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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内容概要

他的广播被两岸乐迷珍藏，甚至出现“靴子腿”（bootleg）私卖光盘。
他的文字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涌动着时代的涛声。
他写音乐，让我们忍不住翻出那些老歌，一遍遍重听。
他写往事，让我们想起曾经沸腾亦或荒凉的青春，不能 自拔。
《昨日书》来自马世芳的内心深处，却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记忆与社会交响
不要轻易打开这本书──
乐音响起，时光倒流
记忆将瞬时汹涌，世界还是世界，我们却不再是我们⋯⋯
四年前，詹宏志曾专文推荐马世芳第一本书《地下乡愁蓝调》，他说马世芳彷佛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
青春的身体。他写音乐，会让你忍不住找出那些歌，一遍遍重听；他写往事，会带你幡然重返曾经沸
热的年少青春。他的广播，两岸乐迷逐集录制珍藏，甚至盗版私卖；他的文字，总在我们记忆深处，
涌动着时代的潮声。他为音乐找到深情的语言，没有马世芳，台湾的音乐语言将多么失色，多么失温
。2010年，即将四十岁的马世芳献给等待已久的读者第二本书《昨日书》，这位台湾六年级跨音乐、
广播、文字创作等文化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第二本散文辑中收录他从2002年以来的文字四十余篇
，并配置三十余帧珍藏的流行音乐相关物件照，写音乐、写回忆、写个人生命与时代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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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作者简介

马世芳，一九七一年夏生于台北。写作者、广播人、music543.com站长。
马世芳的文字，往往糅合私我的青春记忆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笔端饱蘸情感，念旧伤逝之余，也
能引领读者厕身历史后台，怀想曾经沧海的激情与幻灭，于同代人中独树一帜。
马世芳@网络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06603/
博客（需翻墙）：http://blog.roodo.com/honeypie/
微博：http://t.sina.com.cn/mash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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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书籍目录

代序：给未来的自己
◎辑一：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那些惯于寂寞的人
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再唱一段思想起
告别，不要告别──两首歌的曲折故事
就要回家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那既远且近的故乡
◎辑二：余烬犹温
想起Pink Floyd和一个人
点头示意，若你听得见
那一夜，我在日本现场
我那群日本乐迷朋友
迪伦为甚么酷？
记得蓝侬
重塑雕像的权利──关于《我所深爱的约翰蓝侬》
胡士托猜想
初访坎城唱片展：一则菜鸟报告
星巴克唱片公司
◎辑三：蓦然回首
我所记得的太平岛
归乡，离乡
香烟
一代不如一代
恨意
眉批
时代气味
影印机与我
不可无尺
透明的版型
字体的脾气
不一定要铜版纸
版型不等于内容
所谓出去玩
三十年以后
发色
躲避球
在乎不在乎
蓦然回首
附录：地下乡愁来信
作者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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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章节摘录

　　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我的依依不舍，不仅因为一九九。年在“中广青春网”学会的盘带剪
接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也因为记忆中那幅题为“播音室”的风景画，从此不再完整——一按开关便
吱吱震动的消磁机，按下“rewind”便会迅疾退带到底的盘带机（同时音乐和口白都以压缩数十倍的
速度倒放出来，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纸匣子里的四分之一英寸盘带，一盏盏明灭的“
播音中”红灯，一扇扇极之厚重的装着两层玻璃的隔音门，一排排饰以各色灯号的音量推钮，一只只
悬臂吊着或者立座夹着的麦克风，一副副接着蜿蜒讯号线的大耳机⋯⋯它们从我懂事以来，就是儿时
记忆的一部分。　　我是播音员的孩子，很早就从父母那儿学会一口标准的“播音员国语”。母亲从
小就常带我去电台，偶尔工作忙不过来，还会让我自己招计程车过去找她。我上了车，熟极而流地说
：“麻烦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中广公司。”便常有开车的外省伯伯用家乡腔惊奇地问：“小弟弟，
你是哪里人哪？国语怎么说得这么标准哪？”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那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高耸
人云的豪宅，然而只要闭上眼，我仍能细细忆起那幢被铲平之前的、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太大的“中
广大楼”——院子人口是警卫室，戒严时代，电台和军营阵地、政府机构一样是“保防重地”，但警
卫阿伯都认得我，所以挥挥手就放行了。穿过院子，左边还有一幢楼房，高悬着“中广”的标帜和遒
劲的“自由中国之声”六个大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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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编辑推荐

　　◎《昨日书》卖点　　1、作者马世芳，台湾首席文艺青年。　　2、之前引进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地下乡愁蓝调》是常销书，深受文艺青年喜爱。　　陈升 左小祖咒 张晓舟 张铁志 两岸音乐文化人
共荐　　他的广播被两岸乐迷珍藏，甚至出现“靴子腿”（bootleg）私卖光盘。　　他的文字总在我
们的记忆深处，涌动着时代的涛声。　　他写音乐，让我们忍不住翻出那些老歌，一遍遍重听。　　
他写往事，让我们想起曾经沸腾亦或荒凉的青春，不能自拔。　　《昨日书》来自马世芳的内心深处
，却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记忆与社会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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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精彩短评

1、既可以了解摇滚是什么，马世芳讲的很好，又了解到台湾文艺青年之范。
2、不得不说，出的多了些，有些内容和地下乡愁蓝调略有重复。
3、昨日书，回首昨日，摇滚乐与生活。
4、尚可
5、书很实用   拯救歌荒
6、很特别
7、最初以为讲的是时光，后来看下来发现讲的是音乐，还是满不错的。
8、回忆和复古在这里有情怀
9、給Dylan加一星。「他老得真好，但願我們也可以。」
10、一个该复习的日子，读着读着睡着了，被太阳晒醒。不太懂英美摇滚，就是看看他写美丽岛和小
时候。书没记住多少，但是阳光还是很温柔的XD
11、可能是与那个时代那座岛隔得太久太远，意料之外的，不如想象中好看。
12、前面写得不错，但越往后越无聊枯燥。 
13、马世芳的声音及面孔，决然不会让人想到其不惑之年业已过半。可喜的是其童真依然，时时感时
伤怀，保持着内心的柔软。然而，作为X二代之一，一则其少经困苦，因而共鸣少；二则其所见的美
，还远远的未震撼到阅读时的心灵。因而读土摩托的“来自民间的叛逆”时，有更多感触。
14、不要轻易打开这本书──　乐音响起，时光倒流　记忆将瞬时汹涌，世界还是世界，我们却不再
是我们⋯⋯　四年前，詹宏志曾专文推荐马世芳第一本书《地下乡愁蓝调》，他说马世芳彷佛是一个
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他写音乐，会让你忍不住找出那些歌，一遍遍重听；他写往事，会带你幡
然重返曾经沸热的年少青春。他的广播，两岸乐迷逐集录制珍藏，甚至盗版私卖；他的文字，总在我
们记忆深处，涌动著时代的潮声。他为音乐找到深情的语言，没有马世芳，台湾的音乐语言将多麼失
色，多麼失温。2010年，即将四十岁的马世芳献给等待已久的读者第二本书《昨日书》，这位台湾六
年级跨音乐、广播、文字创作等文化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第二本散文辑中收录他从2002年以来的
文字四十馀篇，并配置三十馀帧珍藏的流行音乐相关物件照，写音乐、写回忆、写个人生命与时代的
交响。　特别说明：本书装帧设计　本书特别邀请台湾得奖设计师聂永真装帧设计，聂永真引用乐迷
发烧友私藏未公开发行的录音演唱版本BOOTLEG靴子腿概念，设计出独有风味的音乐书感，首先以
马世芳收藏、并手写歌词注释的迪伦英文歌词，印在地下流通报刊质感的书衣上；再将英文书名My
Back Pages( Bob Dylan名曲)设计成图版印章，由作者手工印上，并加上流水号钢印，限量出版。书腰上
的昨日书字体则有铅字体风格，并以烫雾黑呈现，呼应书衣，一体成形。因手工流程再版困难，此版
本仅首刷才有，限量发行出版，也吻合靴子腿的地下音乐出版风格。
15、稍微私人化了一些，马芳的青春岁月读来让人心生艳羡。
16、广州图书馆地上屁股冰凉的读完。
17、封面有点薄，里边的纸张还可以！
18、三星半吧，有几篇写得很不错
19、个人青春、台湾文化的追本求源是马世芳的灵感源头。
20、开启我对摇滚音乐痴迷的大门
21、设计很好  内容相信也不会差了
22、或许是我对台湾音乐不大感兴趣的原因，读了两篇便弃了一个月。偶然翻到后面随笔，才惊觉其
心思细腻之处。
23、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呢。
24、许多年前读过的书，那时，还有理想......
25、值得去看看！！！！！！！！
26、马老师的作品一直没失望过、、、、
27、封面设计深得我心。这是一部写一位DJ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的心得，其中说到台湾音乐的开拓者
有罗大佑，李宗盛，李寿全等各位老师，但却巧妙的回避了王杰这位先驱。大失所望。
28、此书是继《地下乡愁蓝调》之后的作者的又一部作品，比较喜欢作者的叙事方式和文字风格，从
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作者非常喜欢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两位摇滚巨星，甚至连书名都是沿用歌者的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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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要么就是引用经典片段。书中回忆约翰列侬的文章很有几篇，看得出作者对他的敬意和偏爱。的确，
约翰列侬的歌词写的非常有深度和质感，让人回味无穷，我甚至建议作者可以出一本约翰列侬的歌词
翻译集，来向歌者致敬，以噬读者。书中充满了作者对逝去的昨日的怀念和追忆，层层的忧伤，层层
的弥漫，让人陷入深深的记忆的旋窝之中⋯⋯
29、婴儿潮的一代变成了银发潮，从前抽大麻，离经叛道的人们已远离人群，而我们？七〇后，不知
不觉已步入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一代夹心层。但我们在青春中所见、所知、所得却是红色大陆中
最全面的：儿童期五讲四美三热爱，少年期台港谭咏麟、张国荣、小虎队，青春期凤凰卫视黄莺莺，
马世芳的这本书恰似我们的青春祭，让我们可以回头看，昨日，昨日已隔山岳。
台湾人的文笔和缓平实，大陆的语文在彻底丢弃了古文后，已是满目语录体、公文体、强词夺理体，
再无平实可言，此为一恨啊！
30、对音乐发展历程的了解有很大帮助咯。
31、是看到朋友的微信，拍了这本书，封面还蛮吸引我的，拿到手里远没有封面那么吸引，但可以了
解70年代的一些台湾热爱音乐的热血青年喜欢的，书里有提及的歌，也有在网上找来听一下，感受下
，但似乎并未找到共鸣。有提到胡德夫，当然是他年轻时，接触他的音乐也是前一段时间在方所听到
，是在搞活动，买满一定数量就有送他的CD，当时在展厅听着还是蛮有感觉，是那种原住民族风，
很醇厚的嗓音，相信他年轻时应该不会是这样吧。最近很喜欢有关海峡对岸的书，也想去，不知什么
时候可以自助游。。。
32、平实的语言更有深度
33、由于作者的职业和家庭背景，所提到的大多是台湾七八十年代的音乐记忆和时代背景，可以翻翻
看。
34、精读。音乐，人，书不尽的故事
35、不是很有吸引力啊，包装要气死了，都歪了还皱了。
36、看到第21页就开始确定对这本书的喜欢，大概会看着看着笑起来。里面有个少年的青春气息~现
在听到台湾上一代歌手的声音，还会想起初中的校园~
37、半价半价半价半价
38、书是帮朋友买的，很速度
39、确实不错的，单是封面就很喜欢
40、看那些歌背后的故事你会忍不住要去找来文中提到每首歌来听听，主动追寻、思考这事件后蕴含
的深意、了解值得珍重的本土音乐和文化。
41、很可惜没有听过马先生的广播
42、没细看，翻了几页感觉挺好~
43、马世芳的文笔，很真挚，又华丽又朴素，让人觉得很亲近，大家一起来怀旧吧
44、包装完整 值得购买
45、也许书里的故事被马世芳在广播里配着合适的音乐念读出来，意味会更妙一些。
46、休闲的时候读一读还是不错的，写了70,80年代的台湾和摇滚乐，Bob Dylan，作者那段在南沙的回
忆特别让人羡慕
47、这本书就是一本简单的回忆录，说实话，我对音乐一点兴趣都没有，更没听说过该作者，是看书
名买的，完全**了。一点收获都没有。我试过了很久才写这篇评论的，我看到书，都没想起他的内容
！之后又看简介才想起来的。完全无用的书，一点乐趣都没有，如同嚼蜡。。。
48、还没看  包装不错
49、三星半吧。封设五星，“烟花与火焰的种子”一辑四星，“余烬犹温”一辑三星，“蓦然回首”
一辑二星。最喜欢“告别，不要告别”和“那既远且近的故乡”两篇。
50、周六中午放学在摇摇晃晃的公车上念完的，书只记得bob dylan，李恪弟那一段了，但记得公车的
硬蓝板凳，好朋友在身边。我们说去图书馆写作业呀。
51、音乐赏析。
52、如亲历者的姿态去追溯，那些日子于他尚在昨日。或许有一种文风，可以被称为“广播/电台风”
？
53、不知为何 读台湾文人作品 总是有着淡淡的忧伤 或许是作者自身的原因 又或许是特殊的历史世事
造成 但文字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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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

54、昨日书
55、读时总会隐隐觉得马老师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
56、前面1/3写得很好看 好像打开了认识音乐的新世界
57、我明明看过这本书，在我还听greenday和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高中时代，可是现在我把这本书
放在哪里了呢？
58、如果你是一個認真的樂迷⋯⋯
59、除了文字，马世芳更吸引人的大概是他的声音和外表。除了摇滚，马世芳还能回溯台湾民歌时代
的源头。
60、写法独特
61、关于音乐，关于往事，关于年华。
62、音乐在其人生中的交往，摇滚的青春，时代的印迹。
63、书得封面设计挺好的，语言风格很喜欢
64、说是历史，尚不够久远，说是回忆，又不仅仅属于一个人。
二三十年前的东西，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历历在目，只是缺乏一个提醒你去想起的人，这本书做到了
这一点。
帮助我们记起童年的人是应该被感谢的，难得有心人。
65、马世芳的文字很有趣
66、能把台湾音乐史写得这么透彻，一方面是他的成长经历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慧根确实是好书推荐
67、不知是不是文化环境的差异，感觉气场有点弱。
68、语言棒
69、顺带也要听听马世芳老师的音乐广播节目啊！老师的声音超级舒服啊！
70、包装不错，快递迅速
71、马世芳的书挺喜欢的，可能是，内地很少这种类型的书吧，看着挺舒服的
72、相较于乡愁这本里讲得更多是自己亲身经历，对过往岁月的缅怀，还是挺有味道的。
73、马世芳的文字，和他的声音一样，总轻轻淡淡，谦逊有礼看得出青春的颜色，时代的分量。
74、对音乐和歌手的描写。非资深乐迷所能全面了解、
75、冲着马步芳的名字买的，其实是想得到更多台湾民谣的史料，太少了，大多是他自己的一些个人
体验，有些后悔买，不如在书店翻翻得了
76、3.5，一个喜欢音乐的文青。喜欢音乐并有幸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因为音乐认识了不少朋友，这两
点，我们倒是相似的哈哈哈
77、书很漂亮，无论是封面还是里面的文字排版，都有一种很文艺的感觉。适合一个人静下心来，伴
着音乐和咖啡，静静地阅读。
78、我是一直觉得很多乐评人的文笔实在平庸无趣。但马世芳老师的文字细腻有质感，感动。
79、完全被封面吸引的，讲述作者与音乐的缘分。
80、你看看你小时侯接触的是什么音乐，人家小时候接触的是什么音乐
81、讲述着那些离我甚远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音乐这个无分国界的媒介，却联系了众多人的内心。
无论是披头士，还是台湾民谣，都是每个时代最鲜明的烙印。
82、清逸的乐文

偷爱警/文

马世芳可能不知道，当年台湾青年对音乐的热爱程度，和内地的一样。多年后，大陆与台湾之间，不
仅仅是隔海相望这么简单，信息、文化、艺术等多领域的合作正在得到改观，当年的那些台湾音乐，
说实话，不但我没听过，相信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不过像罗大佑、伍佰如此的音乐制作人，内地的
不少音乐人还是如数家珍的，对于青年歌手来讲，内地的流行音乐与台湾本土的音乐形式，还是存在
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内地的民族风格与台湾本土的民谣风潮很相似，而民谣风潮刮入内地的时候已经
是九十年代初期。内地对西洋音乐的接受能力，不如与马世芳同时代的人那么的敏感，当时的时局和
生活压力，迫使内地的青年人，关注的是填饱肚皮，而不是余音绕梁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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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台湾的DJ，子承母业的延续。儿子没有丢弃传统，也没有在新生的颓废中交集，儿子与母亲
相比，同样的出色。

马世芳以用文字的方式，为读者奉送了一餐音乐往事的大餐，让内地读者零距离的与台湾本土音乐的
原脉，近距离的接触。通过马世芳的文笔，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的台湾人，没有被时局和政治环境，
挤压在一个自闭的地区岛屿，而是用音乐和歌声的力量，捶打过去的伤感。很多台湾人用乐曲，发泄
心中的想事。

本书中，参有很多图片和文字，而内地版与台版的封面装帧还是有差别的。内地的装帧偏于形式，台
湾的装帧趋于美观和收藏。内地更多的阅读人，可能将本书归类于音乐赏评，而对于文中的实质内容
，更多是在音乐态度的喘息中，让更多的内地读者和乐者，了解台湾多年来的文化气息，台湾的青年
人，很多时候，能够理解政治局面下的内地与台湾。他们也很关注与内地的音乐势力。而文字的另一
个角度，体现了台湾青年人在音乐影响下，为自己的宁静天空，所找到一丝安慰。

在本书中，有很多是作者独立篇幅的文章，在这些单独的文章里，作者在怀旧与记忆中，一点点的发
现当年的自己，洒脱清逸的文字，并不像是一位40岁的人所写。而在内地，多少人能够有此雅致，着
墨染纸，自己的墨宝。恐怕能有此闲情逸致的文人不多，搞音乐艺术的人写点文字，更是少之又少。
83、昨日书，永远的歌
84、my black pages
85、书正，小散文不错
86、热爱
87、有些部分动人，有些杂乱无章
88、写作的三条原则很赞同，避免不懂装懂，少用最高级形容词，文字通顺。有两三篇与音乐无关的
随笔，乏味得很。
89、这本书一直都很想买，且当当的价格很实惠。可不足在于书本有压皱的地方，使人很不舒服。希
望以后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90、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乐迷⋯⋯
My back pages⋯⋯
91、从同行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很有感触
92、他的电台生涯、他的听歌生涯，将来满满都是故事~~
93、看过“永远的未央歌”后，知道了台湾新民歌运动的推手陶晓清，却没想到她的儿子可以写出同
样属于我这个年纪的人的音乐记忆，记载下那个国语音乐黄金的年代，和属于我们共同的回忆。
94、虽然讲的是音乐，但可读性强。
95、和妈妈一起去看U2，鲍勃迪伦，the who 的演唱会
96、＆地下乡愁蓝调同一个作者，都是关于台湾音乐的
97、原来是台湾著名DJ写的音乐随笔。
98、只看了迪伦，披头士的几篇，印象好，世界之广，慢慢赏。
99、今天一口气看完的  喜欢那种乍然的有点自说自话的笔调  让人想起古旧唱片吱吱呀呀的声音和情
感  仿佛一下子走入了青春
100、写音乐相关的还行，讲排版的一节也还算观点正。穿插的自己的事没兴趣看。文字功夫差，强行
煽情。
101、看书，听音乐，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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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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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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