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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文提要


一、	研究目的


本論文企圖扶正流行歌曲的地位，尋覓時代意義。


二、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有：專書、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報紙文章、網站、電視節目、政府檔案、歌本等。涵括文學、音樂、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電影、傳播等領域。


三、	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分為資料蒐集、理論解釋兩部分。


四、	研究結果


歌曲的流行不是人為查禁可以左右的。流行歌曲具備了文學價值、時代意義，且和傳播媒介息息相關。
	摘要(英)	Thesis excerpt


一、Research target:


The target is to promote pop songs’position, and define the era meaning.


二、Research resource:


The resource: books, periodical papers,  master thesis,  doctor dissertation, newspapers,  phonograph records,  web sites,  TV programs,  files of government, librettos. Includes literature,  music,  society,  history,  culture,  politician,  economics,  movie,  disseminaition.


三、Research method:


The method includes reference research and theory explanation.


四、	Research result:


Songs extent cannot be prohibited. Pop songs include literature value,  era meaning,  and related with dissemimate media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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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鎮濤，《只要你過得比我好》，飛碟唱片公司。


合輯，《七匹狼》，飛碟唱片公司。


蔡幸娟，《東方女孩》，飛碟唱片公司。


小虎隊，《逍遙遊》，飛碟唱片公司。


姜育恆，《多年以後、再回首》，飛碟唱片公司。


合輯，《第六屆大學城1989全國大專創作優勝紀念專輯》，飛碟唱片公司。


合輯，《歷史的傷口》，飛碟唱片公司。


合輯，《1989夏令營》，飛碟唱片公司。


吳楚楚、潘岳雲、李麗芬，《三人展》，滾石唱片公司。


陶大偉、孫越，《朋友歌》，滾石唱片公司。


邰肇玫，《雪歌》，滾石唱片公司。


張艾嘉，《童年》，滾石唱片公司。


潘越雲，《再見離別》，滾石唱片公司。


羅大佑，《之乎者也》，滾石唱片公司。


潘越雲，《天天天藍》，滾石唱片公司。


羅大佑，《未來的主人翁》，滾石唱片公司。


潘越雲，《胭脂北投》，滾石唱片公司。


李恕權，《迴》，滾石唱片公司。


李恕權，《赤子》，滾石唱片公司。


羅大佑，《家》，滾石唱片公司。


潘越雲，《世間女子》，滾石唱片公司。


羅大佑，《青春舞曲》，滾石唱片公司。


張艾嘉，《忙與盲》，滾石唱片公司。


李宗盛，《生命中的精靈》，滾石唱片公司。


梅豔芳，《蔓珠莎華》，滾石唱片公司。


潘越雲，《舊愛新歡》，滾石唱片公司。


黃韻玲，《憂傷男孩》，滾石唱片公司。


黃韻玲，《藍色啤酒海》，滾石唱片公司。


周華健，《心的方向》，滾石唱片公司。


馬兆駿，《我要的不多》，滾石唱片公司。


陳淑樺，《女人心》，滾石唱片公司。


姚蘇蓉，《經典1》，滾石唱片公司。


姚蘇蓉，《經典2》，滾石唱片公司。


姚蘇蓉，《舊情綿綿》，滾石唱片公司。


潘越雲，《情字這條路》，滾石唱片公司。


合輯，《青春之星》，滾石唱片公司。


合輯，《青春之星2》，滾石唱片公司。


合輯，《青春之星3》滾石唱片公司。


趙傳，《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滾石唱片公司。


羅大佑，《愛人同志》，滾石唱片公司。


張信哲，《說謊》，滾石唱片公司。


羅文，《塵緣》，滾石唱片公司。


羅文，《卡門》，滾石唱片公司。


陳淑樺，《跟你說聽你說》，滾石唱片公司。


潘越雲，《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滾石唱片公司。


張洪量，《心愛妹妹的眼睛》，滾石唱片公司。


黑名單工作室，《抓狂歌》，滾石唱片公司。


馬兆駿，《就要回家》，滾石唱片公司。


齊秦，《紀念日》，滾石唱片公司。


李宗盛，《李宗盛作品集1984~1989》，滾石唱片公司。


羅紘武，《堅固柔情》，滾石唱片公司。


陳昇，《擁擠的樂園》，滾石唱片公司。


崔健，《一無所有》，可登唱片公司。


齊豫、潘越雲，《回聲》，滾石唱片公司。


紅螞蟻合唱團，《紅螞蟻合唱團1》，喜馬拉雅唱片公司。


童安格，《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寶麗金唱片公司。


蔡琴，《出塞曲》，海山唱片公司。


鄭怡，《小雨來的正是時候》，拍譜唱片公司。


齊豫，《你是我所有的回憶》，金聲唱片公司。


蔡琴、李建復，《一千個春天》，四海唱片公司。


李建復，《柴拉可汗》，四海唱片公司。


費玉清，《變色的長城》，東尼唱片公司。


鄧麗君，《淡淡幽情》，歌林唱片公司。


薛岳，《天梯》，拍譜唱片公司。


陳芬蘭，《楊三郎紀念專輯》，吉馬唱片公司。


瘐澄慶，《讓我一次愛個夠》，福茂唱片公司。


黃舒駿，《馬不停蹄的憂傷》，歌林唱片公司。


葉佳修，《葉佳修專輯》，海山唱片公司。


薛岳，《搖滾舞台》，拍譜唱片公司。


鄭怡，《心情》，可登唱片公司。


齊秦，《狼》，綜一唱片公司。


費玉清，《夢駝鈴》，東尼唱片公司。


張洪量，《祭文》，滾文唱片公司。


沈文程，《心事誰人知》，愛莉亞唱片公司。


黃鶯鶯，《只有分離》，寶麗金唱片公司。


文章，《三百六十五里路》，四海唱片公司。


張清芳，《激情過後》，點將唱片公司。


鄭智化，《老么的故事》，點將唱片公司。


洪榮宏，《洪榮宏專輯3》，光美唱片公司。


伍思凱，《愛要怎麼說》，可登唱片公司。


呂秀蓮，《台灣人的音樂心靈：台灣的歌》，大草原文教版社。


六、網路資料


迪克森海洋：（http://home.kimo.com.tw/dixonnew）


＜時光回音谷＞。


＜作曲家之島＞。


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http://140.116.10.240/taioan/）


楊克隆，＜台灣戰後反對運動歌曲的壓抑與重生……以解嚴前後的反對運動歌曲為例＞。


楊克隆，＜台灣流行歌曲研究＞。


阿達歌謠辭典：（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


＜什麼是禁歌＞。


自由時報新聞網：（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張瑞楨，＜台語禁歌 時代悲歌＞中述及王明山蒐集的老唱片。


聯合報新聞網：（http://udn.com/NEWS）


李名揚，＜戒嚴時期 熱情的沙漠 啊……禁！＞，2005年4月6日。


張文輝，＜抓泥鰍 小牛的哥哥 原本是小毛＞，1994年4月6日。


地下鄉愁藍調：（http://blog.yam.com/honeypie）


＜那時，我們的耳朵猶然純潔＞，2005年3月19日。


五四三音樂站：（http//www.music543.com）


＜「民謠風」系列曲目清單＞。


＜「中國創作民歌系列：我們的歌」系列曲目清單＞。


＜新格唱片出版目錄：1977~1986＞。


＜楊弦訪問稿（七）從李雙澤到審查制度＞。


＜老歌星＞。


台灣咁仔店：（http://www.taiwan123.com.tw）


＜數位日記：從收酒矸到燒肉粽＞，2003年8月5日。


追夢羅大佑 ：（http://lotayu.org）


＜追夢＞。


＜歷史報導：羅大佑 去自由自在的空間＞。


慎芝紀念網站：（http://home.kimo.com.tw/ojonionjoy）


＜TV群星會＞。


台灣光華畫報雜誌社網站：（http://www.sinorama.com.tw）


張夢瑞，＜錦歌繁弦夢一場＞。


蔡文婷，＜文夏＞。


華視台史館：（http://www.cts.com.tw）


＜經典節目＞。


歌詞收集網站：（http://www.ok166.net）


＜連續劇年鑑＞。


鳳飛飛歌唱之旅：（http://www.fongfeifei.com.tw）


＜鳳飛飛演藝年鑑：1968~1970、1971~1980＞。


金光總部官方網站：（http://www.bangbubu.com）


＜金光紀錄＞。


＜黃俊雄大師＞。


＜西卿天后＞。


瓊瑤官方網站：（http://www.chiungyao.com.tw）


＜電影歌曲＞。


＜電視劇歌曲＞。


懷念主題曲歌詞：（http://home.pchome.com.tw/comics）


＜懷念布袋戲主題曲歌詞＞。


台灣電影筆記：（http://movie.cca.gov.tw）


＜電影教室＞。


邵氏電影節經典收藏展：（http://movie.videoland.com.tw/channel/60 th）


＜香港電影在台灣＞。


七、電視節目


「台灣的歌」，八大電視公司第一台。


「台灣紅歌星」，八大電視公司第一台。


「台灣望春風」，八大電視公司第一台。


「我的音樂你的歌」，八大電視公司第一台。


「台灣演歌秀」，八大電視公司第一台。


「黃金夜總會」，三立電視公司都會台。


「台灣南歌」，TVBS電視公司G台。


「費玉清的清音樂」，中天電視公司資訊台。


「鑽石點唱秀」，東森電視公司綜合台。


「康熙來了」，中天電視公司綜合台。


「金曲百樂門」，緯來電視公司綜合台。


「勁歌金曲五十年」，中華電視公司。


「台灣無限唱吟」，中華電視公司。


八、教育部檔案：典藏於教育部檔案科。


序號	檔號	檔案名稱	內容要旨


1	67/2  531.10	4949	火燒戰船


2	67/3  531.10	7531	歌曲審查


3	67/4  531.10	9082	歡樂在一起


4	68/7  531.10	20516	踩在夕陽裡


5	78/3  531.10	11316	在人生的坦途上


6	78/2  531.10	7320	防止音樂出版品抄襲


7	77/5  531.10	19670	保留「為了你」等歌


8	75/11  531.10	50128	大逆未鋤責在肩


9	73/1  531.10	2933	萬古長存


10	63/10  531.11	17036  29022	審查不要歌曲清冊（第一、二份）


11	63/12  531.11	34489  34644	審查不要歌曲清冊（第三份）


12	64/2  531.11	3794	審查歌曲（不要歌曲第四份）


13	64/3  531.11	14289	審查歌曲（不要歌曲第五份）


14	64/6  531.11	5851	中國姑娘


15	67/2  531.11	4506	天恩歌


16	76/11  531.11	54319	何日君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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