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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讲述美国音乐行业发展史、文化版权的进程、从强调技术走向明星制造的
娱乐业发展史、种族音乐的崛起与融合、音乐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历史作用，等等⋯⋯
2、很多资料值得一用。
goodreads上是3.8/5，豆瓣明显是刷分了。
3、音乐的商业化也是大势所趋
4、艺术需要商业的参与，所以商业印记倒也无妨，反而是为它赋以太多含义才是不能承受之轻
5、印刷太烂了= =
6、艺术与商业一直以来总是相爱想杀。商业有时会毁掉艺术，可是商业又是艺术传播最重要的推力
。起源于日常生活的美国音乐，成为商业以后，音乐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商业是怎样一种新形态？
世界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的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7、介绍了19世纪末2世纪初，音乐的商业化过程。书中介绍了一个特定时间段，音乐产业的运作方式
和发展历程。具体从音乐的内容，表演形式，技术手段应用，营销方式，传播受众等多个方面进行介
绍。总体来说很有意思。
8、美国人的音乐商业化进程史——作者力图深入美国音乐产业，客观角度呈现商业音乐体系的发展
，不过在内容上还不够完整，或者说，它着重呈现了一个美国唱片时代的音乐市场转变，有些地方有
点不着边际。对于现代音乐的贩卖模式虽然我更感兴趣，但书中没有提及，不过对于音乐的转型历程
也算是补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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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贩卖音乐》的笔记-第2页

        十九世纪末，很多音乐风格都在美国销声匿迹了。上万个军事乐队走遍了美洲，表演了全部行军
过程中令人激动的节目，包括欧洲和美洲的交响乐和前奏曲、歌剧式的咏叹调、舞蹈和圣歌。意大利
的和德国的赞美社会的歌剧，交响乐音乐会和街头乐队的音乐声，充斥在城市中。音乐剧和轻歌剧吸
引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各种各样的歌舞剧、杂耍表演、艺人表演吸引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些
观众。美国南部的黑人，白天可能会听到一些劳动号子，晚上则可能会听到后来被称为蓝调的音乐。
在阿巴拉契亚，民歌总是被传唱，而在西部，人们能听到牛仔歌曲。宗教歌曲包括穆迪和桑基的圣歌
、会众歌唱的福音和在美国黑人中奴隶圣歌中流传下来的歌曲。然而，所有这些音乐形式中，没有任
何一种音乐形式在美国自然音乐文化中发挥的作用和流行音乐产业一样大。

2、《贩卖音乐》的笔记-第208页

        对新公司的通告，公众有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非裔美国人表示强烈支持：关于这个公司的群
情激昂的文章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杂志中，并且佩斯收到许多祝福以及要求担任代理销售商的来信。
另一方面，一些音乐公司的人事部门公然敌对非裔美国人的这种积极行动，试图恐吓佩斯并阻止他继
续下去。其实对于这一章节的理解，我更倾向于一种音乐在大背景文化下的变革发展过程，其中黑天
鹅的出现挖掘了更多的音乐文化内容，带动了音乐文化的发展，但是后期黑天鹅的发展却也是一种不
可避免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中都存在着。音乐文化在变为资本的过程，其中的坎坷曲折
，值得很多借鉴和学习。

3、《贩卖音乐》的笔记-第5页

          消费资本主义增长的趋势已经体现在三个基本观点之内，这三个基本观点适用于音乐商业及其他
消费经济的出现：无止境的创新，用未经尝试过的永远新颖的快感来挑逗消费者；不仅生产商品也生
产欲望；承诺消费是通向个人满足的捷径。  

4、《贩卖音乐》的笔记-流行音乐诞生于何方？

        流行音乐的商业化是在音乐艺术处于上升期这个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这个上升期是指，在十九
世纪人们总体上认为音乐是一种提升士气、塑造个人性格和提高民族精神的东西。在家里表达音乐理
想的东西就是一个带键盘的乐器、一架钢琴或一台风琴。在十九世纪，这些乐器变成了中层阶级用来
表明身份的东西，这为欧洲音乐艺术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在十九世纪末，由于不同价位和不同质
量的乐器被大规模地生产，美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能拥有一件自己的乐器。从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
拥有至少四架钢琴的白宫到布克·华盛顿拜访过的一个亚拉巴马的乡村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乐器。这个
乡村家庭太穷了以至于没有一套完整的餐具，但是却拥有一架风琴。在1894 年，《莱文沃思先驱报》
的一位作家报道说：“一个极度贫穷的黑人家庭才没有现在称之为钢琴的一些东西。”

5、《贩卖音乐》的笔记-第28页

        基于谋取利润的生产逻辑，一个个工厂一个个部门都遵循着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细则。在叮砰
巷，出版商、作曲家、作词人、编曲者、宣传员、封面插画师都分工明确，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音乐的流行不只是因为歌曲写得好，还有很多的因素共同起作用。歌曲需要经过包装宣传才能得到传
播到听众的耳朵，歌曲的内容要好，宣传点要正确，这样才不会给听众一些先入为主的感觉，再就是
演唱者的声音也很重要，符合歌曲的声音才能将歌曲最美的部分展示出来，所以才会引导形成音乐产
业工厂。不过音乐工厂的存在并不是保证音乐一定会被大众接受和经久流传的必然，好听的音乐才是
至关重要的，但是音乐产业化的存在也给作曲者提供更好的学习和认知大众的方式，音乐与当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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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气也很相关，作曲者未必完全把握住当下的风气，但是出版商却更能了解当下的风气，所以能更
好的挖掘更好的更容易被接受的音乐，这样也可能将一些好的音乐埋藏。这就是音乐产业的利与弊。

6、《贩卖音乐》的笔记-音乐成为商业的时代

        俄国作家赫尔岑曾有过这样的问题：“歌曲在唱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呢？”任何地方都没有他渴望
得到的答案。赫尔岑逝世于1870年，他没有生活在现代音乐产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写歌和音乐出
版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商业。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一项新的音乐产品改变了美国的音乐文化。它是
一种非常有趣、廉价、便携的音乐产品，以至于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享受，无论是在棒球比赛
中还是在街角抑或是在中学的个人休息室。这个产品就是流行音乐。根据商业不可变更的逻辑来说，
流行音乐的产生标志着音乐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是通过改变最基本最普遍的音乐文化
形式之一——歌曲来实现的。

7、《贩卖音乐》的笔记-第6页

        事实上，诗人，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曾讨论过，音乐是使我们成为不同的人的一部分原因。

8、《贩卖音乐》的笔记-第184页

        音乐与战争的联系并不是新建立的，这两者的联系早在人们能击鼓的时候就存在。但在一战期间
，音乐对战争的作用和战时文化都发生了改变。音乐产业作为一个产业的贡献是反战运动动。

9、《贩卖音乐》的笔记-第32页

          一个成功的歌曲作者要被强迫去研究那些流行音乐唱片的消费者的好恶，因为他们决定一首歌的
成败。  虽然很有道理，但为什么总觉得有些悲哀。

10、《贩卖音乐》的笔记-第3页

          流行音乐的商业化是在音乐艺术处于上升期这个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这个上升期是指，在十九
世纪人们总体上认为音乐是一种提升士气、塑造个人性格和提高民族精神的东西。在家里表达音乐理
想的东西就是一个带键盘的乐器、一架钢琴或一台风琴。在十九世纪，这些乐器变成了中产阶级用来
表明身份的东西，这为欧洲音乐艺术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11、《贩卖音乐》的笔记-第249页

        最初的时候，是由音乐家伙乐队指挥决定最适合影片的音乐，他们的判断常常是基于音乐对本地
观众的感染力。电影公司认为音乐很有价值，往往是因为它能增加影片感染力，但他们抱怨音乐要依
赖现场表演。结果，对音乐家的挑战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开始，尽管开始时收效甚微。

12、《贩卖音乐》的笔记-第29页

          虽然歌曲的成功一定取决于有能力的曲作者，但的确是出版商而不是曲作者站在了叮砰巷的运营
中心。出版商有时要像一个编辑一样，改变一个标题，或者添加新的歌词，或者更改任何他认为合适
的合唱。一个出版商把一个好的主意放入一首糟糕的歌中，往往可以把这首歌变成一首好歌。出版商
还设计了推销歌曲的策略，用一位资深的作曲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如此狡猾的手段以至于使他“成
为和作曲家本人一样的具有创造性的人 ”。  

13、《贩卖音乐》的笔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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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音乐产业被称作叮砰巷(原指流行歌曲和作家集中地）。像“好莱坞”一样，叮砰巷成为了一
种产业生产模式的代名词。好菜坞能够制作出各种各样形式的作品，这种形式是由一个固定的、内在
的和可操作的系统和审美观统一起来的。叮砰巷这个称谓确切的来源现已不详，但是它涉及享利·冯
和一些歌曲作家以及像梦露·罗非尔德这样的记者，也指音乐出版商的工作室里制造出来的刺耳的声
音。

14、《贩卖音乐》的笔记-第11页

        音乐不是在每个方面都像其他商品那样，它的精髓在于人们听觉上的感受。声音是音乐商业交易
的商品，听觉上的感受和推销商品是不可分离的。在艾萨克·谢帕德1930年关于音乐出版的书中，他
总结道，听觉环境的开发是产业的一个重要策略，“所有哼唱和演奏的音乐都是一个巨大的隐没策略
的结果——包括大量的美元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经纪人——目的在于使你听到这个音乐、记住乃至购
买。⋯⋯”

15、《贩卖音乐》的笔记-第75页

         今天的人们是因歌曲而记得叮砰巷，可能这个产业就是通过音 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叮砰巷歌曲
是指那几十首没有短时间消亡而 变成了长久存在的收录在国家歌集的歌。创新、大胆、适应性强、 
想象力丰富的推销技巧使叮砰巷的产品成功地在地域上和社会上得以扩张。

Page 8



《贩卖音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