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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圣殿，生于酒馆》

内容概要

音乐给予我们的深度和谐，与我们走在车水马龙大街上的都市场景有着惊人的反差。古典音乐作为逝
去时光里的小马德兰点心，在感官错乱的现代人口中是什么滋味呢？野蛮的神追逐着我们，一旦我们
心中没有一个安详，雅致的神，就不能从古典音乐这面镜子里看见自己。现代式生存导致了人的破碎
，那些穿休闲装上教堂的人，参加音乐弥撒是为了一场婚礼还是一场葬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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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恩，有点时髦，有点怀旧，的杂记
2、搞音乐写文字那么哲。看得蛮过瘾。
3、自恋倾向严重
4、！
5、买到后很失望⋯⋯又翻看了一遍，仅有那么两到三句话在闪光，其余的真是浪费时间
6、阅读此书的收获是多方位的，是一本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兼具的好书！
7、随者作者的语言，似懂非懂地行走于音乐的前生今世
8、美酒
9、2009年1月。读过，但没了印象，不记得里面都讲了些什么，罪过罪过...
10、用文字描述音乐的感觉不容易
11、音乐札记...
12、比马慧元琼瑶风的乐评给力多了⋯⋯
13、用心感受音乐，没有故弄的玄虚

14、一度看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音乐读物
15、SUEDE伴着我看完了这本书 一种别样的关于音乐的哲学 
16、把舒伯特写得很符合心意
17、认识了切利，开始对他着迷。文字风格确实令人喜欢，功底很深厚呀。呵呵
18、这类书看得少，借的时候一直以为书名是“生于圣殿，死于酒馆”（其实这个名字悲剧意味就浓
了），里面有几段评论（例如评恩雅）甚合吾意。
19、黑塞的诗，肖邦的手，茨威格的信
20、同龄人中几乎不再有人听古典音乐, 爸爸最喜欢巴赫, 妈妈爱听浪漫深沉的肖邦. 我喜欢勃拉姆斯, 
喜欢德彪西, 喜欢瓦格纳. 仔细一想, 百老汇的音乐剧, 的确是一种杂糅, 就像美国这个国家本身. 热闹欢
快的东西, 总是有人去追捧吧 呵呵. 不过个人仍然欣赏安德鲁韦伯的才华. 关于恩雅, 我不喜欢. 一点也
不. 莎拉布莱曼, 也不是我的型. 因此给这本书4颗星.
21、很高兴分享这本书的作者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同时，他的生命态度也感染了我。中国所有做乐评
的、做文艺评论的、做所有评论的，都可以看看，学学人家怎么做。
22、倪本初吉他演奏家推荐
23、吸引人的开篇
24、原来贾晓伟后来出版的《莫扎特神灯》好多文章都是出自于这本书。
25、语言有矫情的嫌疑，不过在我可接受范围之内
26、比较轻松。
27、深刻的古典音乐反思。
28、好书，准备收藏
29、怀旧
30、~~美滋滋~~
31、南大贾晓伟，果然不一般
32、古典音乐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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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古典音乐在当代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下的冲击下没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能让一个大学毕业生说
出巴赫，莫扎特和德沃夏克就不错了，还能企望谁能听听那些大师的作品。都是奢望而已。古典音乐
的诞生有它自己神学和宗教背景。教堂，教皇，管弦乐和指挥的完美结合才让古典乐在那个时代散发
持久的魅力。思想解放的人们探究更多的还是自我价值，自我重生和自我毁灭。而通向内心的这个通
道的不再是上帝的指示和神的口谕，更多的是自身的觉醒和环境的变迁。如今古典音乐的聆听，除了
个人家居之外，更多的是到音乐厅参加临时集会。而那些肯掏上百块钱去剧院听大师作品的人，往往
是为了在身边的女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格调高雅。不晓得高什么p，听几段古典就说明自己中产了？音
乐的可悲之处就是往往与经济能力联系在一起，会去买500块钱的左小诅咒新专辑就说明自己了不起的
站在革命潮流先锋的前列了，去音乐会的仪式性装术，就看成是上流社会的人了。可笑。别把去音乐
厅听古典就看成是高雅的行为，真正的音乐根本就不分什么高雅低贱。心理学中讲，你从艺术欣赏中
看到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影子。艺术品的天价，在于有人出这个钱，它就值这个价。没有人出个钱，不
代表它就无价。人家摄影大师布列松的房间里还挂着一幅无名摄影家照的照片呢。这只关乎个人的品
味和学识和鉴赏能力，更与你个人的经验，阅历，回忆有关。古典音乐，说起来也是一件奢侈品。古
典不再作为时代的流行乐取悦世人的耳朵，更多作为了文物被架在高高的圣坛顶端。说起古典，人们
会更多想到那大师云集的18，19世纪，津津乐道音乐家作曲家的生平事迹，把他们当作古人一样的膜
拜。他们流传的作品，从中的旋律，结构，声乐终于在时代的洪流下退出听觉的舞台，与这个恍惚的
时代相对应的，不再是主流。是人们的心变冷了吗，不能在理解乐曲声中的喜怒哀乐？是我们习以为
常的安身立命，没有什么音乐能融化心中的铅块了吗。“现在想想那些已消失的听觉的好时代，那种
舒曼、舒伯特、贝多芬与莫扎特出没的时代－－整个欧洲都在听他们的声音。我曾度过一则故事，讲
舒伯特的死讯传到了舒曼那里，他坐着，整整流了一夜泪，这是哀伤、怜悯与慈悲。只有有着同样高
尚情感的人才会忍受不住。贝多芬死了，舒伯特为他撑火炬－－莫扎特受到贝多芬拜访，老贝还不安
的搓手。这些巨人们！他们的相遇成了神话。但这个世纪呢？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住在同一个州，
但终生不见面－－肖斯塔科维奇死了，留下的是对大多数人的“拳击”见证。人与人已不看重那些内
心情感的价值 ，那是一种建筑的价值－－是使音乐成为辉煌厅堂的东西。人们梦着对方时，不是把他
放入暖风吹拂的阳光里，而是把他放到了连一株树都没有的星光黯淡的荒野上。肖斯塔科维奇内心没
有“宽容”的大伞，他的最终的交响曲只能是冰冷的遗言。”在古典音乐身上，我们看见了自身的矛
盾。传统的和现代的，逝去的和将来的，我们在支离破碎的价值观下踽踽前行，又在社会的既成规则
里寻找新的意义。席卷我们的是流行文化的霸权统治，让我们的青春里塞满物欲横流的名牌和对有车
有房的田园式向往，属于这个年代的挣扎似乎一点点的走向规则化，标准化。听多了大街上的周杰伦
和两只蝴蝶，又面对雨后春笋般的indie，你还会听古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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