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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Michael Lydon，《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创刊编辑

声音录制历史上的重大纪念日：

1877年，Thomas Edison为寻求一种录下电话留言的方式，发明

了留声机，并准确预言到不久后每家每户都会拥有一台。

1925年，唱片电气化，用麦克风录音，用扬声器播放。

1948年，Ampex公司推出可编辑磁带录音，它的第一个大客户

是：Bing Crosby。

20世纪50年代初，我，一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孩子，开始对

音乐产生了兴趣。我们的起居室有一架Victrola牌留声机，它下面

的柜子里，有些厚厚的黑胶老唱片，它们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在我

长到足够大之前是禁止触碰它们的。爸妈买过几张热门单曲唱片，

但我们拥有最多的，是那种看起来像相册的“唱片册”：有内页纸

套的硬纸板包装，装有三四张甚至更多张碟，听时需要翻面或者

每隔四分钟更换一次。我们听过贝多芬的交响乐、《Peter And The 
Wolf》，还有《Porgy And Bess》。

然后，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单曲碟变小了，中间有

个大洞，每分钟旋转45转。唱片变成轻巧、不易破损、每分钟转数

为33 1/3的长时播放（LP）碟片，这听起来好多了，两面都能播放

二十分钟，塞进有品位的封套里，还有照片和内页说明供你边听边

研究。《Benny Goodman At Carnegie Hall》、《My Fair Lady》和

《Errol Garner’s Concert By The Sea》——这些早期密纹唱片浸透我

年轻的灵魂。

起初，流行唱片大多不过是热门单曲合集，但爵士和摇滚音

乐家们热爱密纹唱片的播放长度和“高保真”声响带来的丰富可

能性。正如作曲家们曾以交响乐的形式创造过辉煌，他们也开

始采用密纹唱片来发表个人音乐宣言。Frank Sinatra的《In The 
Wee Small Hours》（1955）和Ray Charles的《Genius Hits The 
Road》（1960），成为我们后来称作“概念专辑”的那种唱片的

早期范例。

在新的十年间，据公告牌（Billboard）统计，持久耐用的密纹

唱片的销量超越用过即扔的45转唱片，卖掉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

张——在美国的确如此。在英国则多用了八年，密纹唱片的销量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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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Michael Lydon，《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创刊编辑

超过单曲和EP（慢速播放碟，含四五首歌曲）的销量。许多60年
代产生的流行明星，都有个经典的成长曲线，即是以打榜单曲为开

端，到变成“唱片艺人”而达到成熟期。他们的听众也跟着照做，

从单曲到密纹唱片阶段，把它们作为热爱又珍藏的财富小心装箱，

从家里搬到大学，再搬到第一所公寓。无论是听《Disraeli Gears》
还是《Aretha: Lady Soul》，唱片成为百万条生命开放心智的里程

碑：我们就是我们所倾听的音乐。我们通过唱片，紧跟20世纪60年
代喧闹的文化争论：Bob Dylan用他辛辣的《John Wesley Harding》
回答The Beatles奢华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The Rolling Stones以回归本源的《Beggars Banquet》宣布放弃《Their 
Satanic Majesties Request》那种泛滥的迷幻乐。要是你仍然无法理

解唱片狂热症，就去读读Nick Hornby那本娱乐性极强的小说《高保

真》（High Fidelity）或者看那部电影，你就会懂了。

偶尔，当一张密纹唱片放不下所有音乐时，艺术家们会发行

“双碟唱片”——有些是华而不实的巨怪，另外一些则是受欢迎的

杰作，例如Dylan的《Blonde On Blonde》和The Who的《Tommy》。

无论单碟还是双碟，经典的密纹唱片称雄了三十年，时间长得足以

将前卫摇滚、朋克、迪斯科和早期说唱乐传递给世界。接着，1985
年，一种革命性新载体降临了：数字光盘。光盘能播放一个小时甚

至更久，具有嘶嘶声少、无刮声的明亮声响，而且从不磨损。但光

盘还有两个弊端。第一，因为比密纹唱片要小得多，它们那种照片

加说明的包装少了点图像冲击力；第二，正如吉他手们更偏爱真空

管放大器，而不是晶体管放大器，有鉴别力的音响发烧友更偏爱密

纹唱片那种较暖的声音——以乙烯基凹槽捕捉音乐声波的“模拟”

状态——而不是光盘那种较冷的声音，光盘是将声音“数字化”为

计算机代码的长字符串，印刻到发亮的金属膜上。

“黑胶卢德派”【译注：卢德派（Luddites）是19世纪初英国

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的嚎叫都

落了空。光盘，其声音迅速改进，从1988年开始超过密纹唱片的销

售，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密纹唱片实际上已从唱片新市场销声

匿迹，尽管后来有无数伟大的密纹唱片以光盘再版，常常还带上附

加曲目。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们渐渐同意，一张光盘可当成一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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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一种新型唱片，或许同样也是种令人欣悦的媒介，能承载

有意义的音乐宣言。（确实，光盘能够不间断播放，这意味着有些

密纹唱片以这种形式出现效果更好——想想Marvin Gaye的《What’s 
Going On》吧，作为连续不断的组曲听最棒。）另一方面，光盘对

传统的唱片概念也提出了挑战。由于光盘将音乐保存为数码信息，

所以其音乐以方便计算机采用的形式面向消费者们。到了2000年已

无所不在的个人电脑，它们允许数码化的音乐通过因特网流通向世

界，听众也开始一首首地抓取他们所爱的音乐，从合法和非法网站

下载歌曲，然后烧成他们自己的光盘，与朋友们分享。这些趋势

（我写此文时仍在改变）减弱了唱片相较于单曲的传统优势。但是

没签约的乐队依然渴望签下唱片合约，而且大多数乐迷依然觉得要

获得真正的艺术作品，还是应该拥有他们最喜欢的乐队制作并出售

的实体光盘，将它们握在手中。

唱片如今已有半个世纪之龄，成为流行文化中的重要物什和

经验已久。若说单曲像杂志和电视节目，那么唱片就像书籍和电

影了。它们承载着一定的重量和影响力——《The Godfather》、

《Thriller》和《Bridget Jones’s Diary》都触动过无数生命。对音乐家

来说，做一张唱片，提出了作家和电影导演们所面对的同类挑战；

这同样要求他们对卓越之境努力争取，也同样激励他们对财富名望

充满野心。尽管唱片经常是协作完成的，但它们倾向于有一位占主

导的作者——决不会总是主唱或主演奏者——和（通常情况下是）

一位做幕后工作的制作人。正如书籍和电影，唱片以熟悉的形式到

来，舒服地套入众所周知的类型，却依然能以新鲜的内容和新颖的

风格令我们吃惊。当一张唱片千方百计地，或者凭借音乐魔力，

打动易感的心弦，其音乐经由互联的媒体网络倾泻入广阔的听众世

界，在服装和俚语方面开创新时尚，让一度的时髦乐迷立即变成憎

恨那种让年轻人翩翩起舞的新声响的“老古董”。

听第一遍时，展开的唱片正如展开的书籍和电影，每一首曲目

（或篇章、场景）都将我们一步步引领至未知领域，越过那些可怕

的峰峦和平静的水面。随着我们数周数月地探索这张唱片，每次回

放都能听到新的美丽之处。确实，那也许就是我们如何体验书籍、

电影和唱片的最大区别：就算我们爱上一本书或电影，也不大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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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或将这电影看上超过三四次。唱片陪伴我们数月，经常是数

年。我们听它们没数千遍，那也有数百遍，尽管很少全神贯注；我

们潜移默化地吸收乐句和诱惑，直到发现自己随着音乐唱歌、幻想

着抱着吉他演奏，甚至音乐忽然就在我们的头脑中响起。

人们对于他们的黑胶珍藏和大量光盘所怀有的爱本身就是有力

的证据，证明唱片是有价值的艺术品。作为一个靠暑期工和奖学金

过活的大学生，我曾一小时一小时地浏览一箱箱密纹唱片，努力决

定到底哪一张值得花费我宝贵的2.99美元。这个给自己的唱片内页

说明写些古怪诗歌的Bob Dylan是谁啊？1968年的新年，在崭新的

《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光秃秃的阁楼办公室里，我们听过

了《Magical Mystery Tour》（在美国发行为一张唱片），“All You 
Need Is Love”在我们头脑中回响。同年晚些时候，我们在旧金山刚

开的Tower唱片公司排队购买“白色唱片”。Ray Charles刚刚去世

后，我听着他最后那张唱片《Genius Loves Company》，泪流满面。

我们听着唱片跳舞、开车、争吵、大笑、做爱，音乐进入我

们的生活、我们的灵魂。我们后来可能发觉有些唱片太孩子气了，

但可能当时我们也很孩子气。那是不是一张Eddie Cochran、Fats 
Domino、James Brown、David Bowie、Led Zep、Funkadelic或Nine 
Inch Nails的唱片并不重要。正如Sly Stone乐队早在1973年的一张唱

片里的所唱到的那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是时候结束这篇前言，翻开书页了。我知道，你将在这伟大的

唱片银河中发现几十张你的最爱，而且我希望，在翻阅本书时，你

会再挑出一些列入你的清单——看《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

片》之前，你可能从未听说过它们。

.

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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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背景音乐——而我们中更资深的乐迷

更是沉迷其中。此外，略读《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片》，

你就会发现，这些唱片也追溯了过去半个世纪音乐口味迅速而惊心

动魄地兴衰起落。

这本书的广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重新审视对这五十

年间音乐史上所公认的高峰低谷的评价。20世纪70年代经常被贬斥

为生机勃勃的60年代的一位衣衫褴褛的穷亲戚，可是，一个孕育过

重金属、华丽摇滚、雷鬼、迪斯科、朋克、新浪潮、后朋克，以及

Marvin Gaye的《What’s Going On》的十年，怎么能得到这样糟糕的

舆论批评？更重要的是，有些年份，例如1967年，经典唱片的发行

量高产到荒谬。

当然，这里对于唱片的总体挑选标准极其主观。作为编辑，我

为编汇名单担负了很大的责任，但是如何极力赞美项目总监Tristan 
de Lancey精力充沛地录入工作都不为过。而你将读到的文章的作者

中，也不乏提供无价之帮助与建议者，他们帮助我们摆脱平庸之礁

石，直入崇高之海峡。

你们有些人可能会问，很多艺术家需要不同的条目来定义。依

我看，像Joni Mitchell、Elvis Costello或Nick Cave这样天赋异秉的歌

曲作者，肯定会给予这样的注意，以便传达有关他或她的作品的广

度及发展方面的观念。你可能也会发现，同一位艺术家会在我们的

作者间激发大相径庭的看法。这在我看来，是天大的好事降临——

我们在此追求开明广博、清晰有力的个人观点，而非索然无味的一

致论调。

在这本书中，你还会发现海量的关于这些唱片创造起源的迷

人琐事。哪张唱片，在John F. Kennedy（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出于

尊敬而推迟发行？是什么启发Paul Simon创作出“Mother And Child 
Reunion”？在The Super Furry Animals的《Rings Around The World》
中，Paul McCartney“扮演”了什么植物？读一读，就能找出答案。

将审阅成果集中后，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随之迸发而出的成

堆的惊喜。20世纪50年代或许记录了摇滚乐的清晨，但是，要论

高质量、连贯一致的密纹唱片，那个时期的爵士乐使得早期摇滚

乐手毫无还击之力。（可敬的例外者，包括Little Richard和Fats 

.

引言 
本书主编 罗伯特·迪默里（Robert Dimery）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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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o——在此讨论过他们各自的一张唱片，都是一场从头至尾的

欢乐体验。）同样，迪斯科在单曲榜上的销量甩开朋克老远，可是

除一小撮艺术家之外（令人赞叹的Chic、Michael Jackson无与伦比的

《Off The Wall》），迪斯科艺术家没有留下多少经典唱片。

“那么《Saturday Night Fever》呢？”你可能会问。没错，你在

这本书中不会发现“各位不同艺术家”的合辑或原声唱片，尽管我

们也为全部由一位特别的艺术家的原创作品构成的原声唱片留下了

空间。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向你们介绍《Superfly》、《Shaft》或者

《Purple Rain》——流行乐界三座里程碑，它们也分属Curtis May-
field、Isaac Hayes和Prince最棒的部分作品。

唱片相关发行细节（厂牌、日期、专辑曲目等等），依照其

首次发行状况以及艺术家的原国籍列出。所以，此处任何一张The 
Beatles的唱片，给出的曲目排列顺序都依照其英国发行版本（Parlo-
phone唱片出品），而非其对应的美国版（Capitol唱片出品）。

我们列专辑曲目也采取排除任何附赠曲目的做法，因为它们

不属于原版包装的部分。作者认为的关键曲目都用 标出，要是有

特别强大的曲目后来收入该唱片的重发版，从而使唱片拥有更加

令人垂涎的前景的话，我们通常也都会提到（比如说，“Teenage 
Kicks”并未收入The Undertones的首版处女唱片，但若完全不提及

它，那就是极其无礼的事）。

只要有可能，我们也会提及为唱片封套做艺术指导的幕后人。

你会注意到，某些姓名多次地出现，这些视觉大师负责设计了流行

音乐史上某些最具标志性的唱片封面。再提一下，要是你回顾20世
纪50年代，艺术指导经常都是无名英雄，这些唱片公司艺术部门的

成员，既不期待也得不到署名。

最后，我们尽力确保这本书列出的全部唱片都是目前可以购买

到的。某些情况下，被推荐的唱片会与同一位艺术家的另一张唱片

捆绑重发光盘版。

我希望你们能发现，在此囊括的艺术家及流派，能为过去五十

年间发行的部分最伟大的唱片做个激励人心的引荐。在令此书开花

结果的数月间，我自己都学习到令人惊异的大量内容——而最首要

的事情是：音乐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量的一样东西。

.

引言 
本书主编 罗伯特·迪默里（Robert Dim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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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sh Agarwal (MA) 为伦敦《Time 
Out》的电视及音乐部门、《Times》、
《Sunday Times》、《Kerrang!》、
《Mojo》、《Q》以及独立音乐杂志撰稿。

Leanne Alberghini (LA) 为珀斯的《X-
Press》杂志撰稿，最近在墨尔本为《In-
press》杂志撰稿。

Theunis Bates (TB) worldpop.com网站的
编辑，也是《Touch》杂志的撰稿人。他
还为《Time》做流行音乐报道。

Mark Bennett (MBe) 生活在伦敦。他为吉
尼斯和BBC撰写音乐方面的文章。他喜欢
Kraftwerk乐队、读《Look-In》旧刊以及
吃大餐。

Mark Blacklock (MBl) 《Bizarre》杂志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音乐编辑，也为 
《Guardian》、《Telegraph》及无数杂
志供稿。他曾促使传奇的戏剧界另类人物
Ken Campbell与Skam唱片公司的怪客们
Wevie Stonder同台。

Keeley Bolger (KBo) 是一位自由职业记
者，他为Channel 4、BBC、Holy Moly网
站和《The Sun》撰稿。

Mary Boukouvalas (MBo) 是澳大利亚
墨尔本的一位摄影记者。她为墨尔本的
《Beat》杂志和加拿大网站blistering.com
撰文、摄影。

James Bradley (JB) 是出生于贝尔法斯
特 、 定 居 于 伦 敦 的 黑 胶 唱 片 迷 ， 他 为
《Book of British Hit Singles & Albums》
这本书工作了七年，如今在一家大唱片厂
牌的商务部工作。

Chris Bryans (CB) 《Record Collector》
杂志的撰稿人。显然，这令他被公开指责
为怪癖的收集者。他的专业领域是朋克，
所以据说他用安全别针装饰衣服，以便维
护他的街头信誉。 

Kenneth Burns (KB) 生活在美国威斯康
星州的麦迪逊，他在那里做周报《Isth-
mus》的编辑和作者。由于他本人是在
纳什维尔长大的，那他自然也会创作并

演唱乡村音乐。

Garth Cartwright (GC) 出生于新西兰，定
居于伦敦，写过《Princes Amongst Men: 
Journeys With Gypsy Musicians》一书。
他为《Guardian》、《FRoots》、《Un-
cut》和《Songlines》撰稿。

Stevie Chick (SC) 为《Melody Maker》、
《 M o j o 》 、 《 K e r r a n g ! 》 ； 伦 敦 的
《Evening Standard》、《The Times》、
《Sleazenation》、《NME》和《The 
Stranger》供稿。他还创办了《Careless 
Talk Costs Lives》，并参与编辑《Loose 
Lips Sink Ships》。

Jason Chow (JC)  为加拿大多伦多的
《National Post》写稿，而且是当地乐队
The Good Soldiers的成员。他们的第一张
唱片于2006年发行。

Karen Conrad (KC)  为《Guitar》、
《Beat》、《Age》、《Herald Sun》和
众多澳大利亚音乐杂志供稿。她目前正要
完成一本有关名人深度访谈的书。

David Crawford (DC) 在他性格形成的
那些年都逗留于唱片店。他为《Screen 
International》、《Televisual》、《Radio 
Times》和新闻协会写稿。

Stephen Dalton (SD) 为《Times》、
《Uncut》、《NME》、《The Scots-
man》和其他发行物写关于音乐和电影的
文章。他不住在伦敦，从没写过书，也没
有爆料过在异域他乡跟Bono和Madonna
喝鸡尾酒的那种轶事。

Jamie Dickson (JDi) 自1999年起就在伦敦
做《Daily Telegraph》的音乐撰稿人。在此
之前，他在利兹大学学习过摇滚和流行乐，
自青葱时代起便是出来表演的音乐人了。

Robert Dimery (RD) 是自由职业作家及编
辑，已写作和编辑过各种书籍，包括Tony 
Wilson的《24 Hour Party People》、
《Pump Up The Volume: A History Of 
House》和《Breaking Into Heav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tone Roses》。
他对一些关于古典唱片单曲的书籍亦有贡

献，也为各种各样的杂志工作过，包括伦
敦的《Time Out》和《Vogue》。

John Doran (JDo)  已做了八年记者，
其间为《Loaded》、《Marie Claire》
和 《 L a t e r 》 这 些 杂 志 撰 过 稿 。 他 是
《Bang》的执行副主编，还为《Play-
louder》、《Disorder》、《Bullitt》、
《Metal Hammer》、《Classic Rock》、
《Plan B》和《Rip & Burn》写稿。他作
为法庭书记官和新闻及特别专职作家的
工作成果，也出现在许多英国全国性的
报纸上。

George Durbalau (GD) 是罗马尼亚最重
要的音乐杂志《Sunete》的总编。在此之
前，他是《Mixexpress》杂志的编辑，还
是Radio Special电台的DJ，主持过一些日
常摇滚节目。

Daryl Easlea (DE) 是《Record Collector》
的前副编辑。他的作品也曾在《Mojo》、
《Mojo Collections》、各种《Q》及 
《Mojo》特刊、《Uncut》、《Guard-
ian》、《Independent》、《Glasgow 
Herald》、《The Encyclopaedia of Pop-
ular Music》和the bbc.co.uk网站上发表
过。 他也为光碟、唱片DJ们、广播做编
汇及注解工作。他还是位天生舞者，也是
《Everybody Dance: Chic & The Politics 
Of Disco》的作者。

Patrick Emery (PE) 为墨尔本的周刊杂志
《Beat》写稿。他也是悉尼车库朋克网络
杂志I94Bar.com和FasterLouder.com.au
的定期撰稿人。

Ross Fortune (RF) 是伦敦《Time Out》的
前音乐编辑，他在那里工作了近十年。如
今他已定居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

Will Fulford-Jones (WF-J) 白天为伦敦
《Time Out》编辑旅游指南，晚上撰写音
乐方面的文章。

Andrew Gilbert (AG) 是一位自由撰稿
人，他为《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ston Globe》、《San Jose Mercury 
News》、《Contra Costa Times》和
《San Diego Union Tribune》报道爵士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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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西非和非裔加勒比地区的音乐。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还在洛杉矶经营过
Jazz Bakery酒吧。

Jaime Gonzalo (JG) 20世纪70年代开始
其写作生涯，为西班牙的摇滚地下刊物撰
稿。如今他是创办于1985年的西班牙首席
摇滚月刊《Ruta 66》的主编之一。

Lino Portela Gutiérrez (LPG) 为西班牙的
《Rolling Stone》工作，也为《El Pais》
的音乐副刊《Tentaciones》供稿。他还
为西班牙的音乐电视台40TV和Antena3 
Televisión工作。

Jim Harrington (JiH) 为《Oakland Trib-
une》和美国报业公会（ANG）的报纸做
流行乐及爵士乐评人。他的作品常刊登于
杂志《Rolling Stone》、《Razor》上，也
在其他一些美国报纸上发表。

Jon Harrington (JoH) 是MTV台的特约撰
稿人，他也定期为《Mojo》供稿。

Sophie Harris (SH) 为《Mojo》和伦敦
的《Time Out》撰稿，也帮盗版音乐杂
志《Loose Lips Sink Ships》写稿。她为
BBC 的6 Music电台评的史上最伟大单曲
做介绍指南，也为BBC全球广播节目、
LBC和Radio 5工作。

Michael Heatley (MH) 编辑过《History of 
Rock》的分册。从那时起，他写了一百多
本体育、音乐及电视方面的书籍，编辑过
音乐杂志《Record Buyer》，写过无数唱
片封套内页介绍，还为《Record Collec-
tor》、《Classic Rock》、《Guitar》、
《Music Week》和《Radio Times》供
稿。他编辑过备受赞誉的《Virgin Rock 
Encyclopedia》。2004年底，凭借《John 
Peel: A Life In Music》登上畅销书榜单。

Alexandra Heller-Nicholas (AH-N) 编辑
澳大利亚最大的黑暗另类音乐及文化杂志
《Fiend Magazine》。她虽专攻哥特、工
业、电子音乐，但她的口味也广而杂。她
还定期为墨尔本的《Beat》杂志供稿。

Matthew Horton (MHo) 是Orange门户
网站的前音乐编辑，但现在他整天都忙

着拼凑新的音乐网站Shabby Culture，在
Jukebox Junior上写博客。他与妻子和女
儿们生活在肯特。

Claire Hughes (CH) 为伦敦的《Time 
Out》、《Dazed & Confused》、《DJ 
Magazine》等出版物做音乐、旅行类自由
撰稿人。她是《Waking Up In Chicago》
的作者，即关于这所城市（音乐圣地）的
以音乐为基础的旅游指南。

Tom Hughes (TH) 是一位作家兼副主编，
他为英国多家出版物工作，包括《Se-
lect》、 《Independent》、《NME》，
近期是《Guardian》，他也为多家网站和
学生杂志供稿。

David  Hutcheon  (DH)  是《Sunday 
Times》、《Mojo》和伦敦《Time Out》
音乐栏目的长期撰稿人。

Seth Jacobson (SJac) 为《Daily Mirror》、
《Jack》、《Sleazenation》、《Dazed & 
Confused》杂志写音乐及流行文化方面的
文章，他还为《Bizarre》杂志涉足生活中
较怪异的方面。

James Jam (JJ) 为《NME》供稿，热衷于
在他不定期出刊的乐迷杂志《Boyeater》
上动情地对怪兮兮的低保真朋克摇滚喋
喋不休。他也在为他的第一本书做研究：
一本琐碎、煽情的书，讲述关于桑德兰
（Sunderland）朋克摇滚圈的一切。

Tim Jones (TJ) 自1998年起为《Record 
Col lector》工作。他还为Universal和
Warner Bros.这样的公司写唱片封套介
绍，出版过一些书籍，包括SAS这样的
主题。

Ignacio Julià (IJ) 自1985年起即为今日经
典《Ruta 66》的联合总编。他出了十几本
关于摇滚乐的书，其中还有以The Velvet 
Underground和Sonic Youth为主题的。

Stan Jarin (SJar) 一生都致力于建构一套
可观的音乐史知识体系。2004年，Ramblin’ 
Jack Elliott跟Jarin一家相处了近一个月。

Luke Jolly (LJ) 1994年抛弃了医疗课

程，一年年沉溺于音乐。他的作品发表于
brownnoiseunit.com网站、《Beat》、
《Mix Down》、《The Brag》和《The 
Echo》。

Yoshi Kato (YK) 居住在旧金山湾区。他
目前在为《San Jose Mercury News》、
《Contra Costa Times》和《Downbeat》
供稿，也为《Vibe》写稿。

Emily Kelly (EK) 毕业于媒体专业，然后
为各种各样的出版物撰稿，网络和纸质的
都有。目前，她把很多时间和相当大的精
力都献给为墨尔本的《Beat》撰文。

Jake Kennedy (JK) 是《Record Collec-
tor》杂志的评论编辑。他为数不清的放克
乐唱片写过封套内页介绍，还是《NME》
和BBC的通讯记者。

Miles Keylock (MK) 在南非写音乐及文化
类文章。他为《SL Magazine》、《Black 
Business Quarterly》和《GQ South Af-
rica》杂志撰文。他也为《Cape Times》
和《Mail & Guardian》写评论。

Johnny Law (JLa) 曾在爱丁堡的一家唱片
店工作，直到Take That乐队逼他出去。他
管理着Channel 4的电视单，编辑C4的媒
体网站。

John Lewis (JLe) 是伦敦《Time Out》
的助理音乐编辑，也为《Mojo》、伦敦
《Evening Standard》、《Straight No 
Chaser》、《Wax》和《BBC Music》写
音乐类文章。他编汇过不少唱片。

Christoph Lindemann (CL) 是德国最大的
音乐期刊《Musikexpress》的撰稿人及
编辑，他也为德国的《Rolling Stone》、
纽约的ABC新闻台《Primetime Live》
栏目工作过。2000年，他对《Made In 
Germany: The Hundred Best German 
Records》一书亦有贡献。

Pat Long (PL) 生活在伦敦，是《NME》
杂志的评论编辑。有人说他在唱片上花的
钱太多了，但他会争辩这还远远不够。

Michael Lydon (ML) 自1964年起便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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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为流行音乐撰稿了，而且是《Rolling 
Stone》的创刊编辑。他曾写过Lennon
和McCartney的传略，还跟随The Rolling 
Stones、B.B. King、Johnny Cash等许多
乐人乐手巡演过。他写的书包括《Rock 
Folk》、《Boogie Lightning》、《Ray 
Charles: Man And Music》和《Flash-
backs》。 Michael是电视和电台的“访
谈人物”常客，他还是一位歌手兼词曲
作者。

Bruno MacDonald (BM) 参与过《The 
Rough Guide To Rock》、《Brit ish 
Hit Singles》、《Rockopedia》，以及
《MusicMaster》丛书。他编辑过《Pink 
Floyd: Through The Eyes Of . . .》，为包
括《Record Collector》和《Q》在内的出
版物供稿。他生活在伦敦，爱猫，爱Kiss
乐队。

Ali MacQueen (AMa) 生活在伦敦，已做
了三年自由撰稿人。他为《Record Col-
lector》编辑单曲和独立唱片部分，并且
为杂志《Front》和《Clash》供稿。

Joel McIver (JM) 是《Record Collector》
的制作编辑，还为不少其他杂志供稿，
也编汇唱片，写唱片内页介绍，在电视和
电台亮相。他最近的书《Justice For All: 
The Truth About Metallica》被盛赞为关
于Metallica乐队的终极之书。

Kylie McLaughlin (KM) 为多家澳大利亚
杂志供稿，包括《Rip It Up, dB, and Re-
volver》。她目前生活在墨尔本，工作是为
《Beat》杂志做网络编辑和自由撰稿人。

Craig McLean (CM) 为《Daily Tele-
graph》、《Independent》、《Observ-
er》、《Word》、《GQ》和《Vogue》
做自由撰稿人。他写音乐及流行文化的
文章刊登于《Composite》（日本）、
《Adbusters》（加拿大）和《Spin》
（美国）上。

Malik Meer (MMe) 为《Guardian》、
《Time》、《Muzik》、《The Face》、
《Mixmag》和《Smash Hits》撰稿。他
目前是《NME》的助理编辑。

Alexander Milas (AMi) 是《Kerrang!》杂
志的特派记者，在那里，人们经常发现他
霸占着办公室的立体音响设备放死亡金属
经典唱片。

Joe Minihane (JMi) 是定居伦敦的自由撰
稿人，对关于美国特色的一切都有种忧心
忡忡的执迷。

Mark Morris (MMo) 自1992年起开始为
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撰写流行音乐、
电影和电视类文章，包括《Select》、
《Q》、《Neon》、《The Face》、
《Guardian》和《Observer》。

Rob Morton (RM) 为《New York Sun》
写流行音乐评论。他还导演过众多短片，
写过三部正片长度的剧本。

David Nichols (DN) 从十七岁开始为音
乐杂志撰稿。他写过一本关于The Go-
Betweens的书，还是位历史学家、大学
讲师。

Sarah Norman (SN) 是一位音乐记者，
拿过音乐学位。她定期为墨尔本的杂志
《Beat》和《Forte》供稿，也为悉尼的出
版物《Brag》供稿。Sarah也为莫纳什大
学的出版物《Lot’s Wife》做音乐编辑。

Peter Notari (PN) 从为匈牙利最大的音乐
杂志《Wan2》做伦敦通讯员开始他的职
业生涯。他接着开创了匈牙利最大的国际
电台ParaRadio，并参与创办匈牙利最大
的年度实验电子音乐节X-Peripheria。

Matthew Oshinsky (MO) 是《New York 
Sun》的体育副编，他在《CMJ New 
Music Monthly》的任期结束后去到那
边。他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过作品。

Louis Pattison (LPa) 是一位作家兼编辑，
在《NME》、《Uncut》、《Guard-
ian》、《Observer》和杂志《Plan B》上
发表作品。

Andy Pemberton (APe) 是定居纽约的自
由撰稿人，为《GQ》、《Detai ls》、
《Observer》、《Q》、《Word》、
《Elle》和《Radar》写稿。他还是VH1的

常客。他是美国的获奖音乐月刊《Blend-
er》的总编。搬往纽约之前，他是《Q》
的编辑。

Andy Pickering (APi) 从新西兰一家地方
音乐杂志《Rip It Up》开始他的写作生
涯。在1997年底，他继续与人合伙创办杂
志《Remix》。他自那时起成为编辑，写
了无数专题和评论。

L i a m  P i e p e r  ( L P )  为杂志《Beat》
和 《 G r o o v e 》 撰 稿 ， 还 有 文 学 期 刊
《Going Down Swinging》和《Total 
Cardboard》。他编辑一本青年出版物
《Voiceworks》，专门以发表新兴作家的
作品为主。

Alex Rayner (ARa) 是《Ministry》的音乐
编辑，直到2001年他加入《The Face》
的编辑团队。Alex现在是《Dazed  & 
Confused》的副编，也为《NME》、
《Word》和《Independent》撰稿。

Craig Reece (CR) 是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
的DJ。他以前曾为《Independent》、
《NME》、《Scotland On Sunday》和
《The List》撰过稿，而且帮忙举办过格
拉斯哥国际爵士音乐节。

Max Reinhardt (MR) 享受他的自由职业，
做俱乐部DJ、音乐类撰稿人、光盘编辑、
BBC播音员和Oily Cart剧团的音乐总监。
他是《Straight No Chaser》的专栏作家，
也为《Songlines》和《FRoots》写评论
和专题。

Andy Robbins (ARo) 目前的工作是为
英国的各种不同报纸做记者和专题撰稿
人，也为《Platform》、《Drowned In 
Sound》、《Do Something Pretty》和
《Rock City》供稿。

Gerard Sampaio (GSa) 是生活在格拉斯
哥的记者、电影制作人。他为美国在线
（AOL）英国部和报纸《Herald》撰稿，
之前还参与过《The Guinness Book Of 
British Hit Singles》这本书的工作。

Tim Scott (TSc) 十四岁时首次接触美国硬
核朋克乐，当时他正在朋友家的车道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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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玩滑板。自那时起，他为无数的朋克
摇滚出版物撰稿，包括《Maximum Rock 
And Roll》、《Beat》、《Kerrang!》、
《Screaming Bloody Mess》，还为数不
清的朋克乐迷杂志写文章。

Chris Shade (CSh) 是定居伦敦的作家、
音乐家和设计师。他为各种不同期刊供
稿，特别是《The Face》和《Shoreditch 
Twat》。他目前在和Volunteer乐队录音。

Tim Sheridan (TSh) 为《Mojo》、《All 
Music Guide, Raygun》、《Downbeat, 
Launch》、《Paste》和《Entertainment 
Week ly》这些出版物写过稿。他也为
Aerosmith乐队的Steven Tyler做过两次美
国巡演的文案，写过Tyler先生为AC/DC乐
队进入摇滚名人堂做介绍的演说辞。

Martin Sinnock (MS) 是广播员和作家，专
攻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扎伊尔）的音乐。
他自1996年起就是洛杉矶的杂志《The 
Beat 》的专栏作家，也是《Songlines》
杂志的评论员，也主持《The Rough 
Guide Radio Show》、《Viva La Mu-
sica—The African & Global Beat》和网站
totallyradio.com的节目。

Rod Stanley (RS) 创办一家音乐网站纯粹
了为了免费进俱乐部。他为《Times》、
《Dazed & Confused》、《The Face》、
《Muzik》、《Record Collector》、
《Seven》、《Sleazenation》、《The 
Idler》、《Ammo City》和《Tank》撰稿。

Paul Stokes (PS) 为《Q》、《Mojo》、
《Dazed & Confused》和《Select》撰
稿。2005年，他加入《NME》做新闻副
编。不写作的时候，他在伦敦索霍区的
Brilliant Maniac俱乐部做DJ。

Claire Stuchbery (CSt) 主要为墨尔本的
《Beat》杂志工作。她也是PBS FM上关
于未签约艺术家们的电台节目《No Frills》
的主持人，通过该节目组织现场特演。

Louise Sugrue (LS) 为《Record Collec-
tor》、《OK!》杂志、《RSA Journal》、
《Daily Telegraph》和英国报业协会撰稿。

Giancarlo Susanna (GSu) 是一位意大利乐
评人，既为音乐杂志（《Rockerilla》、
《Audio Review》）写稿，也为一家日
报（《L ’Unità》）写稿。他也为Neil 
Young、Jeff Buckley、REM、Coldplay写
传记。

Kate Taylor (KT) 2004年加入墨尔本的
《Beat》杂志，她在那里做定期撰稿人。

Gareth  Thompson (GT)  为《Music 
Week》、《Video Week》、《Which 
Compact  D isc？》、《Sounds》和
《Ker rang!》工作。他也是乐迷杂志
《Overall There Is A Smell Of Fried On-
ions》的特约编辑。他也写过一本青少年
小说《The Great Harlequin Grim》。

Arnar Eggert Thoroddsen (AET) 来自冰
岛，他在那里为各种各样的地下音乐杂志
写稿。自2000年起，他为冰岛最大的报纸
《Morgunbladid》写流行文化类文章。

Andrew Tijs (AT) 是墨尔本当地人，在过
去的七年内都在报道地方和国际上的音
乐、电影、喜剧、戏剧、书籍，时不时也
写马术竞技。他为《Beat》杂志供稿，也
为澳大利亚的几乎每条街的出版社写稿，
也为国家音乐杂志《Mess + Noise》写有
关唱片工业较阴暗面的调研文章。

John Tobler (JT) 自1969年起开始为各
种各样的出版物写流行音乐类文章，如
《ZigZag》、《Let It Rock》、《Melody 
Maker》、《NME》、《Sounds》、
《Record  Mi r ro r》、《FRoots》、
《Music  Week》、《Bi l lboard》和
《Country Music People》。他已写作并
出版了二十多本关于摇滚乐的书籍，包括
《ABBA Gold》、《25 Years Of Rock, 
The Record Producers》和《The Guitar 
Greats》，还有Elton John、Elvis Pres-
ley、The Beach Boys、The Doors等乐人
乐队的传记。

Jesse “Chuy” Varela (JCV) 是美国地方
爵士电台KCSM FM 91的音乐总监，他
在这里主持周日节目《The Latin Jazz 
Show》。在此之前，他在伯克利KPFA电
台做了三年音乐总监，为NPR电台做自

由撰稿人。他为《San Francisco Chroni-
cle》、《Latin Beat Magazine》、《Jazz 
Times》、《Eastbay Express》写音乐类
文章。他最近刚为Ry Cooder的最新项目
Nonesuch唱片公司完成了翻译工作。

Peter Watts (PW) 是《Time Out》伦敦部
和《Uncut》杂志的定期撰稿人。

Burhan Wazir (BW) 是英国《Times》的
副专题编辑。在他的记者职业生涯中，他
报道过范围广泛的主题，包括国内新闻、
外交事务、战事报道和音乐。他最近报道
过美伊战争。

Jaime Welton (JW) 是文案编辑和自由撰
稿人。他有许多文章发表在旧金山湾区一
些周报上，包括《The Metro》、《South 
Val ley Times》和《Almaden Val ley 
Times》。他为杂志《Frontera》写唱片
乐评。他目前和伴侣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生
活在圣何塞，还带着他们收藏的光盘。

Lois Wilson (LW) 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
的第一位东家是《Mojo》杂志。她目前是
他们家的灵魂乐专栏作家，编辑他们的书
籍及DVD版面，还按月撰写评论和专题。
她还为《Record Collector》写稿，并在
《Times》和《Sunday Times》上发表文
章。她编汇了一些涉及灵魂乐和雷鬼乐领
域的光盘合集，也定期为唱片公司写唱片
封套介绍。Lois也是VH-1台讨论摇滚界女
将的权威专家。

Agnieszka Wojtowicz-Jach (AW-J) 是波兰
Warner Music公司的前推广经理，也是波
兰EMI公司的项目/舞蹈厂牌经理。她如今
在公关与媒体沟通部门工作，还是位自由
记者。

Michael Woodsworth (MW) 在蒙特利尔长
大，他参与了这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末
的地下音乐圈。2001年搬到纽约后，他为
《Daily News》报道邻里故事，后来又成
为纽约最新的日报《Sun》的体育编辑。

Daniel Zugna (DZ) 是定居墨尔本的自由撰
稿人。他是街头媒体杂志《Beat》新上任
的专栏作家，还为各种不同的独立音乐网
站做出了广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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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索引 
A
Abattoir Blues/The Lyre  

Of Orpheus  909
Abbey Road  164
Abraxas  218–19
Ace Of Spades  458–9
Achtung Baby  671
Actually  581
Africa/Brasil  362
Aftermath  93
After The Gold Rush  204
Agætis Byrjun  855
Aja  380
Aladdin Sane  288
Alien Lanes  764
All Directions  279
All Hail The Queen  612
All Hope Is Gone  935
All Mod Cons  402–3
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  863
All Things Must Pass  212
Ambient 1: Music For Airports  421
American Beauty  206–7
American Gothic  271
American Idiot  920
American IV: The Man Comes 

Around  898
American Pie  239
AmeriKKKa’s Most Wanted  648
Amnesiac  879
Among The Living  563
Ananda Shankar  208
. . . And Justice For All  596
Another Green World  337
Another Music In A Different 

Kitchen  411
Antichrist Superstar  792–3
Apocalypse 91 . . . The Enemy  

Strikes Black  665
Apocalypse Dudes  823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574–5
Apple Venus Volume I  841
Aqualung  221
Architecture And Morality  476
Arc Of A Diver  469
Aretha: Lady Soul  138–9
Are You Experienced  122–3
Arise  669
Armed Forces  438
Arrival  359
Arthur — O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4
Astral Weeks  154
At Budokan  440
At Fillmore East  230
Atomizer  535
The Atomic Mr. Basie  31
Autobahn  318
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690
Axis: Bold As Love  128

B
The B-52’s  427
. . . Baby One More Time  850–1
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  52
Back In Black  452–3
Back to Black  924
Back To Mystery City  508

Bad  580
Bad Company  315
Band On The Run  306
The Band  176
Bandwagonesque  675
Basket Of Light  166
Bat Out Of Hell  389
Bayou Country  158
B.B. King Live At The Regal  78
Be  921
Beach Samba  99
The Beach Boys Today!  76–7
The Beatles (a.k.a. The White 

Album)  156
Beautiful Freak  780
Beauty And The Beat  473
Before And After Science  373
Beggars Banquet  130
Behaviour  643
Being There  781
The Bends  762–3
Berlin  293
Bert Jansch  79
Better Living Through Chemistry 

774
Beyond Skin  845
Billion Dollar Babies  308
Birth Of The Cool  34
Bitches Brew  196
Bitte Orca  951
Bizarre Ride II The Pharcyde  691
Black Metal  498
Black Monk Time  87
Black Sabbath  198
Black Sabbath Vol 4  257
The Black Saint And The  

Sinner Lady  63
Blonde On Blonde  87
Blood And Chocolate  544
Blood On The Tracks  347
Blood Sugar Sex Magik  662–3
Blood, Sweat, And Tears  160
Blue  244–5
Blue Lines  673
The Blueprint  890
Blur  797
The Boatman’s Call  809
Bone Machine  694
Bongo Rock  287
Bookends  147
Born In The USA  528–9
Born To Be With You  344
Born To Run  343
Bossanova  642
Boston  357
Boy In Da Corner  906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212
Bright Flight  879
Brilliant Corners  32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75
British Steel  460
Broken English  437
Brothers In Arms  532–3
Brown Sugar  769
Brutal Youth  730
Bryter Layter  208
Bubble And Scrape  721

Buenas Noches From  
A Lonely Room  602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808
Buffalo Springfield Again  103
Bug  597
Bummed  592
Butterfly  815

C
Caetano Veloso  152
Café Bleu  523
Calenture  579
California  599
Californication  854
Call Of The Valley  126
Can’t Buy A Thrill  257
The Cars  415
Car Wheels On A Gravel  

Road  826–7
Casanova  780
Catch A Fire  290–1
Cee-Lo Green . . . Is The Soul 

Machine  912
Celebrity Skin  832
Central Reservation  844
C’est Chic  419
Cheap Thrills  142
Chelsea Girl  99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181
The “Chirping” Crickets  31
Chore Of Enchantment  874
A Christmas Gift For You  62
The Chronic  689
Clandestino  822
The Clash  378–9
Closer  462
Close To The Edge  263
Close To You  199
Cloud Nine  177
Club Classics Vol.One  629
Clube Da Esquina  266
Coat Of Many Colors  238
Coles Corner  922
The College Dropout  912
Colour By Numbers  515
The Colour Of Spring  551
Come Away With Me  895
Come Find Yourself  784
Connected  695
The Contino Sessions  846
Copper Blue  693
The Coral  897
Cosmos’s Factory  194
Countdown To Ecstasy  301
Country Life  322
Court And Spark  320
CrazySexyCool  731
Crime Of The Century  325
Crocodiles  457
Crooked Rain, Crooked Rain   

725
Crosby, Stills And Nash  159
Cross  932
Crossing The Red Sea With  

The Adverts  404
Cupid And Psyche 85  543
Cut  437
Cypress Hill  658

D
Da Capo  106
Damaged  478
Dance Mania, Vol.1  37
Dare!  479
Darkdancer  848
Darklands  576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  

408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302–3
A Date With The Everly Brothers  52
Daydream Nation  600
Dear Science  935
Debut  718–19
Definitely Maybe  732
Déjà Vu  201
De-loused in the Comatorium  907
Deserter’s Songs  833
Destroyer  360
Destroy Rock And Roll  913
Devil Without A Cause  840
Devotional Songs  701
Diamond Life  518
Different Class  766–7
Dig Me Out  805
Dig Your Own Hole  801
Dire Straits  417
Dirt  699
Dirty  694
Disintegration  621
Disraeli Gears  110–11
Djam Leelii  618–19
D.O.A. Third And Final Report  409
Document  566
Doggystyle  720
Dog Man Star  743
Done By The Forces Of Nature  631
Don’t Come Home A Drinkin’  

(With Lovin’ On Your Mind)  125
Don’t Stand Me Down  542
Dookie  751
Doolittle  626
The Doors  116–17
Double Nickels On The Dime  526
The Downward Spiral  748–9
The Dreaming  495
Dr. Octagonecologyst  774
Dry  702–3
Dub Housing  400
Duck Rock  504
Duck Stab / Buster And Glen  405
Dummy  726–7
Dust  773
Dusty In Memphis  169

E
Eagles  271
L’Eau Rouge  614
808:90  622
Either / Or  817
Elastica  760
Electric  567
Electric Ladyland  136
Electric Music For The Mind  

And Body  102
Electric Warrior  252–3
Elephant  903
Elephant Mountain  182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