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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开窗子吧！
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这是罗曼·罗兰(1866—1944)在《名人传》卷首语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
或许，这也是他为自己全部作品所作的诠释。
自十九世纪以降，英雄主题在法国文学中已日趋式微，至二十世纪则近乎绝迹了。
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
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
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
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
愈走向世纪末，文学上的颓靡之风愈盛，人的形象也愈来愈猥琐、渺小⋯⋯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曼·
罗兰的《贝多芬传》于一九。
三年面世时，真仿佛是奇峰突起，使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由戏剧①发端，读者观众反应平平，没想到《贝多芬传》这本三万来字的小册
子突然为他赢得了文学声誉。
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和《甘地传》(1924)。
同样的英雄旋律，在他以毕生心血浇铸的两部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3—1912)和《母与
子》(1922—1933)中得到了更丰满、更深入的发挥，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便是由这两部长河
小说奠定的。
而他那部精美俏皮、文采出众的中长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在成功刻画法国高卢民族健
全的理性和特殊精神气质的同时，同样给小说主人公注入了坚强且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灵魂。
显然，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
甚至不一定是个胜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
；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尽努
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何谓英雄品格，怎样才算无愧于“人”的称号？
按罗曼·罗兰的观念，首先就是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亦即他所说的大江大河般①奔腾不息的强大
生命力②；二是永远保持人格的尊严，恪守个性的独立，既不屈从于强权，也不盲目地随大流；三是
具有关怀人、爱护人的博爱精神，甘心为人类的福祉奉献自身。
他为之立传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是这样的人，约翰·克利斯朵夫③和安乃德是这样的人
，甚至那位表面上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高卢木匠哥拉·布勒尼翁，骨子里也潜藏着这种大灾大难压
不垮的英雄素质。
罗曼·罗兰的英雄理想，究其实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④。
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表明，作为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对欧洲历史的飞跃曾起过难以估
量的作用。
在停滞不前的中世纪，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原罪”说⑤束缚人的灵魂，让人们相
信自己生来是为了“赎罪”，只有通过现世的忏悔、苦修和受难，求得上帝的宽恕，死后才能升入天
堂，获得永生的幸福。
“神”的统治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天地万物中最富创造力的生灵，变成消极无为，听凭命运摆布
的可怜虫。
直到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被发掘，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
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才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些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的知识巨人，以新兴阶级的青春锐气，大胆地以“人本”观念取代“神本”
观念，以“人”来对抗“神”；他们歌颂人的力量、尊严与价值，鼓吹猎取知识、发掘人的聪明才智
，提倡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以推动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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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矛头仅仅指向教会的“神权”统治，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十八世
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对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特权，他们以
“理性”为武器，批判一切宗教偏见和迷信，把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权力归还给“人”自身。
应该承认，没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现代生产力的解放，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无
法解释近二三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飞跃发展。
时至今日，个人的尊严感和价值理念，仍是西方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活跃的精神因素。
在他们的观念中，工作上的责任心是自尊心的体现，一个人的创造性是他自身价值的体现，而现代科
技的进步，则有赖于每个人的潜能及价值的充分发挥。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金钱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推翻封建
制度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非常革命的观念，与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正当人们试图向新制度索取“理性王国”曾允诺的一切权利时，却发现无比高贵、尊严的“人”正在
沦为“商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角逐。
幻想破灭了，人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个以金钱为杠杆的动荡不宁的社会。
而且资本主义秩序愈是巩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愈遥远，“人”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变
成了物的奴隶。
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现实社会中这种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惟其向往崇高，才痛感其丑
恶渺小；惟其企盼有所作为，才痛感自身的无能为力。
可是消极、颓废毕竟不是出路，于是罗曼·罗兰试图以他的《名人传》给人们传递英雄的气息，鼓舞
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念和奋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想要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伴随着艰辛的拼搏和痛苦的考验，他为之作传的这些人，“他
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
他告诫人们：“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
人类最优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
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
”事实的确如此，古往今来许多大有作为的人，并不曾从社会或自然那里得到任何特殊的惠顾，从来
不曾有一位好心的神明为他们安排通向胜利的坦途。
相反，不公正的命运常常给他们设下种种意想不到的障碍。
贝多芬出身贫寒，十三岁辍学，十七岁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二十五岁时他刚刚在乐坛崭露头角
，耳朵又开始失聪。
这种对音乐家而言十分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谁能想到他那些不朽的传世之
作，绝大部分竟是耳聋以后写成的。
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不幸的，由于贫穷和残疾，他的感情生活充满了凄苦和遗憾⋯⋯尽管他的天才征
服了全世界，尽管维也纳的精英人物将他视为国宝，尽管皇亲国戚在他面前都会礼让三分，他的生活
境况却没有多大改善。
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乐曲，常常拿不到分文报酬。
全世界都在演奏他的作品，而他为出版这些作品反倒欠了出版商许多债。
不错，他的艺术是无价的，于是人们慷慨地用掌声和欢呼酬谢他，却没想到他的鞋子破得上不了街⋯
⋯然而所有的磨难只是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他痛苦，却不肯屈服于命运；他贫穷，却既不趋炎附势，
亦不迎合潮流，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从未享受欢乐，却
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
他终于战胜了！
战胜了疾病，战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和障碍，攀登上了生命的巅峰。
第九交响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听众如醉如痴，许多人都流了泪，演出结束，掌声雷动，当他转身面向
听众，全场突然起立，挥动帽子向他致敬，场面之热烈，恍如暴动。
米开朗琪罗看上去比贝多芬幸运，他既无残疾，也不贫穷，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颇有声望的市民家庭，
从小接受精英阶层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然而他在精神上也许比贝多芬更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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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族入侵，人民受奴役，自己的作品毁于战乱，共和主义的理想也化为泡
影；他和贝多芬同样孤独一生，没有妻儿，没有爱情，他的家族不曾给他任何温暖，只想从他身上榨
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和倾轧，在同行中很难遇上知音⋯⋯更可悲的是，他的处境与奴隶相差无几
。
贝多芬至少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不依附任何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米开朗琪
罗却没有自由，他不得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①不得不为教皇们的光荣劳碌终身。
当然，教皇们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承认他的天才，且不止一次保护他的艺术免遭破坏，可是他们
剥夺了他的自由，拿他当牛马般使唤，他一辈子都像拉磨的驴一样拴在教皇的磨坊里，七十余岁高龄
还得爬上脚手架作画⋯⋯如果米开朗琪罗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许他就不痛苦了，就会以受教皇赏
识为荣了。
然而他是沐浴着文艺复兴的春风长大的，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领悟到这场思想运动的精髓，他比同时
代的艺术家更不满足于宗教艺术，更醉心于表现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
②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之一，他的艺术理想也是巨人式的。
他想要制造山一般的巨型作品，甚至想把一座山头雕刻成俯瞰大海的人像。
这就决定了他和那些只关心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教皇们永远不能达成一致，决定了他将终生为理想无法
实现而痛苦。
托尔斯泰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名门贵族，地位优越，衣食无忧，既不需依附任何人，也不必像贝多
芬和米开朗琪罗那样终日劳碌；他身体健康，婚姻美满，有深爱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有很高的
文学天赋，几乎没有经历过艰难的习作阶段就获得了成功⋯⋯总之，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个“什么也
不缺”的人，然而他的痛苦恰恰由此而生。
他蔑视已经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文学声誉，惟独渴望拥有他所未知的——生命的真谛，于是他以毕
生的精力去求索、去探寻。
多少和他地位相当的人都活得志得意满，惟独他苦恼不安。
旁人眼里的幸福生活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感，反而成为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他对城市贫民的凄惨处境感到震惊，为农民的贫困和愚昧而痛苦，因自己不劳而获的优裕生活而愧疚
，为难以摆脱家庭的羁绊而烦恼⋯⋯他若像旁人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没有烦恼了
，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不肯安享富贵，不肯虚度年华，他想要通过造福于人类来实现自身的生
命价值，于是烦恼接踵而至：他因批判教会的谬误，弘扬真正的基督精神而不能见容于东正教教会，
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他因执著于自己的信念而受到来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方面的压力，甚至得不
到亲人的认同和理解⋯⋯罗曼·罗兰说得不错：“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
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
”罗曼·罗兰还想告诉人们，英雄并非没有弱点，也并非无往不胜，——毕竟他们是人，而不是神—
—但这无损于他们的伟大。
米开朗琪罗有许多弱点：软弱、多疑、优柔寡断，做事常常有始无终，不止一次屈服于强权⋯⋯他不
属于贝多芬那种具有完美人格的人。
罗曼·罗兰认为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其实不尽然，他的弱点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
他身处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以他的聪慧和敏感，不可能意识不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与政治斗争
的紧密联系。
人文主义无疑符合他的天性，是他发自内心的信仰，这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他在教皇
下达的任务之外制作的那些带有异教色彩的作品)；但他也没能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和其他许多人文
主义者一样，他对“神权”并非没有忌惮心理，何况以五百多年前的科学水平，要摆脱对神的敬畏几
乎是不可能的。
他处于两种意识形态的争夺之中，终生为矛盾心理所纠缠，他的神经质，他的迟疑、摇摆、迷信、恐
惧不安⋯⋯都和这一背景有关。
①米开朗琪罗的本质性格其实是骄傲自信而且固执的，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止一次与教皇发生正
面冲突。
他的软弱并非缺乏主见或判断力，而是不能超脱现实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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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和“长子”的责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这就决
定了他在关键时刻必然会逃跑，或者选择明哲保身，向权力屈服。
他计划中最伟大的作品都半途而废，并不是他没有足够的耐心，而是他永远受着在任教皇的辖制，上
一届教皇下达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一届教皇又十万火急地要他接受别的任务。
他一生都在超负荷地工作，还时时刻刻为他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遭受良心的谴责。
所以，与其说他是性格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
特定的时代条件成就了他的伟大，却也限制了他天才的发挥。
人是很难超越时代的，观念的更新也不是一次思想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
尽管他到晚年已成为文艺复兴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艺术大师，其权威无人能与之挑战，他在上帝面前
却总是惴惴不安。
他越来越虔诚，他七十多岁接受圣彼得大教堂总建筑师的任命时，坚决拒绝一切薪酬，因为他认为这
是为神服务，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尽管米开朗琪罗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尽管他没能实现自己最宏伟的计划，可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艺术代
表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人文精神：他在《大卫》身上，表现了人的理想(这尊气概非凡的人像，无疑
是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的化身)，在《摩西》和《奴隶》身上，表现了人和命运的抗争；他的西斯廷
教堂天顶画《创世记》中，被逐出乐园的亚当丝毫没有对“原罪”的负罪感；他的《最后的审判》，
以悲壮的场景刻画了人类的痛苦和挣扎；他为洛伦佐·梅迪契和尤利乌斯二世制作雕像时根本不考虑
是否像他们本人，而只是用来表现他所想要表现的东西——行动和思想；他的《晨》、《昼》、《暮
》、《夜》无比精妙地表现了人的苦恼和感情⋯⋯有了这些震撼人心的不朽丰碑，谁还会去计较他的
软弱和恐惧呢？
应当承认，他在艺术追求上，还是勇敢而且顽强的，哪怕民众往《大卫》身上扔石头，哪怕他的《最
后的审判》被指控为“路德派的垃圾”，他都没有作丝毫让步。
在这方面，他和贝多芬一样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
如果说他在艺术上常有举棋不定的时刻，常常质疑和否定自己，那可不是因为在艺术上缺乏自信，而
是由于他总是无止境地追求完美，由于总有新的创意在他的头脑中产生。
艺术是他的偶像，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他固然有惊人的天赋，但我们读了这本小书后会明白，为了
艺术他曾经历过多少磨难、多少挫折，作过何等艰苦的登攀！
五六百年前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今天的艺术家们是想象不出的：为了运送他精心挑选出的石料，米开
朗琪罗不得不亲自开山筑路；为了绘制壁画，得首先摸索各种用料的配方；为了铸造铜像，得从头开
始学习炼铜；为了掌握人体的结构，他用尸体来研究解剖学①，且为此累得大病一场⋯⋯他也许有时
软弱、胆怯，而在艺术探索上，他是勇气十足的，什么也没能难倒他。
米开朗琪罗不是完人，而作为艺术家，他是人类的骄傲。
托尔斯泰人格的高尚是众所周知的，他敢于挑战一切权威，对沙皇也不曾笔下留情；他绝不盲从、迷
信，敢于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他敢于坚持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哪怕为此受到孤立⋯⋯但他也有弱
点，他的知识和视野受到停滞落后的俄国乡村生活的局限，自己却浑然不觉，这就大大妨碍了他对事
物做出正确的判断。
他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却轻率地把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本质、数的理论、动物化
石等对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统统斥为“无聊”；他根本不理解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人们的“自
我”意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所以对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无动于衷，把莎士比亚贬得一文
不值；他体会不到人类为了生存、发展，需要以怎样的毅力去奋斗、去拼搏，以致贝多芬那种充满战
斗激情、催人奋发向上的音乐让他惊愕和反感，他不去批判靡靡之音，反倒把贝多芬当做洪水猛兽⋯
⋯总之，他意识不到自己知识结构的缺憾，往往武断地否定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
这样的固步自封使他无法通过学习把握较科学的历史观，无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一个较客观、较
真实的概念。
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中，评断事物的惟一标准就是“道德”，即爱心、真诚和善良。
只要符合他的道德准则，再平庸的作品或人都会受到他的赞扬；而对俄国历史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彼
得一世，在他眼里便只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小人，至于其改革给俄国带来的进步，他则根本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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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两度访问欧洲，对欧洲的进步同样不屑一顾，仅仅在巴黎观看了一次死刑犯的处决，便宣布“对
进步的迷信纯属虚妄”。
不错，托尔斯泰真诚地希望社会日益完善，对俄国民众的悲惨处境由衷地感到怜悯和同情，但他既不
满现状，又惧怕社会动荡，他对经济的变革心存恐惧，对任何一种改革社会的主张或企图都深恶痛绝
。
说到底，他是不愿意他所心爱的封闭式宗法制庄园经济受到触动和破坏。
因而他对社会的批判无论多么猛烈，都只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从未深入到社会的根部，他所开具的“
济世良方”当然也无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
他那一厢情愿的善良，把一切都简单化了：他相信完善社会的惟一途径，是强化宗教意识，普及道德
教育，只要每个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消除一切欲念，人人爱上帝、爱他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自
然能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大同。
可见托尔斯泰虽则很早就开始研究哲学，却缺乏哲人的睿智。
他沉溺于自己的宗教信念，甚至推演出许多偏激、荒谬的观点，诸如婚姻是一种堕落，爱情、婚姻都
有违基督教精神，妨碍了人类理想的实现等等⋯⋯他的禁欲主义简直比中世纪还有过而无不及，但却
没有想到，一旦人类无欲无求，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
他似乎也不曾考虑过，像俄国那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产水平，大多数人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
决，怎能达到和谐与安定？
爱心、真诚和善良固然是永远值得提倡的美德，却解决不了人类生存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他更没有想到，社会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真正的仁人志士应当认识和顺
应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幻想按自己的乌托邦来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甚至牵制或
阻挠社会的发展。
托尔斯泰作为小说家的伟大成就是无可争议的，他是世界文学中巍然耸立的高峰之一。
他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俄罗斯近代历史的广阔画面，还精彩地谱写了俄罗斯民族之魂，他是欧洲文学中
继巴尔扎克之后最伟大的塑造形象的大师，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最丰富、最壮观的人物画廊⋯⋯然而
他苦心孤诣创立的“爱”的宗教，境遇就不那么辉煌了。
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往高级阶段发展，普遍的博爱精神将逐步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
但在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这种主张的可行性比一百年后的今天更加微弱，因此他作为思想家声名远
播，而追随者寥寥。
尤其他的“勿抗恶”主张，在实践中处处碰壁。
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不肯放弃。
在罗曼-罗兰看来，这正是托尔斯泰值得敬佩的地方。
作者写他的失败和孤立，恰恰是想阐明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英雄也是人，也有弱点和谬误，他们并不总是胜利，者，但他们勇于承受挫折，承受失败，绝不会因
失败而气馁，这便是他们高于常人的地方。
托尔斯泰虽然提倡无欲无求，平和宁静，他本人却是个精力旺盛、生命力极强的人，他永远有所追求
，而且孜孜不倦。
他勇于挑战，勇于探索，也勇于实践，为了他心中的真理，他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不吝惜代价，也
不考虑成败，这，就是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气质。
托尔斯泰的思想、主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自身生活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局限，重要的不是他的主张
是否正确，而是他那种不以坐享富贵为荣，坚持不懈为人类的未来上下求索的精神，那种愿为信念献
身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一切有志于开创未来的人们，难道不需要从这位可敬的老者身上汲取勇气么！
包括他的弱点和谬误在内，不也能使我们从中获得有益的教训或启迪么！
年轻的朋友们！
生活是广阔的，但并非处处都开满鲜花，更不能指望处处都有林荫道，有的地方会是崎岖陡峭的小路
，有的地方甚至荆棘丛生。
这里记述的三位伟人虽然出身经历不同，性格特点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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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样都需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困难、障碍，承受这样那样的磨难、挫折或失败
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生而平等的。
人生就是奋斗，幸福就产生在奋斗的过程之中。
不经奋斗得来的享受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快乐，只有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后攀登上生命的巅峰，才能感受
到灵魂升华的喜悦。
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创造的，要想让生命进出火花，没有任何捷径，也不必乞灵于神明。
可以视为神示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贝多芬所说的：“人啊！
靠你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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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了解罗曼·罗兰的生平与创作吗?《名人传》是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的合集，是世界传记
文学作品中的典范之作。
罗曼·罗兰在作品中着力刻画了三位艺术巨匠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踬而不改初衷的
心路历程，凸现了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为人们谱写了一阕气势恢宏、震撼人
心的“英雄交响曲”。
　　自十九世纪以降，英雄主题在法国文学中已日趋式微，至二十世纪则近乎绝迹了。
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僡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
蒙时代是叱咤风云中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
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述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
，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
　　本书是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米开
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的合集，是世界传记文学作品中的典范之作。
书中着力刻画了三位艺术巨匠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踬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
了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为人们谱写了一阕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英雄交响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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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1866——944），法国作家，代表作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哥拉·布勒
里翁》及《名人传》三篇。

    《名人传》是罗曼· 罗兰为三位举世闻名的文学艺术大师谱写的英雄史诗第一化是身患残疾，孤独
贫困，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的作曲家贝多芬；第二位是生于忧患，受尽磨难，
给人类留下不朽艺术品的雕塑绘画大师米开朗琪罗；第三位是不肯安于富贵，愿为天下黎民献身的俄
罗斯小说家托尔斯泰。

　　较之常人，社会和自然并未给予伟人们更多惠顾，生活对他们而言往往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
凭着坚强的毅力，他们勇于承受磨难，勇于挑战困难，终于攀登上生命的巅峰。
作者试图通过伟人们的故事，向读者传送英雄的气息，鼓起人们对生活的信念和自强不息的勇气，努
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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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　引言　米开朗琪罗上篇　搏斗　一　力 　二　力的崩溃　三　绝望下
篇　放弃　一　爱　二　信念　三　孤独尾声　死这就是他神圣的痛苦生涯托尔斯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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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 搏斗一力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他出生在加森汀省的卡普雷塞镇。
崎岖不平的土地，“空气清纯”，到处是岩石和山毛榉，远处耸立着亚平宁怪石嶙峋的山脊。
离此不远便是弗朗索瓦·达西斯看见基督在阿尔维尼亚山上显圣的地方。
他父亲是卡普雷塞和丘乌西的最高行政官，是个性情暴躁、焦虑不安，“敬畏上帝”的人。
米开朗琪罗六岁丧母，留下他们兄弟五人：利奥纳多、米开朗琪罗、博纳罗托、乔凡·西莫内和吉斯
蒙多。
他幼时寄养在塞蒂雅诺一个石匠的妻子那里。
后来，他打趣说，皆因吃了这个乳母的奶，他才选择当雕塑家。
家人将他送进学校，但他在学校里一心一意画画。
“为此，父亲和叔伯们认为他没出息，经常狠狠地揍他，因为他们讨厌艺术家这个行业，觉得家里出
了个艺术家是一种耻辱”。
就这样，他从小便备尝人生的无情和精神的孤独。
他的执著战胜了父亲的顽固。
十三岁就进当时佛罗伦萨最大也最正规的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画室学艺。
他最早的习作便获得极大成功。
据说连他师傅也嫉妒他。
一年之后，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此时他已厌倦绘画，而心仪另一种更壮美的艺术。
他转学到洛伦佐·德·梅迪契在圣·马可公园开办的雕塑学校。
这位王公赏识他，让他住到王宫里，和自己的孩子们同席。
就这样，他一下子置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心脏，为古代的珍藏品所环绕，沐浴于伟大的柏拉图派艺
术家——如马西利奥·菲奇诺、贝尼维耶尼、安琪·波利齐亚诺等——营造的博学多闻和诗情画意的
氛围中。
他醉心于他们的思想，呼吸着古代的气息，怀古之情也油然而生，他成为一位崇尚希腊文明的雕塑家
。
在“非常疼爱他”的波利齐亚诺指引下，他雕了《马人与拉庇泰人之战》这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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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米开
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的合集，是世界传记文学作品中的典范之作。
书中着力刻画了三位艺术巨匠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踬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
了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为人们谱写了一阕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英雄交响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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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一百年多前，罗曼·罗兰在英雄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先后写了贝多芬、
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三大巨人的传记，贝多芬一生备受疾病、贫困和失恋的折磨，但他始终不懈地
抗争，并且一直保持着对音乐的激情；米开朗琪罗忍受了病弱以及所有的刁难和盘剥、兢兢业业、醉
心于雕塑创作；托尔斯泰总在热心实践自己的理想，又总是怀疑和质问自己的理想，不断的冲撞和求
索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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