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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有關戰後台語流行歌的發展，首先是從戰後初期社會與電台的傳播開始，而後出現各地巡迴的音樂會、歌舞團表演，50年代初期到1956年間，自製唱片出版的歌曲唱片市場也初步萌芽，是為本土流行歌的重新出發；50年代後期，台語流行歌走向以唱片市場為中心，尤其在1957年前後台南的亞洲唱片公司崛起後，逐漸形成以歌星為宣傳點、唱片販售為主要商業行為的文化工業雛形，從此台語歌壇發展路向迥異於先前，進入穩定的歌曲產製與發展，1968年之後台語歌曲市場迅速流失，進入衰退沈寂的階段，70年代之後台語歌曲僅能依附在其他流行文化中發展，產製與傳播管道均極為有限。


就台語歌唱文化的內涵觀之，台語流行歌曲在戰後二十年間最明顯的是日本歌唱音樂的影響，無論就曲調、歌詞創作、表演形式都可見到日本歌曲的內涵，翻唱日本歌的現象更是從戰後便風氣大開，尤其在商業掛帥的歌唱活動中更為炙盛，作曲成為純粹業餘的工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新舊日本歌或其他外語歌全成為台語歌壇恣意取用的歌曲來源，另外如民謠、早期創作歌曲也被不斷地翻唱重現，戰後流行歌曲不重視原創、藝術價值的情況甚為嚴重。


然而在歌曲發展呈現停滯的同時，早期便累積大量現代化成果的傳統歌唱文化仍衍生成新的表演和歌曲方式，於是本土民謠風格的歌曲在歌壇依舊佔了一席之地，戰後台語流行歌曲不論創作或發表，都揉合著各種歌曲概念，呈現多元豐富的現象，二十多年興衰起落之後，許多台語流行歌曲在當時的台灣響起綿延不絕的共鳴，成為社會上普遍、深刻且不斷流傳的共同資產，而文夏、洪一峰、紀露霞、陳芬蘭、黃三元、郭大誠、洪弟七等歌星的歌聲與風采，也成為親身經歷過台語歌曲盛況的那個世代無法忘懷的歷史記憶。
	關鍵字(中)	
      	  ★ 流行歌曲
★ 臺語歌曲	關鍵字(英)	
      	  ★ Popular song
★ Taiwanese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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