音

樂人的不輟耕作，流行音樂的森林茂密又幽深。灌溉森

林的渠道，從磁帶升級到CD，從人手一部MP3，到響

徹大街小巷的彩鈴，進而流淌到全球同步的網絡共享時

代。對於置身其間始終不曾停止過歌唱的張信哲而言，

風起時，他禦風而行，歌聲飄得很遠很遠；風歇時，駐

足在森林裏那條只屬於他的小徑上，讓淺淺的吟唱，把

思緒推向深處。「希望每一個聽我唱歌的人，都不要預

設情緒，只需要放下姿態，順着歌聲慢慢找到自己想要

的感覺。」在《聲生不息·寶島季》（下稱《寶島季》）收官之

際，一直在林中吟唱的張信哲，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

的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張信哲在社交平台
晒出《愛如潮水》手
寫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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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月的南方，暑熱初臨。午餐時間，推門走進
一間冷氣充足的潮汕牛肉店，食客還不算多，

還未想清楚吃些什麼，餐廳前台正在播放的《愛如潮
水》，已將張信哲的聲音毫無違和地送到了耳畔。下
意識地環顧左右，相鄰餐桌的大姐顯然聽得有些動
情。她開始和同伴興奮說起，南下廣州打工的第一
年，她攢下為數不多的錢買了一個錄音機獎勵自己，
而買的第一盒磁帶就是張信哲1993年發行的《心事》。

颳起音樂懷舊風值得開心
大姐正沉浸在昔日的情愫裏，小紅書上喜歡了張
信哲超20年的一位粉絲，也晒出了她所珍藏的張信
哲磁帶專輯以及海報等合輯。時空流轉，這把穿透
歲月的憂鬱聲音，承載了是無數人關於愛情的憧憬
和憂傷。「情歌王子」的標籤，至此也牢牢焊在了
張信哲的身上。從1988年被滾石音樂選中、到1995
加盟EMI，再到1997加入新力時代，17年間近百
首家喻戶曉的「哲式情歌」，也見證了華語流行樂
壇百花齊放、唱片行業人才濟濟的黃金時代。
近幾年，張信哲在大眾的視野裏，猶如微風拂過樹

蔭，雖淺淡卻都能看見。此番《寶島季》，在不時登
上熱搜榜單的同時，街頭巷尾又開始高頻率循環播放
他享譽已久的「十大都市苦情歌」。當記者就此向他
表示祝賀時，張信哲臉上閃過一絲笑意，然後在
「嗯」的一聲拖尾音停頓過後反問說：「我身上的懷
舊濾鏡應該還好吧，因為我一直都在出新歌。」
作為台灣唱片工業全流程的參與者，此番為《寶
島季》登台坐鎮，張信哲笑說，有一種坐到流行音
樂大講堂的感覺，「這個舞台不僅給了我重新去聽
老歌的機會，也讓我開始認真審視，如何保留經過
歲月檢驗的好傳統，修繕迄今仍存在的不足，以期
待接下來能做得更好。」不管是去年蹲守着追看
《港樂季》，還是今年親自走入《寶島季》，張信
哲覺得，節目引發的強勁港台音樂懷舊風，都是一
件值得開心的事情。

在喜歡的音樂裏發掘自己更多可能
張信哲說：「在這個舞台上，我不覺得自己是整台

節目的大擔當，更為貼切的形容應該是『和音小天
使』吧。」面對記者「是否太過謙虛」的疑問時，張
信哲又稍稍做了一點調整，「那就是參與者吧。」
無論是拒絕還是欣然接受，懷舊就像流感一樣，總

會在某個季節悄然復甦。《寶島季》裏唱着的歌，很
容易就成為這一季懷舊風的「感冒因子」。即便這樣
很快會吸引到大批新的歌迷，但張信哲坦言，在選歌
時，他仍然希望能有更多的出其不意。比如和楊宗緯
一起在節目裏拿着喇叭唱電子舞曲《表白》

時，大眾驚訝他的舞台形象突破之外，也難免會滋生
出是否是在配合年輕歌迷的疑問？張信哲一臉認真地
回應說：「不會啦，就算我以為我理解年輕人的喜
好，但其實這個理解也不一定對。」
其實，早在2006年，張信哲就跳出大廠製作成

立了個人工作室，嘗試做獨立音樂人。跳出單純歌
手身份變身製作人的張信哲，也開始在R&B風格中
國風、說唱、電子舞曲以及民謠等多種風格進行大
膽的探索。畢竟，平視的網絡時代，每個願意被更
多人看見的個體的自我意識，都開始大面積甦醒。
作為一個唱了35年情歌的人，張信哲也更願意在他
喜歡的音樂裏發現更多可能的自己。

曾為被標籤「情歌王子」苦惱
年歲跨過五字頭的這幾年，張信哲對於「情歌王

子」的標籤也苦惱過一陣子。「何謂情歌，只能是
唱愛情嗎？」張信哲說，有一天突然就想清楚了，
人是情感動物，能用自己的方式把社會生活中方方
面面的情緒情感唱出來，這也可以很「情歌」。
就好像一個人站在舞台上時，他選擇獨坐在以圖
書館為背景的舞台唱《人啊》。旋律未落，主持人
何炅已然被他唱到眼眶濕潤。現場的觀眾也不自覺
地追問：「人啊，我們為何得以這樣了呢？」張信
哲說，這裏藏着他自己的私心：希望台下的聽眾或
者能夠跟着音樂，打開想像力，享受5分鐘的獨處
空間。而他也能正好收集聽眾的情緒。
「華語流行音樂裏有很多值得我們一起驕傲的部
分。」張信哲說，不管聽歌的載體如何變幻，唱歌的
人和聽歌的人，都希望能在流行音樂的森林裏嗅得一
片芬芳。「華語流行音樂如森林茂密又幽深，
我們都有一條通往密林深處的
特別小徑。」

做完《寶島季》，張信哲沒有精
力再去參加其他的綜藝節目了。從早前的一個
月到今年年底，有超30場的演唱會等着張信
哲，他說：「就是到年底，幾乎每個周末都要
開演唱會。」張信哲開啟了2023他的「未來
式2.0」演唱會行程。
說到「未來式」這一主題，張信哲解釋說，

倒不是要給大家帶來一個充滿未來高科技感演
唱會。本意是希望跟歌迷一起成長、一起踏進
未來，跟歌迷一起見證歲月之美。 他也告訴
記者，在演唱會希望完成三個部分的演唱。一
個，肯定是自己的經典代表作；第二個，是近
年一些新的音樂作品。第三點，也是他個人比
較有私心的一部分，打撈自己過往唱片裏一些
非主打歌曲，但這類歌曲其實有一些開拓性的
嘗試。借由這三種音樂，張信哲想對那些來聽
歌的歌迷說：「我並不期望所有人都喜歡我，
但如果你是真心喜歡聽歌，喜歡聽旋律性音樂
的那群人，我會為你們拿出最好的東西。」

鮮少人知道，除了歌手之外，張信
哲還是一個藝術收藏家。和出道唱歌
時長一樣，收藏也是一件持續了三十
多年的愛好。
「藝術品收藏，給了我很多的養

分。」張信哲沒有特別收藏的品類，
不過，但凡開始關注到一個品類，他
就會不斷受到感召般，持續關注、了
解，慢慢「入坑」。
收藏令他在音樂生活之外，有了

更多文化學識的積澱，視野也會在
這種日積月累中持續打開， 「但你
要說對我的音樂有什麼直接影
響？」張信哲坦言說不出具體的一
二三。但是因為收藏，有了很多機
會和喜歡的藝術家、創作者做跨界
合作、交流，這類互動豐富着張信
哲的音樂內容。
就好像自己近年做過的一張實體專
輯《就懂了》的包裝封面，就是因為
認識一個對工藝很有要求的朋友，而
慢慢促成了用活版手工印刷的這一心
願。這樣的喜好和堅持對自己的音樂
有直接作用嗎？可能在有些人看來就
是「無用」，但在張信哲來說，這也
代表着自己想要傳達的一種溫度。
打開一些社交平台，「寶藏歌手張

信哲」的帖文裏很多都有張信哲此前
在上海做月份牌的展覽信息。也是這
一個展覽，大家也突然發現，張信哲
很早就做過諸多不同品類的藝術藏品
展覽。
張信哲笑說，上海的月份牌展覽也
是自己上海情結的一個體現。那麼對
於香港是否也有一些情意結在呢？張
信哲笑着搶說道，當然啦。 「如果
香港的博物館或是展覽的機構有興趣
的話，我當然非常願意跟香港的朋友
分享。」張信哲稱，這些展覽並不是
要講自己個人的收藏，而是希望透過
這些讓大家了解到藏品背後對我們的
生活帶來的改變，以及一路走來的一
個發展過程。 「就拿月份牌來說，
很多香港畫家的作品我也有收藏。」
張信哲說，如果真有機會到香港展出
的話，肯定要把其他部分也更多地展
出。 張信哲有信心，自己的收藏品
可以令到香港的朋友倍感親切。
談及年少時有過開博物館的這一夢
想。如今，再談這一夢想，張信哲扶
額又俯身抱肚隨後叉腰笑說：「只能
說曾經太年少輕狂。」 收藏越多，
走過的博物館越多，張信哲對博物館
的功能有了更為系統的了解。他說，

不是有一個大房子、把藏品陳列出來
那麼簡單，博物館需要有更多社會面
的需求，包括面向社會的教育功能等
等。
談興頗佳的張信哲又說，僅這個部
分就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挖掘博物
館主題收藏背後的故事。那如何把這
些東西傳遞出去，給每一個來參觀的
人，甚至是走出博物館跟外面的社會
如何交流，以此去形成產業的延伸發

展，都是博物館的重要功能。
顯然，博物館這個夢想，不是憑借

藏品有多少就能夠做成的。不過，張
信哲也一直都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把那些自己長時間收集起來，
已經逐漸成為一個系統的藝術藏品，
展演出來，為社會提供一些有趣的文
化產業內容，好像很有去努力的意
義。」張信哲點點頭，對自己送上
「以資鼓勵」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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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歌手之外，張信哲還是一個藝術收藏家。

◆到年底，張信哲幾乎每個周末都在開演唱會。

◆在與楊宗緯的合作舞台上，張信哲的舞台形象有所突破。

◆張信哲以台灣流行音樂參與者身份助力
《寶島季》傳遞時代歌聲。

◆張信哲自認懷舊濾鏡不深。◆張信哲自認懷舊濾鏡不深

◆張信哲說
聽流行歌曲
不是年輕人
的專利。

◆「情歌王子」張信哲
也希望有些出其不意
的舞台演唱。

◆張信哲和莫文蔚同台，他調侃說：「我也終於
熬成了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