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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周杰倫為台灣當紅創作歌手，自2000年11月發行第一張專輯《Jay》，到2005年11月第六張專輯《十一月的蕭邦》，其間五年所締造出來的耀眼成績，無論在唱片銷售量、人氣排名、海內外得獎數、演唱會的場次、拍電影、拍廣告、為國際知名品牌代言等，連續五年聲勢不衰。


2000年底，台灣經濟景氣低迷，唱片產業在盜版與MP3的夾擊下，日漸萎縮，周杰倫以其獨特的個人風格，一出片即迅速的走紅，席捲全台。觀察周杰倫近五年來風靡台灣歌壇的現象，他成名的時間與受矚目的創作特色，就台灣流行音樂的發展歷程與詞曲型態而言，皆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意義。


本文欲透過「周杰倫」現象的觀察，從其創作特色和當前產業狀態，來審視台灣流行歌壇發展的困境與轉機，和周杰倫的歌曲在台灣詞曲創作中的承繼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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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國瑭〈從小眾到流行、從邊緣到主流：伍佰「變」的故事〉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495/article045.html


馮禮慈〈評周傑倫《11月的蕭邦》—“可不可以給我們多一點點新的？”〉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732&Itemid=91


馮禮慈〈再評周杰倫《11月的蕭邦》聽聽《髮如雪》的野心〉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067&Itemid=91


歌詞帝國 http://kikikoko.idv.to/


樂光寶盒之林夕詞典 http://musichome.nease.net/linxi/


鄭智化歌迷聯盟 http://zhleague.com/


錢櫃全球娛樂網 http://www.cashboxparty.com/


簡妙如。〈台灣創作音樂的意義軌跡〉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50517_76_120448.html


羅大佑音樂聯盟網 http://www.luodayou.net/


專輯


五月天。《我們都是五月天》，滾石唱片，1999.7。


五月天。《愛情萬歲》，滾石唱片，2000.7。


五月天。《人生海海》，滾石唱片，2001.7。


五月天。《時光機》，滾石唱片，2003.11。


五月天。《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滾石唱片，2004.12。


五月天。《知足》，滾石唱片，2005.8。


王菲。《天空》，福茂唱片，1994.4.1。


王菲。《菲靡靡之音》，新藝寶，1995.6.1。


王菲。《浮躁》，新藝寶，1996.9.1。


王菲。《唱遊》，EMI，1998.10。


王菲。《只愛陌生人》，EMI，1999.9。


王菲。《寓言》，EMI，2000.10。


王菲。《流年》，EMI，2001.10.17。


王菲。《將愛》，SONY，2003.11。


伍佰。《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波麗佳音，1992.8。


伍佰。《浪人情歌》，魔岩唱片，1994.12。


伍佰。《愛情的盡頭》，魔岩唱片，1996.6。


伍佰。《樹枝孤鳥》，魔岩唱片，1998.1。


伍佰。《白鴿》，魔岩唱片，1999.11。


伍佰。《夢的河流》，滾石唱片，2001.12。


伍佰。《淚橋》，艾迴唱片，2003.12。


伍佰。《雙面人》，艾迴唱片，2005.1。


周杰倫。《Jay》，阿爾發唱片，2000.11.1。


周杰倫。《范特西》，阿爾發唱片，2001.1.18。


周杰倫。《八度空間》，阿爾發唱片，2002.1.18。


周杰倫。《葉惠美》，阿爾發唱片，2003.1.31。


周杰倫。《尋找周杰倫》，阿爾發唱片，2003.11.11。


周杰倫。《七里香》，阿爾發唱片，2004.8.3。


周杰倫。《十一月的蕭邦》，阿爾發唱片，2005.11.1。


林強。《向前走》，滾石唱片，1990.12。


林強。《春風少年兄》，滾石唱片，1992.1。


林強。《娛樂世界》，滾石唱片，1994.3。


張雨生。《天天想你》，飛碟唱片，1988.11。


張雨生。《想念我》，飛碟唱片，1989.7。


張雨生。《大海》，飛碟唱片，1992.12。


張雨生。《帶我去月球》，飛碟唱片，1992.2。


張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魚》，飛碟唱片，1993.6。


張雨生。《卡拉OK、台北、我》，飛碟唱片，1994.8。


張雨生。《還是朋友》，飛碟唱片，1995.3。


張雨生。《兩伊戰爭》，豐華唱片，1996.7。


張雨生。《口是心非》，豐華唱片，1997.10。


張學友。《吻別》，寶麗金唱片，1993.3。


陳明章。《下午的一齣戲》，滾石唱片，1990.1。


陳明章、許景淳。《戀戀風塵電影音樂》，水晶唱片，1993。


陳明章 等。《辦桌 壹》，水晶唱片，1994。


陳明章。《阮嘸是一个無感情的人》，SONY，1995.1。


陳明章。《勿愛問阮的名》，魔岩唱片，1999.1。


陳明章。《蘇澳來ㄟ尾班車》，魔岩唱片，2002.3。


陳明章。《伊是咱的寶貝》，滾石唱片，2004.10。


陳奕迅。《七》，艾迴唱片，2003.11。


陳珊妮。《華盛頓砍倒櫻桃樹》，友善的狗，1994.5。


陳珊妮。《乘噴射機離去》，友善的狗，1995。


陳珊妮。《四季》，友善的狗，1996.5。


陳珊妮。《我從來不是幽默的女生》，友善的狗，1999.5。


陳珊妮。《完美的呻吟》，滾石唱片，2000.12。


陳珊妮。《拜金小姐1》，亞商，2004.2。


陳珊妮。《後來我們都哭了》，543音樂站，2004.10。


陳珊妮。《拜金小姐2》，人山人海，2005.3。


陳綺貞。《讓我想一想》，魔岩唱片，1998.7。


陳綺貞。《還是會寂寞》，魔岩唱片，2000.4。


陳綺貞。《Demo 3》，魔岩唱片，2002.12。


陳綺貞。《Groupies吉他手》，滾石唱片，2002.8。


陳綺貞。《Sentimental Kills》，好小氣音樂，2004.3。


陳綺貞。《旅行的意義》，好小氣音樂，2004.3。


陳綺貞。《藍調》，力高股份，2004.12。


陳綺貞。《After 17》，口袋傳播，2004.12。


陳綺貞。《華麗的冒險》，艾迴唱片，2005.9。


陶喆。《陶同名專輯》，英皇娛樂，1998.8。


陶喆。《I’m OK》，俠客唱片，1999.12。


陶喆。《黑色柳丁》，全員集合，2002.8。


陶喆。《太平盛世》，EMI，2005.1。


黃舒駿。《雁渡寒潭》，歌林唱片，1989.3。


黃舒駿。《未來的街頭》，歌林唱片，1990.9。


黃舒駿。《何德何能》，歌林唱片，1992.2。


黃舒駿。《山盟海誓》，福茂唱片，1993.1。


黃舒駿。《我是誰？》，福茂唱片，1994.4。


黃舒駿。《未央歌》，福茂唱片，1995.1。


黃舒駿。《為妳瘋狂》，福茂唱片，1995.1。


黃舒駿。《兩岸》，豐華唱片，1998.4。


黃舒駿。《改變1995》，豐華唱片，2001.9。


黑名單工作室。《抓狂歌》，滾石唱片，1989.11。


楊弦。《中國現代民歌集》，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1975.10。


劉德華。《忘情水》，BMG，1994.5。


羅大佑。《之乎者也》，滾石唱片，1982.4.21。


羅大佑。《家》，滾石唱片，1984.10.1。


羅大佑。《未來的主人翁》，滾石唱片，1986.1.1。


羅大佑。《愛人同志》，滾石唱片，1988.12。


羅大佑。《青春舞曲》，滾石唱片，1989.11.1。


羅大佑。《衣錦還鄉》，滾石唱片，1989.11。


羅大佑。《閃亮的日子》，滾石唱片，1989.12.1。


羅大佑。《皇后大道東》，滾石唱片，1991.1。


羅大佑。《追夢》，滾石唱片，1991.5。


羅大佑。《原鄉》，滾石唱片，1991.9。


羅大佑。《首都戀曲二０００》，滾石唱片，1994.1。


羅大佑。《羅大佑自選集》，滾石唱片，1995.12。


羅大佑。《美麗島》，大佑音樂，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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