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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0  記者 蔡少安 文

顧顧爾德，加拿大人，生於1932年卒於1982年。在世短短五十年，但這五十年可真夠精采了。

為何精彩？顧爾德在古典音樂界這個向來被傳統力量控制的場域掀起了大波瀾。他古怪的見解、

囂張的台風、對舞台的毫不眷戀、搞邊緣的生活方式，其實都是對主流與傳統的頑強抵制，這也

將他塑造成一位極具吸引力的人物......

 

　　        　　　　　　　　　　　　　　　　　　　　　　　　　──節錄自導讀

他引退後沒有窮愁潦倒，相反的他可以過自己的生活，同時向世界闡述他的想法。他死後CD的銷

量也沒有下跌，有了他生前這麼多「奇聞軼事」加持，再加上他對錄音品質的要求（不只是「錄

音品質」，他的錄音很少重複，每一首都是經過千雕萬琢才錄音出版，另外有些實驗性錄音極具

收藏價值），當然不斷有新聽眾加入。顧爾德既然有「搞邊緣的生活方式」，身後想必留下不少

謎團等著傳記作家解答，而凱文‧巴札那（Kevin Bazzana）寫的《驚艷顧爾德》算是目前公認

寫得最好的一本。

基於理論知識　惡搞古典鋼琴基於理論知識　惡搞古典鋼琴

顧爾德的怪，最顯而易見的便是彈琴時的樣子。觀眾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坐姿：低到不可思議的

境界，屁股離地高度通常都在30公分附近。從照片上觀察，顧爾德的手肘低於鍵盤高度，駝背，

彈琴的「神情」似乎比任何音樂大家都更「投入」。在錄影資料裡可以看到他不只是投入，各種

動作都出籠了，如隨著音樂進行的哼哼唱唱、搖頭晃腦、臉部各式各樣的表情變化，甚至是手舞

足蹈（例如和樂團一起演奏協奏曲時讓樂團成員和指揮方寸大亂的指揮動作）。某些樂迷甚至把

焦點放在他彈琴的怪樣子上。

 

顧爾德在錄音室的經典照片。（圖片來源／Google）

再來則是他的選曲。顧爾德的選曲簡單歸結如下：最早期的作品觸及到巴哈（也是顧爾德的一大

成就）、海頓、沒那麼愛莫札特（只選過幾首）、彈過一些貝多芬的作品（「太好戰」）、厭惡

舒伯特（「重複囉嗦」）、對李斯特之類的炫技展現更沒興趣（「絕對是無法忍受」），也就是

說浪漫時期的作曲家他幾乎都沒好感，然後是他個人熱衷的現代樂派。換句話說，他根本就否定

了古典鋼琴的核心。選曲獨到不打緊，他對這些作品的詮釋才真是驚天動地。

初聽顧爾德,他乍似在挑戰所有既定已久的傳統，比如巴哈在他手下徹底展現出了結構美（對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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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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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顧爾德的拿手好戲），聽來富有感情、活潑無比，學生這樣彈只會換來老師的糾正和評審的嘲

笑；他把貝多芬的奏鳴曲拆解開來，用不一樣的速度、和原譜相出入的表情符號、強調對比的手

法把這位樂聖的曲子重組，著實讓眾人跌破眼鏡；他甚至嘲笑莫札特從來沒寫過一首好的奏鳴曲.

.....但再仔細觀察，他的作法有深厚的理論知識基礎。

 

巡迴演奏會是膚淺的跑龍套巡迴演奏會是膚淺的跑龍套

顧爾德很年輕的時候便宣布不再舉辦演奏會，1964年透過經紀人說「這是最後一次演奏會」之後

就真得從此從公眾面前引退。但是他沒有就這樣銷聲匿跡：他在錄音室裡繼續他的音樂之旅。這

是顧爾德另一個有趣的地方：他徹底否定演奏會的必要性。

顧爾德原本就不喜歡在一屋子的聽眾前演奏，他通常會覺得緊張，一面對觀眾就開始覺得計畫被

打亂，認為這種現場錄音的「品質」絕對好不到哪去，因為有太多的變數，問題不在收音等技術

性問題，而是音樂是否臻於「完美」。讓他下定決心不再做現場演出的，正是1964年前幾年下來

的巡迴演出。那次巡迴演出，原本顧爾德一開始還沉浸在歐洲的氛圍裡，但是接下來演變成不斷

重複的行程，坐火車、住旅館、演奏會（千篇一律的曲目）、搭飛機，再說他這麼一個「敏感」

的男孩怎麼有辦法長期忍受這種舟車勞頓和陌生的環境？

他一點也不認為這樣的演奏會有什麼實質的幫助。這樣的想法早在顧爾德十幾歲時便萌芽，「我

想只有一種職業在音樂學上確實讓人心動、值得投入，除此之外，其餘的東西都顯得無聊、瑣碎

。」他成名後的那些演奏會也只是不得不為之的手段而已：音樂家沒人逃得過這個過程。但顧爾

德只短暫忍受了沒幾年便成功從這「膚淺的跑龍套」裡逃脫出來，這在音樂史上真得是絕無僅有

，唯一一個能在這方面和他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義大利怪傑米開蘭傑里（Arturo Benedetti Mic

helangeli）。

 

擇善固執的加拿大巨星擇善固執的加拿大巨星

其實顧爾德也有受到他的偶像，許納貝爾（Artur Schnabel）的影響。許納貝爾的觀點是：演奏

者的任務是去服侍偉大的音樂，而不是只在秀自己和討觀眾開心，「掌聲是收據，不是帳單」。

這段文字主要是在闡釋許納貝爾不喜歡炫技這類招攬觀眾的手段（顧爾德也是一樣），但這段文

字也提出，音樂本身才是最最重要的。

附帶一提，此後（1964年引退宣言）顧爾德終其一生都未再離開加拿大。更精確來說，他沒有再

離開多倫多太遠。

顧爾德的成功其實也有點英雄遇時勢。顧爾德真正躍升為國際巨星時，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加

拿大正值擺脫英國控制，國族主義抬頭的階段，在此之前加拿大本土音樂家一直很難出頭。他也

遇上1980年代CD唱片登場的狂潮，錄音器材水準也是飛躍性地成長，他本人也正好對這些新科

技很熱衷，相信它們能在音樂上幫助他（和卡拉揚（Karajan）一樣）。這兩個科技新發展可算

是顧爾德精彩作品的大推手。

 

生平難以考證的怪人生平難以考證的怪人

顧爾德傳記的難處在於，真相實在隱晦不明。

首先顧爾德本人是一個爭議性的人物，雖然他在世時確實贏得了聽眾，贏得了樂評，也贏得了音

樂家同行的認同，但站在反方力場的人也不少，因為他對音樂的詮釋實在顛覆傳統。即使絕大多

數的詮釋手法背後經過了許多樂理探討（也真得有少數是為反而反的頑皮），在古典音樂這有傳

統的「嚴肅樂界」裡，無法接受他這樣違背原譜精神的當然大有人在。

而除了音樂詮釋方面的特立獨行，顧爾德本人就更不用說了：一個十足的怪人。鮮少接受訪問（

訪問時也常語帶雙關、暗喻，或是濃厚的個人風格）、反覆無常（行為舉止和他說過的話都是）

、離群索居、慮病症、各種稀奇古怪的生活習慣...等等，再加上談音樂總是長篇大論，艱澀難懂

（連專家都聽不懂）......這些都讓對顧爾德的研究不容易進行。

像是要考據顧爾德做過的聲明、他的辯駁，或是對其他人事物的評語時就得特別小心：顧爾德說

得常常未必是真話。他晚年時也比較能包容，很多看法或評論得要再修正，如此一來巴札那便不

只得整理，還必須把不連續的資料在單一事件脈絡下整理出來。要是其中包含顧爾德本人的一手

資料，就更費神了：他的筆記非常難以解讀。而他不喜歡和人接觸這點，更是減少了大筆流傳後

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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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顧爾德晚年重錄《郭德堡變奏曲》。（圖片來源／Google）

著作詳實翻譯貼心　但謎底仍未揭曉著作詳實翻譯貼心　但謎底仍未揭曉

凱文‧巴札那為了本書做了詳實的考究，他本身有音樂史博士的學位，又擔任《葛蘭‧顧爾德》

國際雜誌的編輯，對古典音樂和顧爾德的了解想必很豐富。但是為了這本書，他還是得收集各方

資料，解讀並釐出頭緒又是另一件大工程。尤其是顧爾德的兒童和少年時代，這部分大概是全書

採證較困難的部份，因為顧爾德的父母親在他小時候把他這個獨子保護得很好，顧爾德家的作風

也向來低調。

中文版翻譯者也是顧爾德的樂迷，讀者可以在書中看到許多譯者貼心的註釋，這並不簡單；除了

書中有滿滿的音樂相關談話記錄、術語，在不少資料裡，顧爾德說的話別有深意，有時他還搬弄

德文法文之類的語言和典故（他的造詣之差有目共睹，而他用英文說話時就夠讓人跟不上了）。

要翻譯這本將近六百頁的磚塊書想必是個挑戰。

凱文‧巴札那的顧爾德傳記是許多同主題的書中考證非常詳實的一本，但作者本人依然認為謎底

還沒完全解開。是的，顧爾德晚年談話越來越讓人摸不著頭緒，通常他在回答裡放入許多線索讓

別人去找答案，音樂上亦然。他離群索居也讓真相更顯得撲朔迷離，例如他的感情生活就始終沒

有定論；他的驟逝更有如他本人的作風，讓所有人驚愕，說不定他本人這次也被嚇到了吧。

也許謎底永沒有解完的一天。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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