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筆的CD

在圓山音響展時，Esoteric社長大間知基彰帶來

這張唱片已經接近完成的訊息，當時他很自豪的告

訴我：一般錄音師不喜歡更換錄音室的器材，不過

這次他們將全套Esoteric的數位類比轉換器以及時

鐘訊號產生器帶到錄音室將原來的器材換下，擔任

鑑聽的工作，在聽完Esoteric器材的表現後，Sony

錄音室的工程師們都嘖嘖稱奇。當然，沒有廠商會

說自己的器材不好，所以真正吸引我注意這張唱片

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這是首次使用Esoteric器材進行

鑑聽的唱片（以往Esoteric發行的重製片都還未能使

用Esoteric器材鑑聽），而是因為這張慶祝Esoteric

二十歲生日的唱片，是由日本最知名的資深音響評

論員菅野沖彥先生負責統籌。菅野先生在音響評論

上已經有數十年的資歷，他本身還是個錄音師，對

於正確的聲音的認知，肯定沒有太大的問題。這張

唱片是他喜愛的音響調整測試唱片，因此在Esoteric

提出請他出馬擔任重製片的統籌時，他馬上就想到

這張唱片。

調整高下決定動聽程度
唱片拿到時我正在搬家，音響系統處於調整階

段，回到家把這張唱片放上後第一個感覺是：失

望。怎麼會是一張如此平淡無奇的唱片呢？不論是

CD層或SACD層，聽起來都是了無生氣、毫無細

節與美感可言。難道日本的音響界權威，聽音響功

力不過爾爾？過了好一陣子，系統調整到一個讓人

滿意的段落後，我又在唱片架上找出這張唱片，心

想再給它一次機會吧，結果放出來後我震驚不已，

因為這回我聽到的，是一張無處不美的唱片，不但

是樂團氣氛生龍活虎，那管絃樂的光澤、木管的氣

韻、銅管的燦爛一樣不缺，更重要的是，樂團內每

個聲部的錄音是那樣的清晰，尤其是第二曲柯里奧

蘭中，低音弦樂部的擦弦質感真是精采無比，讓我

聽完後忍不住再來一回。

兩次試聽這麼大的差異是怎麼回事？為了解除

我的疑慮，我把這張唱片帶到社內，用試聽室內的

系統再檢驗一遍。我發現，只要系統調整到正確平

衡之後，唱這張唱片就「無處不美」；系統若沒有調

整到正確的平衡，唱這張唱片就是「處處不美」。這

張唱片有如照妖鏡般的奇妙特色，可說是我第一次

碰到的。

音響迷該人手一片
回家翻閱唱片解說，才發現菅野先生之所以推薦

這張唱片，正是因為它非常適合調整音響系統，無

獨有偶，他最喜歡用的片段剛好就是柯里奧蘭！大

家也不要誤會，不是其他曲子不好聽，而是柯里奧

蘭聽起來真是太過癮了，只要音響系統能把這個曲

子再生得如現場般精采過癮，那麼聲音平衡一定是

正確的。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此片為鏡，則可以得

好聲。這是我聆聽這張唱片過程中得到的體認與感

動，希望音響迷們也能人手一張，用這張唱片找出

正確的聲音。

以此片為鏡，可以
得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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