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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樂？「商業化」就不聽？
記者 郭揚 邱靖雯 報導  

千禧年以來眾多獨立樂團崛起，例如滅火器、美秀集團、麋先⽣等，讓台灣獨立
⾳樂⾛進⼤眾視野，各式⾳樂祭與Live House也隨之興起。然⽽，「獨立⾳樂」
究竟是什麼呢？與主流⾳樂的差別⼜在何處？當許多⼈在抨擊商業化的獨立⾳樂
時，是否有釐清「商業化」背後的原因與代表的意義呢？
 

獨立⾳樂是什麼？
獨立⾳樂（Indie music）根據楊素霞等⼈發布的文獻，原指獨立⾳樂家在未獲得
主流唱片公司或其他資⾦的幫助下，進⾏非商業化、非主流的⾳樂創作。獨立⾳
樂並不是⼀種⾳樂風格，⽽是由各種⾳樂風格所組成，例如爵⼠、搖滾、⺠
謠……，為⾳樂家帶有獨立的態度以及對世界獨特的想法所創作出的作品，通常帶
有反璞歸真、清新或直爽的特⾊。因此若要說「獨立」是種⾳樂風格，不如說獨
立是⼀種「態度」！

那獨立⾳樂與主流⾳樂的差別在何處呢？台灣主流⾳樂以華語流⾏⾳樂為⼤宗，
根據《為何華語流⾏樂壇以情傷歌曲為主？試析抒情歌曲的療癒潛質》⼀
文，1989年⾄1999年台灣流⾏歌曲中，有將近八成以愛情為主題，其中將近⼀
半與分⼿、失戀相關。若以KKBOX風雲榜2020年華語年度單曲累積榜前⼗名來
看，依然有八⾸歌曲的主題為愛情。

根據台灣鋼琴家官⼤為於2019年在YouTube頻道「NiceChord (好和弦)」發布的
⼀項研究，以2018年11⽉⾄2019年5⽉發⾏，並且在線上⾳樂串流平台KKBOX
上，點播次數前50名的台灣流⾏歌曲為研究對象，發現其中有66%都使⽤了世界
上流⾏⾳樂較常運⽤的三⼤和弦，分別為卡農和弦、四和弦及4536和弦，雖然此
三⼤和弦是⼤多數聽眾已經聽習慣且認為好聽的旋律，但也是導致主流歌曲聽起
來都很像的原因。

獨立⾳樂⽅⾯，根據使⽤⼤數據分析各⼤新聞網站及討論區數據的網路溫度計於
2016年發布⼀項調查，最受歡迎的⼗⼤獨立樂團代表歌曲中，僅有兩⾸的主題與
愛情相關，整體主題與主流⾳樂相較之下較多元，有社會議題、⾃我意識、⼈⽣
觀等。總結來說，獨立⾳樂⼤多是⾳樂家對於⽣活的想法與抒發，雖然整體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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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是⼤眾喜好的，卻是⾳樂家最想傳達的。

台灣主流⾳樂與獨立⾳樂的歌曲主題比較。（圖片來源／邱靖雯製）資料
來源：KKBOX、網路溫度計

台灣獨立⾳樂發展史
獨立⾳樂最早可追溯⾄1987年後解嚴時期，當時正處於社會思潮的巨變，因此⼀
群非主流且富有想法的⾳樂家聚集，他們致⼒於發展主流⾳樂以外的歌曲形式，
挖掘不少中外曲風，這些樂團在八零年代的出版審查制度之下，形成⼀股反社會
且不可忽視的地下樂團勢⼒。

也因為地下樂團影響⼒的拓展，90年代主流唱片公司也相應推出地下樂團唱片公
司，然⽽因為層出不窮的慘賠案例，讓主流⾳樂公司開始畏懼投資在樂團⾝上。
這樣的轉變激起了獨立⾳樂⼈們的集體反思，「獨立」⽽不受唱片公司影響的精
神開始廣為⾳樂⼈流傳，加上科技的突⾶猛進，⾳樂的製作成本⼤幅降低，並在
⾳樂表演場所及政府補助的推波助瀾下，樂迷⼈數和影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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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樂發展史與代表⾳樂家。（圖片來源／郭揚製）資料來源：聯
經出版

獨立⾳樂不需要「商業」？
然⽽，獨立⾳樂開始蓬勃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所謂「產業化」之現
象，這樣的趨勢讓⼀部分不以營利與迎合⼤眾胃⼝為⽬標的⾳樂⼈相繼出⾛，間
接造成部分獨立聽眾聽到「商業化」即反感的現象。

根據中正⼤學傳播系教授簡妙如在《台灣獨立⾳樂的⽣產政治》⼀文的說明，獨
立⾳樂主要由非主流唱片公司及樂團所進⾏⼀系列產製及銷售過程，⾳樂⼈可以
依照⾃⼰的想法做⾳樂，不必對商業或其他因素做出妥協。

但這並不代表獨立⾳樂⼈不需要商業的⽀持，⽽是他們能⾃⾏製作獨特的⾳樂類
型，擁有非主流的商業模式，例如擁有復古台灣味的台灣獨立樂團——美秀集
團，便沒有與主流唱片公司簽約，所有歌曲及專輯從創作到發⾏，甚⾄到樂團的
⾏銷活動，都是由美秀集團⾃⾏完成的。
 

玩出⾃⼰特⾊的⾳樂！
本報共針對138名獨立樂團聽眾，調查他們是否會因為喜歡的樂團⾛向「商業
化」⽽不願⽀持他們，其中約七成的⼈表⽰仍會繼續⽀持。但總結來說，無論是
選擇⽀持或不⽀持的聽眾皆表⽰，若獨立樂團因商業化⽽失去初⼼，追隨⼤眾喜
愛的⾳樂形式，失去了原有的特⾊的話，便不會繼續⽀持此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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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樂聽眾對於商業化的看法。（圖片來源／邱靖雯製）

由此可⾒，獨立⾳樂不是不能⾛向商業化，⽽是在商業化的同時還能保有初⼼，
不為了因應市場⽽失去原本「獨立」的態度，漸漸向主流⾳樂靠攏。期望未來台
灣的獨立⾳樂在商業的輔助之下能被更多聽眾聽⾒，也希望聽眾們能摒除對於
「商業化」的偏⾒，把注意⼒放在⾳樂⼈的作品上，共同打造台灣獨立⾳樂的友
善環境。

關鍵字：獨立⾳樂、獨立樂團、商業化、主流⾳樂、華語流⾏歌曲

縮圖來源：郭揚攝

� 回到【獨立⾳樂「商」了你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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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鄭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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