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13位ISBN编号：9787534253263

10位ISBN编号：7534253268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罗曼·罗兰

页数：265

译者：陈筱卿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前言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二十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罗曼·罗兰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
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他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
的劝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曼·罗兰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他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
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年迈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是做一些多年贝多芬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
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二战结束前，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
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早就在
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
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
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
。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
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
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
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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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米开朗琪罗传》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虽然没有《贝多芬传》来得巨大，但它在精神上仍与《贝多芬
传》一脉相承。
罗兰借由米开朗琪罗充满矛盾和苦楚的一生，充分地表达了人道主义精神，表达了对爱的信心和对人
类的信心。
《托尔斯泰传》这部传记反映了罗兰对托尔斯泰这位俄国文坛大家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罗兰仔细研读了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改变了常规传记的写法，舍弃了对传主生平的一般知识性介绍
，而集中精力去把握托尔斯泰从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把握中又投射进自己对英雄的敬
仰激情，写出了激昂的赏析文字．写下了给生命的赞美诗。
　　罗兰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根本是一个历史家，无论如何要追求和说出真理。
”的确，这本《名人传》可以说是以学者的态度来处理题材的。
但是，历史与考据不是罗兰在这本书里要关注的重点，他的目的是要给那些不幸的幻想破灭的人提供
一种鼓舞和勉励的泉源。
每一个阅读《名人传》的读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无法抵制的热情，都会为罗兰那极富感召力的
语言而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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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 罗曼·罗兰 (Rolland,R)  译者：陈筱卿 丛书主编：任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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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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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贝多芬传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
怜的阁楼上。
他祖籍弗朗德勒。
其父是个既无才华而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
母亲是个女佣，系一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婚姻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自一开始起，人生就向贝多芬显示出似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
他父亲想利用贝多芬的音乐天赋，把贝多芬炫耀得如同一个神童。
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
透不过气来。
贝多芬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
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
年少时的贝多芬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愁烦。
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
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她死于肺结核。
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他常常觉得不适。
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的责任。
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掌管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
免得他乱花。
这些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痕。
贝多芬在波恩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
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
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的世界。
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
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
直到最后，他们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情，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可资为证。
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时待过的地方，始终留有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
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
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
茵河，它的确是那么地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
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
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
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人生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
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平静但湍
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慵懒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
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
对于这片土地，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
如愿。
“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地美丽，一样地明亮。
”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
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
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
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
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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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他发表了一本革命诗集。
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争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
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下来。
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
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生。
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
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
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
自一七九八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
尔纳多特将军过从甚密。
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愈发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强有
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
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
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
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
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
这不已经到了吗！
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
”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
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
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
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的一会儿工夫，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
有多美。
”稍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做出贡献。
”’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
在一七九六年到一八○○年之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
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
他的听力越来越差。
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他最亲爱的朋友。
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
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
但是，一八。
一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我亲
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
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
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
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了⋯
⋯我能治好吗？
我当然是抱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
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
自私的世界里！
⋯⋯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
无疑，我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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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
如果我干着其他什么职业，这尚有可能；但在我这一行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
我的仇敌们可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
⋯⋯在剧院里，我得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听不见演员说什么。
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
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鲁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
。
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听天由命！
多么悲惨的隐忍啊！
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一七九
九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一七九八年）。
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一八○○年）、清
澈的《第一交响乐》（一八○○年）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
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
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次乐。
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
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
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
《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
《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
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
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
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的未来天才的目光。
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认为可以看出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
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未带强烈热情的贝多芬。
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
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搭界。
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极其难求。
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
丝不苟的看法。
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
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真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过任何脆弱需要责备自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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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经典名著，经典品读，经典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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