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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死记》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是作者06-08年的音乐随笔与评论，文笔清新流畅，十分好读。
作者关注的是音乐本身和音乐之外所涉及的大众流行文化。书中文章都有独特的关注点，读者可以通
过此书以音乐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别有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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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觉得作者有些评论过于刻薄，有时充斥着个人品味而缺乏说服力。有时音乐只是不够深刻、没有
传递什么思想，但音乐没有要一定如此，无病呻吟、没心没肺但是好听而成为口水歌也是一种路数嘛
。至于整本书的主题“娱死”也过于耸人听闻了，娱的内容和形式与80、90年代大不相同了，这是宏
观背景使然，音乐只是反映这个时代，并没有什么东西失却和堕落了。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让我认识
了很多优秀的音乐，虽然在这书中多是被批判的对象。
2、“在莫里森面前 人真是太容易被打动” 当作者经历了两个二十年之后 莫里森依然是对他最具有吸
引的人物之一 我已经过了一个二十年 莫里森是我无比迷恋的人之一 或许再过二十年 也是一样 就像苏
姗桑塔格所说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她无论在任何年纪阅读 都可以获得收获的作品一样 真正迷人
的人和作品 不会被限定在某个人生阶段 而是会带来贯穿始终的震撼 
3、字里行间充斥着看似深厚的听歌量 又洋洋洒洒地结合各种客观试试 但是还是不耐烦地跳着看完了 
正如标题所说看不出有营养的东西 更像是披着理论外皮的高雅装逼 作为书本身没有吸引人的可读性 
除非你很感兴趣某个所谓的真相
4、还是和想象的有很大差距，虽然有些话写得很漂亮。
5、也许是对之期望太高，也可能是看惯了张天师的文风，总的来说娱死记这个名字起的有些大而无
当了，但还是一部不错的乐评集，即使相隔数年再来看也能从字句中读出些东西来，就如同现在听到
三十年前黄韵玲的歌，依旧舒服悦耳。
6、语言读着很舒服，很喜欢
7、作为一个不懂音乐的外行，觉得文字能让我感受到音乐之外的一些搞笑和犀利就已足够。
8、感觉这编有些浮躁，没什么积淀下来的东西，没什么看头
9、普通音乐爱好者，只觉得前两章有意思，中肯，后面就不怎么读得进去，草草翻了结束。总体来
说李皖的眼光和趣味以及感知力还是独到的。
10、感觉到位，文字到位。尤其批评方文山和周杰伦的那几段值得抄颂。
11、所评论的歌手可以供我听好久好久，只记得对周杰伦方文山的评价，以及前几篇。开拓视野。
12、比较贵。内容方面不如前几年作品。
13、李皖的乐评一直都写得有深度和广度，不仅仅是乐评，还有人生的态度。
14、作者音乐素养很好，文化很好，观点很好很独特，印象最深的是对猫王，VITAS,周杰伦，方文山
的审视和批判。
15、李皖的乐评都不想错过，这哥们的人生实在是我的理想型
16、批评周杰伦方文山真是一针见血
17、2015.6.26
18、真糟糕花了时间把这本书看完
19、坐在电脑边，边看边搜边听，是听摇滚、民谣的不错歌单
20、从十年前的随笔中隐约能找到点共鸣..有些文字感觉咋咋呼呼的？
21、粗略看完
22、382
23、头一次完整的读完一本乐评，发现自己对音乐的感知力还是太差。
24、国内空白被补满
25、一般般~前面感触比较深  
26、李皖的文字开始退步。
27、乐评人里最喜欢的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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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找书，看书评；找电影，看影评；找音乐，当然要看乐评。然而看书评影评乐评，最重要的是选
对人。如果一个人评论写的精彩，有广博的视野，有深刻的观点，却独独评论的书或电影都不是你所
感兴趣的，那这些评论与你也就没有什么干系，不具备价值了。按我自己的好恶，书评我喜欢梁文道
和比目鱼，影评我喜欢卫西谛、云中，乐评我喜欢李皖。梁文道写书评深入浅出，不怎么掉书袋，并
且保持趣味性，可读性强；比目鱼会在书评里介绍书中内容，自然好读，有独到观点。卫西谛很久不
写了，他的影评不刻意拗造型求不同，看起来舒服且有料；云中是技术流，口味与我很像，他推荐的
我大多喜欢，他痛恶的，我也恰好不爱。李皖是我唯一会看的国内乐评人，他不仅观点清晰毫不含糊
，文字清爽并带有知识分子味，更重要的是，他关注民谣，从他这儿可以找到不少好歌，好专辑。《
娱死记》是李皖的最新乐评集，由三联书店出版，是天涯人文书系中的一本。本书文章全部写
自2006-2008年，所评论的很多专辑也是这两年的作品，但现在读来，仍然有价值，因为好音乐并不与
日俱增。“娱死记”三个字，来源于著名的“娱乐至死”，李皖在自序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游戏时
代，还要不要追求意义。米兰昆德拉最近的小说《庆祝无意义》讲的也是这回事，昆德拉的态度是“
庆祝”，而李皖则不认同，他仍然试图听到一些什么，“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得过且过，让
自己活得明白太容易了，难的是创造和相信。这本献给娱乐时代的书分为四个部分：“域外来音”、
“民谣，总在发生”、“寂寞的收获”、“伊甸园之门”。对我来说，最好看的是前两个部分。其中
“域外来音”的前三篇，是整本书的精华。这三篇，一篇写鲍勃·迪伦，一篇写约翰·列侬，一篇写
吉姆·莫里森，篇篇精彩。在这几篇文章里，作者不仅仅是站在评论者的角度点评音乐，而是站在自
己的生命里展开讲述，这几位都是流行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作者刚刚开始听音乐的90年代，
就已经占领了他的耳朵，如今回忆往昔，不仅介绍音乐，还有自己的光阴附着，这和马世芳《地下乡
愁蓝调》好看是一个意思，只是李皖没有那么彻底的走向散文化书写。而对我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民
谣，总在发生”里的20篇文章。因为，我所听音乐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谣，并且是大陆民谣。为什么是
民谣？因为它最简单，也最能打动人。用李皖的话来说，“民谣，是一种唱出来的说话”。而“这唱
着的说话，使歌曲重新回到生活现场，使音乐重新扎根土地，接气于人群汇聚的街道和居所，以人和
故事为题材，诉说着我的遭遇和梦想。”民谣，是最贴近时代，最表达生活的音乐，他们唱的，都是
我们自己。为什么是大陆？因为隔。语言是天然的屏障，我没法听外国歌曲听到全身震颤，没法发自
内心的与它们共振，虽然知道是好的，但终究不亲。我更喜欢从我生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音
乐。在看这二十篇文章里，李皖介绍评价了许多好音乐和乐队，有来自台湾的陈建年、巴奈，有来自
蒙古的额尔古纳乐队，有来自西北的王向荣、苏阳、野孩子，来自武汉的费星、小娟⋯⋯我一边看这
些文章，一边找到对应的专辑来放，虽然很多文章我曾经在博客上读过，虽然很多歌我自己曾经听过
，但这种对照的阅读和聆听，有一种其妙的感觉，短短一个下午，变得尤为漫长，并且幸福。我像穿
越在各个时空里，一会在城市，一会在草原。在《1970年列侬的观点》这篇文章里，李皖引用了列侬
的一段话：必须跟品味、格调这些东西决裂。他们都是些表面的东西，甚至，很虚伪。有一些高雅之
士，就是善于用品味掩盖无知，内心世界实际空无一物。他们惯用一种非常“内行”的方式说话，以
免让别人发现他们其实才是光屁股的可怜虫。最悲惨的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心灵，没有感受力
⋯⋯”列侬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感受力。唯有感受力是接触文艺作品的真谛，那些理论、流派、
专有名词都是障碍，用心去读去看去听，才是正途。而李皖的价值也在这，他的乐评完全出于他的感
受，没有各种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只有一双愿意聆听的耳朵，一颗真诚的心。我想，这就够了。不是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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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娱死记》的笔记-第27页

        排练、追求完美，会走到艺术的反面去。

2、《娱死记》的笔记-第138页

        齐豫有了首歌叫《答案》：“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样的拥挤呢？地上的人群，为何，像
星星一样的疏远？啊——”（罗青词，李秦祥曲） 

3、《娱死记》的笔记-10 我的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Bob Dylan 1941——）美国的年代风云人物，也是当时青年精神的象征。作为的年代潮
头浪尖上的人物，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评语：猫王艾尔维斯解放了我们的身体，而鲍勃·迪伦解放了我
们的思想。迪伦含义深刻的歌词，朴素简洁、意气风发的音乐，迄今依然是摇滚艺人难以逾越的高峰
。他用左手写着象征主义的诗歌，将时代的事件、场景、心态统统化作富于艺术魅力的隐喻；右手则
写出动人心魄的音乐和歌曲，这为他的诗歌注入了更强大的灵魂、更高扬的力量、更激荡人心的激情
。即便那些表面浅近的两性情话，在迪伦饱经沧桑的歌喉演绎下，往往也成了充满揭示性的时代的暗
语。迪伦的歌曲具有一种随口而出、自然粗朴，同时却又完美无比的特征，证明朴素的内心激情有时
比精心的艺术修饰更重要。

4、《娱死记》的笔记-第216页

        这个习惯如今有了一个变体．我不听“跳房子”、“漂亮亲戚”、“星期三旅行“的英文歌，要
想听那种音乐，我听Portishead、Mono、Dubstar、Mazzy Star；我不听“挂在盒子上”的英文歌，要想
听那种音乐，我听Bikini Kill , X-ray Spex、The Go-go's,我也不听Joyside，如果要想听那种音乐．我听Sex
Pistols、Johny Thunders、Dead Boys；“重塑雕像的权利”我也不听，尽管他们精彩出众、让我惊讶，
但我从生理上就是拒绝，拒绝中国人唱外国歌，也拒绝外国人唱中国歌。外国人唱中国歌，我们除了
笑还是笑；碰到唱得特地道的，与家里人夸一句：这老外唱得挺那么回事儿。
      语言是歌曲的至少一半生命。语言是生活。语言是真实：语言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日常交流的工
具，其间有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其全部的自然、生活、彼此心领神会的默契。我不会跟我的父母和
邻人讲英文，甚至，我不会与他们讲普通话。当我由于长久的相隔而不能顺畅地与他们说家乡话时，
我觉得与他们相隔着，我觉得自己特别羞愧。

5、《娱死记》的笔记-13 我和鲍勃.迪伦

        迪伦生活在1960年代的乱世，一个崩溃的年代，20岁，便有像70岁老头一样的眼睛和口吻。他是大
时代的观察者，因为保持着醒觉，所以大时代的所有动荡、喧哗、崩塌和新生，全都在其眼中。

6、《娱死记》的笔记-第49页

        从“音乐巨人”的含义上看，艺术史上的“巨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必备要素：对新潮流的开拓
；对某种艺术的集大成；或者并非缔造者，但却以前人的形式创造出最震撼的内容，创造出了最具有
代表性的艺术精品。

7、《娱死记》的笔记-第27页

        速度、花样、精确、力量属于身体的能力，在艺术上，从来都还是考校心灵的能力，这才是对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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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家的最大挑战。

8、《娱死记》的笔记-12 我的鲍勃.迪伦

        这沧桑、八万英尺高的、老巫师一般的高喊，像一柄长剑，把混乱的漫长的昏暗一下子给对穿了
，也像一束光从脚底、尾骨直通到天灵盖，人一下子舒畅和放松下来。

9、《娱死记》的笔记-第22页

        人在未成年的时候，容易患上崇拜的疾病。精神上的虚弱，还可能让这种病长期不愈，持续存在
于人的青年、中年甚至老年。其实没有什么超越一切的伟大。伟大的人，只出于我们抬头仰望的恶习
，一旦我们懂得了平视，懂得深入其中仔细观察，最伟大的人，便成为连绵群山中的一座。再伟大的
伟人都不是孤峰，所有的伟人，都只是既伟大又平凡的系列群像中的一个，彼此相连，又互相支持。
我们自己也是山峰，每一个人，都是与伟大相连的时间、大地、历史际遇中的一座山——即或是最微
不足道的一座。

10、《娱死记》的笔记-第23页

        回想当年，遇到迪伦就像遇到一场奇迹，我一度以为，在冥冥中，人类的灵魂曾经是不可分割的
一个，但它们终于被分割，分离到不同肉体、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人种的时空中飘荡，而一旦
相遇，仍能彼此相识，达到无须探究来路的神秘相通。我对迪伦的心领神会，盖缘于此。现在我知道
，那只是一时感云自己、让自己肃然而起的美好想象。我们能读懂那些伟大的心灵，完全因为历史的
因缘际会。相似的灵魂可能是存在的，但仅仅缘于有相似的生命存在，因为相似的历史际遇，而使不
同时空中不同的人，无比亲切地相见，如同隔山隔世的亲人。

11、《娱死记》的笔记-第21页

        人在未成年的时候，容易患上崇拜的疾病。精精神上的虚弱还可能让这种病长期不愈，持续存在
于人的青年、中年甚至老年。其实没有什么超越一切的伟大。伟大的人，只出于我们抬头仰望的恶习
，一旦我们懂得了平视，懂得深入其中仔细观察，最伟大的人，便成为连绵群山中的一座。

12、《娱死记》的笔记-第30页

        必须跟品位、格调这些东西决裂。它们都是些表面的东西甚至，很虚伪。有一些高雅之士，就是
善于用品位掩盖无知，内心世界实际空无一物。他们惯用一种非常“内行”的方式说话以免让别人发
现他们其实才是光屁股的可怜虫。最悲惨的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心灵，没有感受力；而实情恰
恰是，有  许多高雅之士是没有感受力的，所以他们用品位来伪装，甚至以此达到以阶级的优越感凌
驾在有感受力却“没有教养”的人之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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