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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哈日風潮方興未艾，逐漸發燒的「韓流」似乎成了後起之秀。無論是韓國流

行音樂或是藝人歌手亦或者是韓劇，都已漸漸地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且影

響力與日俱增，聽著朋友之間相互討論著的韓劇劇情、看著同學們爭相傳閱著報

導有關於韓國藝人歌手消息的報章雜誌、又或是走在哪條街上各店家所播放正當

紅的韓國流行音樂。連政府及各大企業廠商也爭相討論韓國流行文化如何在亞洲

各地皆造成如此風靡的原因及韓國音樂相關產品在韓國境內及整個亞洲音樂的

影響，除了增加莫大的經濟效益外，對於韓國流行文化及傳統的文化產業亦有提

高知名度等功用。 

 

這一股來勢洶洶的「韓流」儼然是時下最膾炙人口的話題，這種現象究竟會

不會影響到台灣自身市場？藉由這一次機會能夠深入探討、了解哈韓風潮日益風

行的原因。 

 

二、研究目的 

 

為了了解韓國流行音樂對北市的高中生是處於何種角色並以哪種歌曲類型

最能受到高中生受訪者的青睞之因素做詳細探討，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受訪者喜歡何種類型的韓國流行音樂。 

(二)了解不同的受訪者注意韓樂之型態。 

(三)探討受訪者對韓國實力歌手的韓樂之接受程度、原因。 

(四)了解受訪者如何得知韓樂訊息。 

(五)韓樂如何與台灣華語融合為受訪者喜愛。 

 

三、研究對象 

 

鎖定台北市復興美工、松山家商夜間部的學生為訪問對象 

原因：時下青少年網路發達、資訊交流蓬勃快速，鎖定此族群以了解高中生喜歡

的韓國流行音樂類型、注意的韓國歌手和原因。 

北市復興美工總人數 4480人，松山家商夜間部總人數 690人，共發出問卷 200

份，有效問卷收回共 200份。抽樣比例：復興美工為 4%、松山家商夜間部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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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引用與被引用之關係做研究，可獲知韓國流行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關

係與發展及傳播的過程，進而了解研究近況和未來趨勢。 

 

(一)韓流的興起 

 

「近年來由於韓劇發燒，「哈韓」儼然已變成全民運動。這股韓潮來勢洶洶，

攻佔台灣各大市場。日常生活中可接觸的韓國貨越來越多、韓劇的周邊商品熱賣 

、韓星一波波來台宣傳造勢，以及韓國餐飲和韓國觀光，都成為哈韓族的最愛。

「韓流」經過的地方，隨處都可以見到它留下的風暴。」(黃靜宜，2007) 

上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韓國的流行歌曲、影視等作品接踵進入亞洲，被媒體形

象地稱之為「韓流」(寒流的諧音，用於表達韓國產品和文化越來越流行的新奇)，

韓流一詞最早是 1999 年一名北京記者所使用，並成為了韓國人用來宣傳本國文

化的一個概念。 

 

如今的「韓流」不再侷限在影視領域，而是成了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

韓國人給予了「韓流」重大的意義和使命，把韓國傳統文化、飲食、服飾、韓國

產品和旅遊等捆綁在一起，"一源多用”非常普遍。 

而韓國的流行文化，已經從一時的潮流蔚然成風，在擴大韓國文化影響力的同

時，也給韓國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價值，「不但重建了韓國人的信心、韓國的國家

形象，而且成為韓國產品行銷全球的重要代言者，對亞洲人來說，韓流有很大的

魅力，是生活娛樂的一部分。」(陳雅玲，2005) 

 

曾在香港、菲律賓、韓國等地工作的韓國研究部主任 James Paterson主寫的

《CLSA’S》報告預期了「這股風潮方興未艾，韓國企業的發展必然大有可為。

並指出了這股由韓劇、韓國電影、流行音樂組合以至網上形成的「韓流」風尚。 

 

1、韓劇的流行 

 

韓流一般是從韓劇開始，韓劇的流行也帶動韓國電影、音樂、食品和韓語的

流行。台灣最早撥出韓劇的是霹靂衛星電視台，但是受制於霹靂衛星電視台的知

名度不高，使當時韓劇在台灣的影響力不高，不過也奠定了韓劇流行的基礎。在

日劇正氾濫的佔據許多頻道時，讓台灣逐漸興起一股韓國熱的是─2001年於八大

戲劇台撥出由李英愛和車仁表合演的《火花》，成為早期第一部在台灣受到歡迎

的韓劇。再之後宋承憲、宋慧喬、元斌的《藍色生死戀》、裴勇俊的《冬季戀歌》，

跟 Rain、宋慧喬的《浪漫滿屋》，更是引起熱烈討論。「八大播出的韓劇大多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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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少、情節感人、製作的水準也較高、再搭配帥哥美女的演員陣容，較能打動台

灣觀眾的心。」(玄沅佩，2006) 

  

而八大推銷韓劇的手法，主要是邀請韓國當紅演員到台灣宣傳，並適時的推

出電視原聲帶，讓韓劇全面進入台灣觀眾的生活中。此一區隔市場的手法為八大

殺出一條血路。在此之後，其它電視台則也一窩蜂跟進。 

 

2、韓國流行音樂的興起 

 

1997年，以酷龍、NRG、H.O.T等為主代表韓國一線組合被少數的歌迷所認

識，雖然當時韓國音樂並不廣為大眾認同，但即使那很小的一部分「飯群」(fans)，

也使韓國音樂種下的種子小小萌芽了。「最早打入中國市場的是酷龍和高耀太，

以韓國電子舞曲為主打，讓歌迷初了解到了韓國音樂的獨特，在韓迷心中這兩個

組合是有著重要代表意義的音樂前輩，正是他們打開了韓國音樂的大門。」(玄

沅佩，2006) 

 

    韓流的爆發時代，是在 NRG、H.O.T等青少年偶像組合的出現後，與眾不同

的音樂、舞蹈、服飾與舞台，讓青少年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之後其他公司組合也

相繼被歌迷認知，如HIPHOP舞蹈組合Baby V.O.X、R&B組合 Fin.K.L，R&B/BLUES

美聲組合 god，風格更鮮明的組合被更多不同人群所喜歡，人氣也逐漸累積。 

 

現在韓國流行娛樂的發展，相信許多人並不陌生，流行天團如東方神起、

Super Junior、少女時代等在亞洲地區所造成的風靡，也是讓人另眼相看的。 

韓國音樂進入華語樂壇為時已久，其實已經不是件新鮮事了，從上個世紀 90年

代中期至今，我們見証了酷龍、H.O.T、到 BoA (寶兒)的一路延燒，讓韓樂站穩

了台灣第三大外語唱片的位置，而 2001年掀起的韓劇風潮，則讓原聲帶及影音

產品加入主戰場，許多人到此才正式意識到韓樂的存在，但事實上，許多韓國熱

門歌曲早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我們的記憶，進入的方式便是「翻唱」。 

  

「韓國流行樂最初相較於日文歌曲的高接受度，在台灣占有率一直不高，語

言隔閡是最大的問題；有鑑於此，唱片公司改打『翻唱原曲』和『原聲帶』兩張

王牌，希望藉由華人歌手翻唱過，或電視、電影播放過，以增加熟悉度、刺激買

氣。」 (文字╱記者梁岱琦、簡竹君、EMI唱片，整理╱追星網小編，2004) 

 

3、打開翻唱韓樂史 

 

說到「翻唱」，徐懷鈺、蘇慧倫、莫文蔚、杜德偉、汪佩蓉等都有紀錄，辛

曉琪更是發行過整張韓曲重唱的作品。韓樂快歌所呈現出的輕快、逗趣、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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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等特質，和慢歌所標榜的磅礡氣勢及淒美情調，其實是非常適合台灣人口味

的，影響所及，也讓韓樂搖身一變成為國語流行樂界最重要的翻唱取材對象。 

 

新人出道更使用韓國歌曲做清楚的定位，許慧欣第一張專輯的〈愛情抗體〉，

翻唱自韓國「褐眼男子」的〈已經一年〉，同公司的「Energy」，則採用型態類

似的韓國團體「神話」的〈Hey,Come On〉，打響第一砲。范逸臣演唱韓國電影

「我的野蠻女友」的主題曲〈I Believe〉，挾著電影知名度，連帶讓大家注意到

他的好歌喉。張智成因聽到韓國女歌手 t.演唱的〈一天又一天〉，而翻唱成〈May 

I Love You〉，順利奠定自己抒情的風格，也因為張智成唱紅了這首歌，讓唱片

公司順勢引進 t.的專輯。 

 

(二)當台灣藝人對上韓國藝人 

 

「台灣藝人是先進演藝圈再開始努力，韓國藝人他們則是先努力再進演藝

圈。」以經紀公司培育藝人來看，近年來台灣明星大多從選秀節目或歌手從演戲

出來，經紀公司將他們包裝得很漂亮出唱片，但之後呈現的效果卻不一定如預期。 

反觀韓國藝人，「韓國經紀公司經營模式愈來愈像好萊塢。很多女孩子 12歲進公

司，有系統地學習語言、歌唱、舞蹈，甚至應對媒體和基本禮儀，歷經四年左右，

打造包裝後，17歲正式出道。」(吳啟綜，2005)如韓國奇蹟 BoA，從韓國紅到日

本，她 16歲就以紅遍全世界為夢想努力，2008年更被日本譽為是「全亞洲唯一

有資格進軍美國歌壇的歌手」，BoA她唱歌、跳舞如此厲害，但她也是練了 10年，

實力絕對是用汗水與淚水換來的。 

 

再以歌手來看，台灣歌手越來越多，卻有很多人都是出了一張專輯後，可能

一陣子大紅了，但一陣子過後又不見了。他們的才藝多半是唱唱歌。反觀韓國歌

手，如 Rain、BoA、H.O.T、神話，以及現在的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時代，

一推出就受到大量關注，但是哪一位不是經過嚴格的培訓才有今天？他們會唱

歌、會跳舞、會樂器卻是件平常的事，在韓國當明星真的很難，只會一項才藝還

真的很難熬下去。又如 BigBang、FT Island更是詞、曲、專輯一手包辦，在台灣

也是累積了許多默默支持的粉絲群。那樣的素質和努力跟現在的台灣藝人真的差

很多。 

 

(三)韓流帶起韓式美食、化妝品造成一股狂熱 

 

隨著韓劇、韓樂的風行，韓國美食也順勢流入台灣，而「美食」當然是不可

錯過的一環，新聞媒體、美食節目紛紛報導有關韓國最新的美食資訊。韓式料理

在目前市場的反應也相當不錯，短短的幾年，在台灣開設的韓式料理店越來越

多，而國人也受韓流影響到飲食習慣稍微的改變，像是泡菜、辣年糕、韓式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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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國人喜愛。除了可以到韓式料理店吃道地的韓式料理之外，前陣子促銷的韓

國「辛拉麵」，在市場的反應熱烈，隨著哈韓風發燒，韓國商品於市場的進貨量

相對提高。  

亞洲國家中的日本和韓國，是大家公認最重視化妝禮儀的國家，而台灣受到

韓劇、韓星的影響，「韓式化妝法」也成為大家爭相學習的對象。韓系美妝保養

品，以 The Face Shop 為例，不到一年的時間已在全台開了二十八家分店，可見

韓國平價彩妝店的受歡迎程度之高。而近年來韓星大量為品牌服飾、彩妝代言、

舉辦見面會，更是為服飾、彩妝店帶來一波波的商機。 

(四)韓國歌手開口唱中文 

 

1、 韓國歌手為什麼會在專輯中唱中文歌曲？ 

 

市場決定一切，要打進哪個市場，自然就會為適應市場做一些調整。「中國

唱片馬小蘭認為：『聰明的歌手都會這樣考慮，畢竟中國肯定是全球最大的唱片

市場，而且發展空間相當大。當他們國內市場不景氣，他們自然會不擇手段挖掘

新的市場。』」(中國文化網，2004)而在專輯中加入中文歌曲，能引起更多人注意，

而且討好聽眾。如果他們來中國、台灣演出時，在台上唱中文歌，效果可想而知。 

 

2、下表為韓國歌手演唱中文歌曲與專輯發行列表 

東方神起         2004年 10月  三角-魔力   首張中、韓文專輯 

正式開啟了台灣「韓國歌手唱中文」的市場。 

 

Rain             2006年 5月     手記      首張中文單曲 

曾在 2005年王力宏的專輯中跨刀唱中文，雖然只有一兩句，但還是引起樂迷的關

注。隔年發行中文單曲，使更多人注意到 Rain不同的一面，成功唱進台灣樂迷的

心。 

 

安七炫&吳建豪   2006年 6月    Scandal     首張聯手的中、韓文專輯 

華人與韓國歌手的新組合，兩位都是在歌壇擁有高人氣的歌手，在一起更是個新

奇的組合。 

 

Super Junior-M    2008年 5月     迷(Me)     首張中文專輯 

M的意思是「普通話」(Mandarin)，表示這個組合立志在華語樂壇出名。發行整張

的中文專輯，並翻唱母團 SJ的代表歌曲，使M子團和 SJ母團都更廣為人知，也

漸漸在華語市場奠定了基礎。 

Super Junior-M    2009年 9月   Super Girl    國語迷你專輯 

以更純熟標準的中文發行迷你專輯，發行一周就拿下台灣三大的音樂排行榜冠

軍，成功的在台灣寫下漂亮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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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利用設計問卷題目，經由受訪者的回答，蒐集到受訪者對韓國流行音樂的看

法與關注度。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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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0

圖1、平時常聽的音樂語言

之比例分析

人數 170 119 94 73 25

華語 英文 日文 韓文 其他

 

162 150

66 63
46

0

100

200

圖2、平時常聽的音樂類型

之比例分析

人數 162 150 66 63 46

流行 抒情 R&B 嘻哈 其他

 

以上 1、 2兩題皆為了解受訪者平時會聽的音樂語言與類型之所佔比例的分析。 

 

圖3、是否受韓樂吸引之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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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7

76

54 52
39

4
0

50

100

圖4、承圖3.被韓樂所吸引

的原因之比例分析

人數 37 76 54 52 39 4

語言 節奏 韓劇 外型 MV 其他

 

    圖 4分析說明：承圖 3、會被吸引之

原因分析，「節奏」為受訪者受韓樂吸引

的主因之一，若能有一曲能夠琅琅上口的

旋律，就能夠使樂迷更容易接觸韓樂。如

2009 年大紅的搓手舞「 sorry,sorry」、

「nobody」，有著簡單易懂的旋律，成功

的在台灣的綜藝節目、各大模仿秀，甚至

是大街小巷造成了一股「韓流」，更有電

視媒體說：這兩首歌有著一聽就不會忘的

超強毒性，使臺灣人深深的中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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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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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圖5、承圖3.不被韓樂所吸引

的原因之比例分析

人數 28 39 9

聽不懂 主觀感 其他

 

圖 5分析說明：承圖 3、不被吸引之原因

分析，以「主觀感覺」和「聽不懂」為主，

主觀感覺之影響如：「因為台韓斷交時南

韓政府的態度（將大使館物產無償交付中

國並將台灣外交官員驅逐出境），以及一

些國際體育比賽時南韓隊的表現（遊走於

競賽規則邊緣的小動作等），透過媒體讓

有些台灣人對韓國留下負面印象。」(維

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20
95 87 82

64 65

0

100

200

圖6、獲取韓樂訊息管道

之比例分析

人數 120 95 87 82 64 65

M V 韓劇 電視 網路 朋友 其他

圖 6分析說明：現在是電視傳播、資訊發

達的世代，其中以MV最廣為大家注意，

而韓劇也使許多人注意到新的韓樂配樂

的訊息，其中，同儕朋友的影響因素也佔

了問卷之一大部分的比例，代表韓樂在同

儕朋友之間已漸漸引起討論。 

141

11 5

10 8

103

102

58

58

55

0 2 0 40 60 80 10 0 1 20 1 40 160

Super Junior

Rain

寶兒

SS501

東方神起

安七炫

少女時代

其它

圖7、曾經注意過之韓國歌手

 

    圖 7分析說明：Rain、寶兒、東方神起是大家普遍都知道的韓國歌手，但如 Super 

Junior，2009年一曲「sorry,sorry」成功的帶起了他們的知名度，子團M則在 12月時

在台灣舉行兩場售票粉絲見面會。而韓劇「流星花園」則捧紅了 SS501，他們便又

順勢的於 2009年 10月在臺北小巨蛋舉辦了首場大型演唱會。 

    

    圖 7僅列出票數高於 55以上的項目，其它項目的內容則包含 Wonder girls、神

話、申彗星、SHINee、Big Bang、H.O.T 、金鐘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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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承圖7.吸引注意的韓國歌手

具何種特質之比例分析

人數 170 123 99 84 31 2

音樂 舞蹈 長相
節目

表演
態度 其它

 

    圖 8 分析說明：承圖 7、在這個音樂

選擇目不暇給的時代，歌迷會注意的不再

只是單一原因，歌手們就不能再單靠外

貌、歌聲及一時的超人氣在演藝圈闖盪，

必須往全方面的發展才得以在演藝圈長

期生存。 

圖9、是否花錢購買專輯

之比例分析

159

79%

41

21%

是

否

 

 

    圖 9分析說明：現在網路的發達，音

樂在網路上搜尋之便利，使得許多人即便

受某首歌曲所吸引，卻也不會因此特地去

消費購買此專輯，所以，唱片公司不僅要

推銷歌手，也要適時的打出專輯組合，如

附贈限量贈品、辦見面會…等，如此才更

能吸引消費者購買專輯。 

圖10、是否把聽韓樂的比例增加

之比例分析

102

52%

95

48%

是

否

 

    圖 10分析說明：在兩百份有效問卷當

中有 52%的受訪者表示，會將平時聽其它

語言的歌曲之時間移去聽韓樂、提升聽韓

樂的比例，由此表示韓國音樂已經悄悄的

進駐台灣樂迷的心了。 

圖11、是否設法接觸韓國文化

之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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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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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設法接觸韓國文化的管道

之比例分析

人數 7 6 4 9 2 6 1 5 1 2 2

網路 雜誌 韓文 論壇 朋友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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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12 綜合分析說明：「是」之原因分析，網路的方式為大家最廣為使用的

方法，網路無國界；所有的新消息都會在網路上互通有無，使更多人能夠更快速得

到韓星、韓樂的新資訊。 

    其次是雜誌，台灣出版有關明星資訊的雜誌為數眾多，早在 2005年；為了因應

廣大的韓迷，由子紜實業出版首開先例發行了內容全為介紹韓星資訊的中文雜誌─

BOOM哈韓誌。之後在 2009年布克文化─Trendy、固德曼─Fans×Fans戀韓誌和朵琳

出版─韓‧流感也紛紛的跟進。使韓迷不再只是由網路獲得訊息，雜誌的收藏也是

好方法之一。而這幾年韓國文化在台灣的快速發展，許多人紛紛開始學習韓文，補

習班報名學習韓文的人數也是越來越多。 

参●結論 

一、結論 

 

對於「韓流」，無論你是對它瘋狂著迷，還是對其嗤之以鼻，人們所感受到

的來自韓流的強大滲透和撞擊卻是實實在在的。因此，都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審視

這股異域流行風尚。 

 

哈日風潮方興未艾，逐漸發燒的「韓流」似乎也漸漸地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

活之中且影響力與日俱增，但是，這股趨勢卻不是所有的人都樂於接受與接納。

『文化有所不同，但不同的美景人人會欣賞，不同的習俗及歷史人人會感興趣，

只要詮釋得當，製作用心深入，都不難引起大眾的興趣及喜愛。』哈韓？亦或者

是反韓？到底該怎麼做才算是對的？怎麼樣做又會是錯的？這沒有唯一的標準

答案。 

 

雖然韓樂已經在台灣造成了不小的旋風，但經過問卷調查結果，還是有很多

人不是很喜歡這股韓風，更有一些性格較偏激的人完全抵制使用韓貨，大大小小

的原因都不脫離是因為自己的主觀感覺而排斥韓流的侵襲，大多數的人仍是由於

韓國曾經使用很糟糕的態度對待台灣而排韓，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永遠保持這

樣的態度面對韓國而停滯不前，雖然，韓國有過不好的地方但是卻也有很多值得

我們學習的地方，為什麼臺灣人會願意去哈韓、哈日？而不是外國人來哈台？這

正是因為他們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不要只看到別人的缺點就拒絕接觸韓

國的文化，文化的交流可能再衍生出新的文化與流行因而促使進步或是增添益

處，加上也有可能美國、日本音樂在台灣發展時間比較久，大家也比較熟悉，至

於韓國音樂，可能因為還不了解，所以暫時談不上喜歡，但相信時間久了，他們

就能了解到韓國音樂的特色。所以，無論是哈韓還是哈日只要以正確的心態去面

對，那對於我們的文化便是有益而無害。 

 

事出必有因，韓流能在台灣如此盛行肯定有他受歡迎的原因，韓國藝人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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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發展與要求技術的專業，這些精神都是值得台灣學習與嘉許的，他們如此的

受歡迎表示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二、建議 

 

在這個音樂選擇目不暇給的時代，歌手們就不能再單靠長相、一時的超人氣

在演藝圈生存下去。 

 

如果要說「韓流」可以對台灣帶來反思的地方，可能就是看台灣媒體怎樣去

提倡有創意且可以媲美韓文化的產品、也能發揮本土性的作品。但媒體能渲染的

效果固然有限，主要就還是得靠藝人本身的努力，現在流行的創作型歌手就不再

只是靠臉吃飯，如天王周杰倫就靠著獨特的唱腔唱出自己周董的地位，歌唱比賽

出來的楊宗緯、蕭敬騰也是憑藉著特殊且深情的嗓音而成功唱進歌迷的心，創作

天團五月天、蘇打綠、創作才子小宇、才女陳綺貞也是深受歡迎，金曲新人盧廣

仲更是靠著特別的即興演出，在台灣歌壇打下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如果再加上

經紀、唱片公司適時的宣傳，一定也能使台灣藝人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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