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深入土地吸吮著養分，土地中的

各種成分隨著血管送到老樹的每一枝

細枝，每一片細葉，長成了「小湊戀

歌」。

這張「小湊戀歌」不是給音響迷聽

的，而是給對台灣這塊土地懷有濃烈情

感的人用心感受的。聆聽這專輯時請不

要把音響開太大聲，最好是您一個人靜

靜坐在黑暗中，音樂的音量不會超過跟

情人的對話，讓音樂如初春的早晨，田

野上淡淡的霧氣緩緩升起，一切具象的

景物變成印象派畫作般。

聽「小湊戀歌」時，不要忘了把燈

關掉，讓空間中只剩下音樂跟你的存

在。（LULU1402，禾廣）

義大利F o n e唱片公司的創立者

是Giulio Cesare Ricci，1958年生，住

在Tuscan，早在11歲時就完成自己的第

一個錄音作品。他從小就立志當錄音

師，一心想創立自己的唱片公司，也

做過很多不同的職業，一直到1983年

才創立Fone唱片公司。

Fone的錄音有二個特色，一是完

全摒除錄音室錄音，而是在音樂會現

場、音樂廳、鄉間別墅、老房子等地

錄音，拾取自然的空間堂音，避免

過多人工加料。第二的特色是採用古

老真空管麥克風錄音，包括製造於

1947年與1949年的Neumann U47、U48

與M49。而在錄音座方面用的也跟一般

錄音室不同，他們用Nagra 4S、Studer 

C37、J37，Ampex ATR-100等。

為何他不喜歡在錄音室錄音呢？

他認為錄音室中冷冰冰的氣氛跟音樂

家的音樂靈魂根本不搭，在那樣的環

境中音樂家無法表現中心中所燃燒的

音樂熱情。Giulio Cesare Ricci非常熱愛

音樂，音樂可以說是他的全部，他的

錄音方式更有別於嚴格的專業訓練方

式，而是純粹以自己的感覺去錄音。

他以自己對音樂的感覺去擺麥克風，

想辦法把音樂家在演奏時的現場氣氛

完整錄製下來，儘量不加人工味精香

料色素。

也因為這種錄音方式，Fone有些弦

樂錄音聽起來會嫌高頻殘響太長些，

有些則會讓人覺得高頻段的量感多過

中頻段與低頻段。這些特色並非他不

懂錄音，而是他把錄音現場的音響

特質完整紀錄下來，帶給聆聽者。不

過，以下我所要推薦的這二張CD都沒

有殘響太長、高頻量感太多的問題，

錄音效果自然又發燒，可說是Fone唱

片中的佳作。

Fausto Mesolella
「Live ad Alcatraz」
這是2013年8月25日在義大利Santa 

Cristina di Gubbio的Free University of 

Alcatraz 現場錄製的， Fausto Mesolella

是義大利著名的吉他演奏家、作曲

家、編曲家。從1968年開始就組成自

己的演奏小樂團到處演奏，一直到

1986年成為Avio Travel小管弦樂團的

吉他手，在這個樂團中他待了25年。

2005年他出版第一張獨奏專輯，這張

「Live ad Alcatraz」是他的第三張專

輯，於2014年推出。

這張SACD演奏內容並非古典音

樂，而是通俗音樂的改編曲，Fausto 

Mesolella演奏的雖然是尼龍弦的古典吉

他，不過有加Guitar Loop Pedal，這是

演奏吉他時可以用腳踩踏控制的效果

器。除了Fausto Mesolella之外，另外還

有一位演奏者Ferdinando Ghidelli，他演

奏Pedal Steel。到底Pedal Steel是什麼樂

器呢？看起來是二把鋼弦吉他平擺在

一個台子上，演奏者左手用金屬壓子

壓弦，右手用彈撥片撥弦，而腳則踩

著好幾個踏板，藉此製造特殊的吉他

音響效果。

看到這樣的描述，加上演奏的是

通俗音樂改編，您應該可以想像這

張SACD中的是什麼音樂？沒錯，輕

二張義大利Fone Records很棒的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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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ques Pierre Verany是法國一個

唱片品牌，創立於1977年，創立者就

是Pierre Verany。Pierre Verany是一位

唱片製作人、錄音師，這家唱片公司

專門以出版高品質錄音為職志，專攻

法國與義大利古典音樂，尤其是室內

樂，不過當年也出版了幾張讓音響迷

興奮的黑膠唱片。到了1997年，這家

唱片公司就被法國另外一家唱片公司

Arion合併了。

這張「Mamba Percussions Vol. 1」

錄製於1982年，最早推出黑膠唱片，

不久又推出CD。後來在1984年又推

出第二集。在唱片封面上寫著「Hi Fi 

Drums」，表明這是一張為音響迷錄製

的鼓樂，不過這並不是音響迷特別感

到興奮的低沈大鼓，而是非洲鼓。我

不否認這是錄得很好的非洲鼓樂，不

過如果您一直聽這種不斷反覆的非洲

鼓樂，恐怕也會難耐單調。如果每首

音樂都能跟A面第五軌一樣來點變化，

那就好多了。

B面是「T h e  M a g i c  o f  T h e 

Paraguayan Harp」，其實這原本是另

外一張Disques Pierre Verany的專輯，

這張專輯以巴拉圭豎琴演奏為主，還

加了簡單的樂器伴奏。什麼是巴拉圭

豎琴？其實就是歐洲豎琴的變種，當

初歐洲人入侵南美洲，把豎琴也帶進

這塊新大陸，很快的巴拉圭當地人就

把歐洲豎琴改良，去掉踏板，改成適

合演奏當地音樂的豎琴，所以稱為巴

拉圭豎琴。演奏者Ignacio Alderete是巴

拉圭出生的著名豎琴家，不過大部分

間是在阿根廷、巴西度過，擁有自己

組成的小樂團，並在歐洲、非洲、希

臘、埃及等地旅行演出，也錄製了許

多唱片。

B面巴拉圭豎琴的音樂就比A面非

鬆好聽的音樂，能夠洗滌您一天辛勞

的音樂。由於在音樂會現場錄音，加

上吉他都是透過吉他擴大器發聲，現

場收錄的音響效果跟一般吉他錄音不

同，現場感與空間感十足，是很好的

錄音。（Fone SACD 136，逸聲）

Duo Clavier 
「Petites Histoires」
這張CD封面上寫著Signoricci CD，

到底這是什麼意思？Signoricci是Nina 

Ricci所推出的男性香水，他們怎麼會

推出CD呢？原來這是錄音過程中使

用Signoricci的麥克風前級，所以標示

在CD封面上。到底這部麥克風前級有

多有名呢？對不起，我對這個行業並

不熟悉，所以對這部麥克風前級並不

了解。

Duo Clavier是義大利四手聯彈的一

對搭檔，由Paolo Dirani與Mauro Landi

於1989年組成。二位鋼琴家的經歷豐

富，CD說明中寫了一長串，有興趣者

請自理。

這張 C D封面上寫著 P e t i t e s 

Histoires，這是法文「小故事」的意

思。為什麼說是小故事呢？原來片中演

奏的都是法國作曲家所寫有關小孩的

曲子。包括拉威爾的「鵝媽媽組曲」、

比才的「兒童遊戲」、德步西的「小組

曲」，以及佛瑞的「玩具娃娃」。

錄音時間是200年7月，同年出版，

二位鋼琴家同彈一部鋼琴，默契極好，

琴音優美，音效自然，雖然沒有特別賣

弄突出效果，但可說把鋼琴的各種迷人

音效都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可以列為

優異的鋼琴錄音。不過，最迷人的並非

錄音效果，而是他們以四隻手所演奏出

來的音樂氣氛，那簡直就是法國氣氛

的具體顯現。法國氣氛是什麼？浪漫。

真的，法國作曲家的浪漫加上義大利

鋼琴演奏家的浪漫，還有什麼能夠抵擋

這麼浪漫的琴音與錄音？（Fone SRCD 

3004，逸聲）

「Mamba Percussions Vol. 1」與 
「The Magic of The Paraguayan Harp」

   黑膠測試片到 Blu-ray Audio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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