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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8  記者 蕭泳 文

李榮浩這個名字可能比較陌生，他出生在中國安徽省蚌埠市，二○○五年已經被艾迴唱片簽約為

創作藝人，為很多歌手作曲或填詞，其中包括A-Lin、王心凌、林依晨等，但卻在二○一○年才

正式出道。憑著自身獨特的唱腔，加上填詞的才華，為自己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風格。直到二

○一三年簽約北京簡單快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才發行專輯《模特》，正式以歌手的身分出道，

走到幕前。而他也在二○一四年藉著《模特》提名金曲獎的《最佳國語專輯獎》、《最佳國語男

歌手獎》、《最佳新人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被媒體稱為是最強黑馬，儘管最後只獲得

《最佳新人獎》，但這種新人入圍的盛況目前只有周杰倫在二○○一年達成過，而李榮浩也在同

年簽約華納音樂，正式打入台灣市場。

 

平淡音樂　配搭滄桑平淡音樂　配搭滄桑

李榮浩的音樂風格與現在常流行音樂聽到的風格不盡相同，他的音樂編曲都十分簡單，甚至可以

說是街頭藝人的感覺。一個單純的音樂伴奏，沒有特別的混音，十分平淡，反而突顯出他的聲音

，特別是他的聲音很容易給人一種滄桑的感覺，聽他唱歌就像是聽他在訴說他自己的故事──樂界

打滾多年終於嶄露頭角。

李榮浩的作品是可以令人細細品味的，雖然他的作品不一定全部是由他自己作詞，但卻很有意思

，用了很特別的詞，跳脫了現代流行音樂歌曲內容相似的困窘，很有個人特色，唱腔特別，樂評

人王祖壽在〈李榮浩「新人王的10年功」〉中如此描述他的聲音：「他的音色具有迷離的豆沙磁

性，與選秀節目容易凸顯的高亮氣粗嘶喊大不相同，他的聲腔時而慵懶落寞（落俗），時而灑脫

傷感（自拍），時而口氣忐忑（不搭），時而淡泊自得（天生），偶有激情（快讓我在雪地上撒

點兒野），卻無選秀的煽情，統合成一種流行聽覺新魅力。」有些作品聽起來甚至會有陳奕迅或

周杰倫的錯覺，但在細細品味下會是令人有很多體會的音樂。

 

歌詞特別　反映現實歌詞特別　反映現實

以現在的流行音樂來說，李榮浩的作品歌詞都是十分獨特，當然，他本來的取材就已經異於現在

音樂的主流，例如〈喜劇之王〉帶給人的感覺雖然跟陳奕迅的〈浮誇〉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有一

種無法得到別人關注的感覺，歌詞中所要表達的東西很多，令每個人可以思考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能有不一樣的體會。雖然歌名明明是〈喜劇之王〉，聽起來應該是一個喜的感覺，但歌詞表達

的卻是失戀的悲，也帶一點諷刺現代人很容易沉醉在電影或電視劇的劇情裡面，變得無法接受現

實。歌詞中還有一句，「我傷得斷腸　我哭得誇張　只為了紅幾年」，正是諷刺演員為了成名而

做出誇張的行為，但在成名後卻無法用自己的能力或才華繼續受人關注，為了吸引目光而做出怪

異行為。

〈喜劇之王〉MV表達出戲如人生的感覺，又帶出另一個不同的體會。（影片來源／Youtube）

而〈李白〉的歌詞尤其諷刺，「要是能重來　我要選李白　創作也能到那麼高端　被那麼多人崇

拜」正是現在很多創作者的寫照，創作人不一定得到重視， 恍惚也是李榮浩自己的寫照。歌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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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二二三期，共

三十三篇稿件，其中

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

現象居多。本期側欄

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Play為
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

容，令人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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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調的冷笑話　吐槽的對否變調的冷笑話　吐槽的對否

本篇是針對於中國的一部動畫進行簡單分析，
帶出其背後的問題。

再年輕一次　追尋青春夢想再年輕一次　追尋青春夢想

敘述一位女性重返青春年華，嘗試了許多新奇
的事物。

也有提到「好幾百年前做的好壞　沒那麼多人猜」，更是一個現代社會的一個反思，現代社會對

於名人的一切行為都十分關注，並要接受公眾評論他們的行為是好是壞，特別是歌手、藝人，但

卻忘了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反觀在幾百年前的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緊密，對於有才華的人是尊重

，而不是追捧，能成為有名的人也不一定只看樣貌，而是才華優先。

李榮浩的現場表演也跟音樂一樣，平淡而有力量。（影片來源／Youtube）

但是，因為是從大陸到台灣發展，歌詞有可能比較有大陸的用詞，例如紙巾，台灣很少會用這個

詞，這些用詞可以說是特別的，但也可以令人覺得很奇怪，覺得歌詞不太對勁，而作為大陸來的

歌手，李榮浩是少見的國語沒有腔調，令人驚艷。另外，他的歌詞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古代的詩人

或詞人的名字，就像是〈喜劇之王〉中題到李清照，這是在現代流行音樂中很少見的。

 

風格獨特　突破平庸風格獨特　突破平庸

在聆聽李榮浩的作品時，會發現他的聲音有陳奕迅的韻味，特別是在〈不搭〉中，就跟陳奕迅的

聲線十分的相似，但在音樂風格不同的情況下，李榮浩的個人特色更能突顯出來，他不像陳奕迅

有很好的歌唱技巧，但卻充滿了力量。在不留意歌詞的情況下聽他的作品，會覺得每一首歌都差

不多，因為他的風格在現代音樂中相對平淡，對於之後的發展可能是一個比較遜色的地方，但這

也是表現獨特聲線的最好方法。現代電子音樂領頭，這種作品不一定可以得到很多人的關注，但

這種音樂卻很耐聽，樂評人傑米鹿在對他的評論中說：「無論你身處何時何地，戴上耳機放出他

的音樂，你便會立刻陷入他音樂裡那股特別的『緩慢卻流動，低調而奔騰』的音樂節奏空間裡，

彷彿是一種戒不掉的癮。」雖然喜歡節奏感的人會對此不以為然，但他的作品的確是優秀的。而

他的專輯會翻唱一些經典的歌曲，例如〈模特〉中，翻唱了【環珠格格】中的〈有一個姑娘〉，

雖然在專輯中顯得突兀，但他的版本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現在的音樂市場以韓國樂團領先，但在淘汰率很高的韓國音樂市場中，也令音樂變得越來越雷同

，一如既往的電子音樂，俊男美女整齊的舞姿，成為了各地音樂的模仿對象，但這種盲目的模仿

卻令這種風格越來越格式化。在這個時候，像李榮浩的作品就像是一股清流，令人有一種與眾不

同的感覺，成為一個不單靠樣貌，而是真實用實力，為自己回歸音樂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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