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造星从流行音乐开始

上世纪八十年代， 内地还没有
“MTV”这个概念，刘志文已经开始通
过录像带对歌手进行宣传推广。 每年
国庆前夕， 全国各地的音像商家都会
奔赴广州， 在全国音像制品订货会上
采购最新最潮的音像制品， 而最早的
音乐录像带就是专门为订货会而制作
的。 此时的太平洋可谓独领风骚，别的
公司顶多只能提供试听， 但在太平洋
的摊位，不仅可以听，还有音乐录影带
可以看———有声又有色， 一下子就抓
住了音像商家的眼球。 随着太平洋出
品的盒带热销全国， 歌手的身姿也通
过音乐录影带“占领”全国大大小小的
音像店。 当时，太平洋为台湾歌手费翔
打造了他在内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其中一首歌《飞扬的青春》由费翔与内
地歌手成方圆、 董莉、 唐彪合唱，MV
也在北京天坛、广州五羊雕像、上海外
滩、 台北圆山饭店等多个城市地标取
景拍摄。

要让歌手真正走入大众的心，只
有影像还远远不够。 因此，刘志文主持
成立了太平洋艺术团， 把太平洋旗下

的歌手、乐手凑到一起举行全国巡演，
反响异常火爆。 刘志文回忆：“我们经
常一天要演两场， 下午一场、 晚上一
场。 演到最后， 观众都起立给我们鼓
掌。 ”经过太平洋包装打造的歌手风头
一时无两， 如今不少知名歌手也曾是
太平洋艺术团的成员， 那英就是其中
之一。

从 1981 年开始，太平洋开办“云
雀奖”，对销量好、社会效益好的歌手
进行表彰 ， 每位获奖歌手可以获得
1000 元的奖金。 刘志文回忆， 要参选
云雀奖，200 万盒销量只是“起步价”，
由此可见当时流行音乐市场的繁荣。
云雀奖最开始只是太平洋影音公司内
部的小型表彰会， 但因为太平洋的巨
大影响力， 云雀奖从一开始便受到了
各方重视。 首届云雀奖上，时任广东省
长梁灵光亲自颁奖， 时任广东省委书
记任仲夷也给太平洋发来贺信。 之后，
云雀奖越办越大， 场地从东方宾馆移
至体育馆， 形式也演变成大型颁奖晚
会。 刘志文说：“一个音像公司主办的
颁奖礼有这种影响力，真的不容易。 ”

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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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广东流
行文化 40 年”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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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是内地流行歌星
的摇篮。

上世纪八十年代， 太平
洋影音公司首开“盒带明星”
先河，沈小岑、程琳、朱晓琳、
“唐彪安李”二重唱等成为早
期的内地流行歌手， 迎来人
气大爆发。

上世纪九十年代，“造星
工程”和“签约制度”全面铺
开。 毛宁、杨钰莹、陈明、甘
萍、李春波、光头李进……这
些名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闪闪发光。 他们是中国内地
当代流行乐坛第一代明星，
身上深深地打着“广东制造”
的烙印。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上世纪九十年代， 广州是流行
音乐的“梦之都”。 这里汇集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意气风发，
歌手梦在此落地、发芽。 后来，他们
当中的不少人成为“94 新生代”的
代表人物。而广州这座城，则记录了
他们的青葱岁月。

甘萍： 放陈小奇鸽子，差
点没签上中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陈小奇为
甘萍量身定做了《大哥，你好吗》等
专辑，让她红遍大江南北。而大家不
知道的是，当年甘萍差点就错过了难
得的签约机会。 陈小奇回忆，当时中
唱广州分公司的一位副总在某歌唱
比赛上听了甘萍唱歌， 觉得很不错，
便给陈小奇下了任务：跟这个女孩接
触一下，估摸一下值不值得签约。 可
是，第一次约见面，陈小奇就被甘萍
放了鸽子，他等了两三个小时，根本
不见甘萍的踪影。 陈小奇当时很生
气，后来还是在那位副总的极力安排
之下，两人才终于见上了面，甘萍也
顺利成为中唱广州分公司的签约歌
手。 至于“甘萍胆敢放陈小奇鸽子”这
个谜团，一直到 20 多年后才解开：原
来，甘萍当时以为这些人是骗子……

陈明：逆袭成冠军，加入
中唱广州公司

1990 年， 陈明放弃了国企的铁
饭碗， 只身南下深圳当起酒吧驻唱
歌手。 1992 年， 她参加广东省首届
歌舞厅歌手大赛成为冠军。 陈小奇
是这次大赛总决赛的评委，他回忆，
陈明当时是“逆袭”取胜的：陈明是
深圳代表队的最后一名， 但听完她
唱 歌 之 后 ， 陈 小 奇 和 另 一 位 评
委———著名作曲家兰斋不约而同地
给她打了高分：“这个女孩唱歌的感
觉、技巧都很不错。”后来，陈小奇就
跑到深圳找她签约， 陈明因此成为
中唱广州公司的签约歌手。 陈明是
个“拼命三娘”，每次进录音棚可以
连唱八小时。 她说：“当时没有现在
的技术，你必须整段整段地唱，有一
个地方不好就要重来一遍。 下午进
棚录音， 录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是
常事。 ”

黄绮珊 ： 考入“卜通
100”，登上顶级舞台

从 1986 年开始，重庆妹子黄绮
珊便开始在重庆、贵阳、海口等地驻
唱。 1991 年，她从海口奔赴广州，目
标是加入国内最著名的歌厅“卜通
100”。 让黄绮珊至今不解的是，她考
了三次才考上：“陈彼得老师（台湾
著名音乐人）、 新空气乐队和那英，
全都冲进‘卜通 100’老板的办公室
跟他谈：这么好一个歌手都不要？后
来， 我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突然接
到一个电话， 对面传来一把沉闷的
声音：是黄晓霞（黄绮珊本名）吗？收
拾收拾到‘卜通 100’来。 ”在“卜通
100” 表演的日子虽然只有半年，却
对黄绮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她回
忆：“当时原创音乐的大本营就在广
州，‘卜通 100’ 是内地顶级的表演
场所。它的阵仗，从歌手、乐手，到灯
光、舞台、音响，其实很像 2013 年的
《我是歌手》，全是当时的顶级配置。
有谁不想来呢？ ”

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副总
经理的刘志文说：“造星是从流
行音乐开始的。 ”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太平洋影音公司（以
下简称“太平洋”）开始有意识地
发掘和培养流行歌手，人称“波
士”的刘志文便是这场早期造星
运动的重要推手。 当时，刘志文
打出“造星组合拳”：拍音乐录影
带，举行全国巡演，办“云雀奖”
颁奖礼，联合各大媒体为歌手造
势……这些如今看起来稀松平
常的宣传手段，在当时却是破天
荒之举。

1992 年 6 月， 中唱广州分公司成
立了内地第一个唱片公司企划部，由陈
小奇出任企划部主任。“企划”完完全全
是舶来品，陈小奇笑言：“刚开始成立部
门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企划’。”
此时， 制作人取代了旧式的音乐编辑，
成为流行音乐产品的舵手，唱片公司的
宣传方向也从包装歌曲转为包装歌手。

陈小奇最早签下的歌手是甘萍、李
春波、陈明和张萌萌。 针对他们的不同
特点，陈小奇为他们规划了不同的市场
定位：“甘萍有一种不谙世事的清纯，唱
腔也是走柔情路线的，我们给她的定位
是邻家小妹； 陈明在歌厅演唱出身，声
音带一点沧桑感，因此被打造为成熟女
性的形象。 ”

除了负责歌手的整体包装和音乐
制作，制作人还拥有资金调拨权，同时
也承担相应的制作风险责任。陈小奇担
任企划部主任时，就曾为了李春波而向
发行部“拍桌子”：1993 年，名不见经传
的东北歌手李春波带着自己创作的《小
芳》跑遍广东各大唱片公司，却处处碰
壁。 辗转之间，李春波联系上中唱企划
部的李广平和陈小奇，两人一下子就被
这首质朴而动人的歌曲打动。陈小奇回
忆：“我一听就觉得这首歌很有个性，决

定以分成的方式与李春波签约。 ”然而，
发行部却不愿意接这个活。“他们都觉
得风格太土了， 而且全部都是原创歌
曲，肯定卖不动。 ”陈小奇于是大手一
挥：“如果亏本了，我们企划部负责！”之
后 ，专辑《小芳》半年内销量突破 100
万，在大江南北掀起一阵“小芳热”。 李
春波一炮而红，1993 年也被称为“小芳
年”“李春波年”。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音乐人借鉴港台和国外的做法，在内地率先
建立唱片公司企划部和制作人制度：唱片公司与歌手签约，制作人为歌手量
身打造歌曲，进行企划宣传的定位，经过一系列精心包装后再推出市场。 这
种符合世界潮流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让广东流行乐坛的发展蒸蒸日上。

起源 流行歌手崛起， 广东媒体
功不可没。 亲历过那段时光的
音乐界人士都说， 当时的广东
媒体都热切关注着这群冉冉升
起的新星。 好几届云雀奖都由
广东电视台进行转播， 让这个
颁奖礼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大大
提升。《羊城晚报》与云雀奖之间
还有一段佳话：1985 年， 时值
《羊城晚报》复刊 5 周年，羊晚与
太平洋合办了第四届云雀奖。刘
志文回忆，这届云雀奖的安排十
分“时髦”：活动从下午开始，先
在中国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
和自助餐宴会，然后移师中山纪
念堂举行颁奖典礼。

刘志文与《羊城晚报》渊源
颇深， 他回忆说：“《羊城晚报》
的晚会、花地等版面，当时每个
月起码有三四篇稿子介绍太平
洋的歌手和盒带。 ”他更笑称自
己是《羊城晚报》 的“编外记
者”， 有时候会自己动手写稿，
“当时的夜班编辑都认识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 广东电视台
在每周六开设了一档固定节目
《太平洋之声》， 对太平洋影音
公司旗下的歌手和唱片进行推
介。 著名本土电视综艺节目《万
紫千红》也是歌星的摇篮，吕念
祖、毛宁、杨钰莹、唐彪安李等
歌手纷纷登上《万紫千红》的舞
台“打歌”。 由此，这群年轻的流
行歌手逐渐走入千家万户，也
走入每一个人的心里。

刘志文最自豪的“作品”是
唐彪安李这个对唱组合。 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 星海音乐学院
学生唐彪和安李组成二重唱搭
档，在广东小有名气，刘志文相
中了他们。 随后，唐彪和安李在
太平洋录制并推出了《春夏秋
冬》《在雨中》《明天会更好》等
专辑。 在广东媒体的强力助推
下，“广东制造” 的唐彪安李成
为继张振富耿连凤、 王洁实谢
莉斯之后的“第三代男女对唱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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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签约歌手的时代来临
蔓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贫瘠
了多年的大众文化市场正嗷嗷待
哺，流行音乐产业正是一片蓝海。
陈小奇回忆， 当时要推出一个新
人几乎毫无难度：“各地电台都会
主动联系我们，让我们上节目。 ”
流行歌手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大
红人， 他们在各地开演唱会和签
售会， 火爆程度堪比现在的流量
明星， 歌迷多到甚至把场地的门
口都挤破了。

1993 年， 踌躇满志的陈小奇
带着甘萍、李春波、陈明、张萌萌
四位歌手北上，在北京、上海两地
举行中唱广州公司歌手推介会。 5
月底，陈小奇一行人先到了上海，
没想到，这一炮哑了：推介会乏人
问津，上海媒体反应颇为冷淡。 陈
小奇咬咬牙，继续往北走，北京的
反响竟然与上海大相径庭。

25 年过去， 陈小奇仍对那天
的情景记忆犹新。 推介会在北京
保利剧院举行， 当天剧院的电风
扇刚好坏掉了，特别热。 而媒体的
热情丝毫不亚于那天的气温，总
共有七八十家媒体到场采访，其

中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重要媒体。 在推介会上，陈小奇对
中唱企划部的工作和旗下歌手做
了介绍， 引发媒体莫大的兴趣。
“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比如如何
选择歌手、怎么组织作品，等等。
也有很多人问什么叫做‘企划
部’，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
陈小奇说，第二天铺天盖地都是
这场推介会的报道。

当时， 广东四大唱片公司各
领风骚。 陈小奇于 1993 年调任太
平洋影音公司副总经理和总编辑
后，把甘萍、张萌萌、光头李进等
人签入太平洋，火风、廖百威等
也加入了太平洋；中唱广州分公
司则有李春波 、陈明 、方芳等歌
手；白天鹅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
有高林生、刘小钰、朱含芳等；新
时代唱片公司则发掘了毛宁、杨
钰莹、林依轮等。“造星”之火从南
到北蔓延， 在 1994 年达到巅峰：
南有毛宁、杨钰莹、李春波、甘萍、
陈明等，北有陈琳、谢东、孙悦等，
中 国 内 地 流 行 乐 坛 第 一 代 明
星———“94 新生代”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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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4新新生生代代””
毛宁、杨钰莹、陈明、甘萍、李春波、光头李进……

广东第一代流行歌手出席音乐活动，前排左起：刘欣如、李春波、火风（花衣者）、金学峰、高林生、毛宁、陈汝佳、光头李进 摄影 / 魏辉

“金童玉女”1990 年首次获奖，杨钰莹激动
地拧了毛宁的鼻子 摄影 / 魏辉

多年之后， 毛宁和杨钰莹回到当年的“出发
地”广州出席活动 摄影 / 魏辉

费翔在内地的第一张专辑由太平洋影音公司推出 李春波的《小芳》让 1993 年成为“小芳年”

陈小奇与毛宁

陈小奇与杨钰莹

1993 年，陈小奇（左四）携陈明（左三）、李春波（中）、甘萍（右三）、张萌萌
（右二）到北京举行歌手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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