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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多年以来，中国摇滚的历史走得匆忙急促，而且行动缓慢。
说它匆忙急促，是因20多年的时间中，它走完了西方摇滚自50年代发端以来的全部历史，这种“摇滚
大跃进”式的运动状态，从中国摇滚对西方摇滚史——重金属、英式摇滚、流行朋克、电子乐和嬉哈
说唱的不断复制，不断地速生速灭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行动迟缓，则是通过中西方摇滚的文化经济场的对比，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摇滚虽然已有20年以来的历
史，但却依然步履蹒跚，始终不曾获得属于它自身的应有位置。
    摇滚乐自80年代初期从西方传人中国以来，得到了几代中国青年的狂热追捧，它是青年受众的“亚
宗教”，人们喜爱摇滚乐，从而拥有了富有尊严的生活乃至独特的个人生活阅历。
因此，中国摇滚乐除开大众前卫音乐艺术的本身特质之外，它还具有青年文化意义和更加广泛的社会
意义。
那么什么是中国摇滚乐呢？
本书作者根据多年个人积累和长期的悉心研究，以史家的严谨，学术的背景，诗化的笔墨，对中国摇
滚乐二十多年的历史进行独立生态文化观察，与中国摇滚艺人、摇滚战士和有关从业人员一道构成了
庞大丰富的阅读盛宴，向读者洞开了1980至2005年之间的中国摇滚的机密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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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说音乐让你迷途，那你可以多听听窦唯的作品。
听他的作品，所谓的迷途将不存在，因为他给你设计了一个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音乐空间，你只需要
在他的作品中享受音乐，忘掉身边的世界即可，但关键是，你要进得去，而且还得忘了让你迷途而且
充满矛盾的世界。
在崔健眼里，中国的摇滚音乐从诞生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谈起中国摇滚乐的现状，
崔健更是直言不讳：中国摇滚乐还处在萌芽阶段。
请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崔健是啥时说这话的？
如果是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他这样说，应该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搁在今天，中国摇滚乐好歹也
经历了二十多年历史了，现在再这样说，可能有些说不过去。
我觉得，近期他不可能这样说，要么是你的资料不可靠，要不就是，崔健只是通过媒体随便说说而已
。
但是，不管老崔说与没说，关于摇滚乐经历的“艰难曲折”的说法我能同意，但我不认为一方面说“
中国摇滚已经处于没落”阶段，同时又处在“萌芽状态”，这种不靠谱的媒体话语，在我看来，它对
中国摇滚乐的真实生存状态根本就不负责。
　　前夜与黎明的心理图像摇滚是地火，可是这几年“中国火”烧了又烧，总难成燎原之势。
有人说现在是中国摇滚乐的黑夜，可是既然是黑夜，就孕育着无限生机，就会有无数的星光闪耀。
既然黑夜已经来临，那么黎明还会远吗？
你个人认为这样的黎明具体是指什么？
在前夜期待黎明，远近都在中国摇滚和摇滚爱好者的心里。
你说，“中国摇滚的火烧了又烧，总是难成燎原之势”，这个抱怨，说的正确也不正确，正确之处在
于，中国摇滚的确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不正确的地方在于，所谓的“燎原之势”，它本来是一种心里
的期待，但你要给它添加一个时间概念，因此这种说法在心理上说合情，但在时间上说并不合理。
按照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分析，摇滚乐是一种体制外的文艺，相对主流它是在野的，由于它是
来自”西方的”问题音乐，在它的传播系统要么被贬斥，要么被夸大，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作为在野文艺，中国摇滚的生长过程和生长状态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只是一种文艺现象、一
种青年大众的个人娱乐或者纯粹的精神活动倒也罢了，可它不是，除开它的在野文艺状况之外它还是
一种唱片王业的“商业品牌”。
　　这20年中，随着崔健早年作品的被人接受和谈论，加上魔岩唱片引发的新音乐之春对中国摇滚的
文化和商业价值的提升，除开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之外，摇滚乐因为青年受众的喜爱，它还可以赚钱，
能给投资人非常优厚的利润回报。
因此，既然中国摇滚可以赚钱，那么它的内部就隐含着这样的话语逻辑：中国摇滚是相对体制文艺的
独立存在，相对主流，它是叛逆，也是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因为它有众多的青年大众来喜欢
，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冒险的唱片投资商就会成为它的支持者，尽管中国摇滚的演出/出版/宣传都处
在体制的掌握之中，唱片投资商却依然要作为摇滚乐的盟友槛护人代理者来和管理机构协调，抗争，
在政策允许或不允许的范围中帮它过关，通过宣传/演出/出版/经销的食物链的建立来实现商业投资回
报，摇滚艺人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将随同得到确认。
因此，由于它的内在话语逻辑和生态食物链上的国家管控的局限因素很多，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也非常
突出，所以你说的摇滚之火烧了又烧，难成燎原之势也在所难免。
这种状态，是由摇滚艺人攻艺政筑般资商三方面共同形成，然后通过媒体/市场/众来凸现的。
这些都很正常，不值得为此过于兴奋或者经常抱怨，只要你喜欢中国摇滚，你只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
来接受它，与它呼吸与共即可，但是作为摇滚乐的支持者，能够真正看到前夜与黎明这种心理图像，
那也说明你是用心的人，而且这种用心只要摆正位置，以一种无望的希望来看待和支持中国摇滚反而
对它的发展与未来是件好事。
家长里短的街坊式窥视黄燎原说，摇滚乐在中国发展不慢，请问你是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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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燎原，据说，他是有学术抱负的人。
在知这一块，他是个聪明人，但在行上，我说的是在行的质量和有效性上，尽管他办过一间汉唐文化
公司，就摇滚乐做过许多从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具体实践，但总体印象上讲，黄燎原先生还是
有欠缺的。
因为，就各种音乐节和他认为的优秀乐队的市场推广而言，他要涉及商业投资，市场策划和目标运作
，同时还要磨合一个与他互为因果的执行团队，作为知识分子，很多事情就难免为难他。
他给我的印象是，始终在思考，始终都在做事。
但是，经你们这样一会儿说崔健认为摇滚乐“处于萌芽状态”，一会又说黄燎原认为“发展不慢”的
提问后，我只能说，对这两个人的观点，我既不赞同，也不反对。
在我看来，摇滚乐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20来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的摇滾乐队
和摇滚艺人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音乐评论人，也该清楚自己究竟该如何说话。
因为，二十多年的时间是一代人的成长期，时间不短，经验教训都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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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摇滚乐对于备受压抑的我们来说，有一种重新创造生命的愉悦。
而郭发财兄这部关于中国摇滚乐的“史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摇滚乐，在艰难的土地
上澎湃着一种怎样的野性之激情。
人活着，就应该知道生命怎样去释放，并获得体面的再生。
二十多年来，中国摇滚对我们的滋养是如此丰富，而郭兄的书让我们无法忘记这一切。
　　——学者、作家冉云飞我们曾经提出过“摇滚你的生命”，但我的朋友郭发财却用一本大书告诉
大家 　 ——摇滚你的历史！
于是，在他的新书中你能看到崔健来了，窦唯来了，左小诅咒来了，吴吞来了 　——我们来了。
但是，我们的历史也是你的历史吗？
我对一位记录片导演说过，“摇滚乐把麦克风这笔交给了我”，但现在摇滚乐又把我们交给了郭发财
。
　　——舌头乐队主唱、词作家吴吞为使批评成为可能　　——法国“高师”的那帮知识分子对广告
、媒体、摇滚乐构成的大众流行文化进行了海量解读。
《枷锁与奔跑》的作者似乎拥有68年的那种“五月风暴”中的知识分子情结，这些一方面既可看作是
批评的突围，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作者内心试图通过摇滚乐问题与文艺青年之间的对话关系建立的期
待和焦虑。
在批评洞见与大众文化常识之间，书写的野心与读者的阅读也将把他推向没有任何庇护的危险之境。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学者徐晴因为职业，对乐手、艺人、唱片公司、摇滚战士我不
陌生。
但看了郭发财的书稿清样之后，我发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在中国摇滚圈子
中是个普遍问题。
通过该书，我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它们被分门别类，成为了中国摇滚二十多年来不容忽略的重要部
分。
　　——楚天音乐台主持人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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