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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大厦添了不少砖瓦，
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名字中国读者耳熟能详。
可你听到过黑塞的名字吗？
读过他的作品吗？
黑塞何许人也？
　　1877年7月2日，赫尔曼·黑塞出生在一个传教士的家庭，他的父亲和外祖父在印度生活、工作了
很长时间，母亲生在印度，因此，这个家庭始终充满着多元文化的氛围，既有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又
有外来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的渗透。
家庭的熏陶使黑塞拥有了世界襟怀，让他在文学创作生涯中胸有东西文化，手著宇宙篇章。
最后，他终于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敲开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大门，把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捧回家中
。
1962年，他走完了光辉的一生离开了人世。
　　黑塞有许多身份，读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他。
　　黑塞是个诗人。
他的诗歌代表作有《中国的诗翁》、《雾中》、《白云》、《消逝》、《写在沙上》、《闻友之死》
和《伊丽莎白》等。
他的诗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婉丽飘逸，被人称为“德国浪漫主义最后一个骑士”。
黑塞性情忧郁，多愁善感，缅昔怀旧，在他早期诗品中，常常流露出孤独、飘泊、悲切的感情和怀乡
、恋母的情怀。
　　他13岁时就立志成为一个诗人。
黑塞一生中创作的诗歌有600多首，绝大多数是抒情诗。
高尔基曾说过：“真正的诗永远是心灵的诗，永远是灵魂的歌。
”黑塞的诗歌是心迹的表露，是感情的宣泄，他曾说过：“一首诗的诞生总是带着些儿纯粹一次性的
东西。
它是一次邀请，一个号召，一声呼喊，一丝叹息，一种姿态，它是诗人有所体验灵魂的反应，藉以保
卫自己的某种激情或者某种体验，或者是自觉地探索这类感情。
”　　黑塞中年和晚年的诗在内容上有了扩展，有对生命的思索，有对和平的渴望，有对精神的追求
，有对人生的感悟，当然对大自然的颂扬始终是黑塞诗歌的主题之一。
　　我们来看一首名为“伊丽莎白”的诗：　　一朵白云，　　伫立在天边，　　像是你，伊丽莎白
，　　如此洁白美丽而遥远。
　　白云悠悠，　　没惹得你把意留，　　可是在夜里，　　它将在你的梦里漫游。
　　悠悠，轻弄银波，　　知否，知否：　　它将是你永恒的怀念，　　你甜蜜的乡愁。
　　在黑塞眼里，白云像少女伊丽莎白一样美丽，美得你不能不想她，就算你白天没留意她，夜晚她
也会来搅你的梦。
白云是飘浮的，就像一个游子飘泊，黑塞认为没有人能比游子更能懂得白云，她把游子的思念带到了
自己的故乡，而且这种思念是永恒的，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忘记谁曾说过诗歌是音乐。
黑塞的诗歌不仅是音乐，也是图画，因为他不但长于诗，也工于画，1920年，他出版了《画家的诗》(
包括10首诗和绘画、散文)、诗歌和水彩画的合集《流浪》及《堤契诺u张水彩画》。
所以他的诗歌既有非常美的韵律，也蘸满了画意，黑塞的诗是语言、音乐与绘画极好的统一体。
　　黑塞是散文家。
他的散文代表作有《论命运》、《我的信仰》、《致儿子马丁·黑塞》、《童年轶事》、《梦之旅》
、《谈谈诗歌》和《乔迁时的遐想》等。
　　散文的第一要义是散而不空。
黑塞有的散文是触景生情之作，笔随心走，它们都是他真情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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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篇散文有的是对生活的见解，有的是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战争的反思，有的是对大自然的歌颂，有
的则是对故乡、逝去的童年及亲人的回忆，有的是对艺术与文学的思考。
他的散文不讲什么大道理，没有说教的味道，往往是以小见大，而且感情极为真挚。
在描写大自然时，他往往赋予自然现象以意义，不管是云彩还是花鸟，不管是露珠还是风雨，都蕴含
着一种哲理，一种人生感悟。
他的散文不仅有思想，有感情，文字也很优美，不能说篇篇珠玑，但佳作不少。
　　黑塞是心理学家。
　　黑塞熟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本人也接受过荣格及其弟子的心理治疗。
他有的作品也可看作是精神分析的文学阐释。
他的作品描写外部的事件不多，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更多的是人物的灵魂传记，描写的是
人内心成长成熟的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黑塞笔下的人物和黑塞本人是精神兄弟，就连主人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常与
黑塞的相同。
莎士比亚曾说过，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黑塞有的作品就是表现人的灵魂中人与兽的较量与角斗，但这种对抗的两极常常能融合，达成统一。
　　1927年发表的小说《荒原狼》是黑塞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事件。
黑塞在这里解剖了人的灵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兽寓一体的人。
中年的黑塞已脱离了早期抒情怀乡的浪漫王国，走上了“通向内心之路”，这个心路历程很长，道路
很坎坷，彷徨、困惑、寻求、剖析是必然的心理现象。
　　黑塞是社会批评家。
他凭着作家的良心，敢于用手中的笔抨击一切有违人性的社会和制度。
1906年发表的小说《轮下》取材于黑塞自己和弟弟童年时的亲身经历，他用辛辣的手笔揭露了当时的
教育制度对孩子们进行的精神摧残。
这种教育制度抹杀人的个性，扼杀孩子们的天性，结果是还没完全绽放的生命之花被社会与教育的“
车轮”碾得粉碎。
　　他有的作品是对现代文明弊端的猛烈抨击，趋名逐利，物欲横流，精神荒漠，媒体误导，时代危
机都是黑塞批评的对象。
描写与揭露的目的是治愈，是引向精神的永恒，而非沉沦沮丧。
　　黑塞是预言家。
　　他像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一样有一双慧眼。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作品中对再次爆发战争提出了警告。
《荒原狼》的主人公哈里对充斥着战争叫嚣的报纸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样的舆论能把社会引向战争，
他警告说：　　“我的同胞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阅读这类报纸，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听到的都是这种调
子，他们每天被灌输，被提醒，被煽动，被搅得不满和发火，这一切的目的和结局就是爆发另一场战
争，而下一场战争也许比上一次战争更可怕。
这一切非常清楚简单，任何人都能理解，只要思考一个小时就能得到同样的结论。
可是，谁也不愿这样做，谁也不想避免下一次战争，谁也不想为自己和子孙后代避免一场死人的大厮
杀。
思考一个小时，检查一下自己，扪心自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世界上的坏事，承担多少责任，
你看，这就没有人愿意做！
于是一切都按老皇历进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非常热心地准备着下一次战争。
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的身心就麻痹了，绝望了。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祖国，没有理想了，这一切都只是那些准备下一场屠杀的先生的装饰品。
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去思考，把它说出来，写出来，这已经没有角了⋯⋯”　　《荒原狼》是1927年发
表的小说，正像主人公预言的那样，十几年后就爆发了下一场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比前一
次战争更恐怖，更不人道。
　　黑塞虽然向世人发出了战争警告，但百无一用是书生，世人谁会把作家的话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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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预言不幸成为了现实。
与卡珊德拉不同的是黑塞没有走向毁灭，而是在战争爆发前早早地人了中立国瑞士籍，远离了战争策
源地，所以他得以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也免遭许多德国作家流亡的命运。
不过，黑塞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残酷的现实外，他尽力帮助流亡者，筹措救济金，表现出与其他受到迫
害的作家的团结精神。
纳粹虽不能对黑塞进行人身迫害，但并不放过对他精神产品的封杀，他被列入德国不受欢迎作家的黑
名单，其作品在德国出版困难。
黑塞只得在瑞士出版自己的作品。
　　黑塞是人道主义卫士。
　　他是人的心灵的呵护者，是个性的勇敢捍卫者。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权威机构、社会规范面前，黑塞为人的个性发展撑起一把保护伞。
社会这部大机器为了正常运转，就要求社会成员趋同从众，个性别太强。
个人的力量再大比起外部力量来说也是小的，根本无法与之抗争，大家只能沿着一条轨道行走，别出
队，别显山露水。
结果呢？
个性遭扼杀，个体的心灵受到压抑，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那些敏感的、有天赋的、富于想象力的人则遭受心灵的苦难，他们不安的灵魂在哭泣。
他们那脆弱娇嫩的心灵需要一个律师，一个代言人，为他们辩护，为他们呐喊。
黑塞视这种辩护与呐喊为己任，他的作品涉及的就是个人，让每个人都按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走自
己的路，哪怕这是一条根本不是路的路，哪怕最后导致的是悲剧，是失败，但这个悲剧与失败同样是
美丽的。
当然，黑塞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尊重秩序，尊重集体，但秩序与集体意识不能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与
意识的代价获得。
“通向内心之路”是黑塞给的人生指南，只有完善自己，世界才会人道。
　　1919年以笔名辛克莱发表的《德米安》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
这是一部没有什么情节的心理小说，也是一部哲理小说。
作品描写了青年辛克莱的思想感受和精神生活。
小说是辛克莱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其实小说中出现次数不多的德米安才是作品的中心人物，
在他的身上折射着作家黑塞的理想境界。
主人公辛克莱感到了生活的不和谐与矛盾，在他眼里有两个世界并存，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也有一
个黑暗的世界。
但他面对现实只会悲观失望。
德米安对他进行开导，教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要顾及传统观念，但辛克莱始终无勇气与传统观念
决裂、无法遵循自己的理想与意愿生活。
作品运用许多象征手法，笔调十分阴郁，也蒙上一层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
　　黑塞是和平主义者。
黑塞憎恨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被舆论误导，举国上下沸腾，“爱国主义”调子高唱，文人们也辨别不
了方向了，为战争摇旗呐喊。
这时的黑塞“世人皆醉我独醒”，保持着令人敬佩的清醒与理智，他大胆站出来，在报上发表“朋友
们，别唱这个调子”的反战文章，虽因此遭恶毒攻击与谩骂也毫不后悔。
当和平与“爱国”发生矛盾时，黑塞宁可做“卖国贼”也不偏离人类维护和平的基本道义。
　　黑塞是世界公民。
　　黑塞是德国人，瑞士人，但他从来不做目光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是西方人，但不是西方文化至
上主义者。
他是世界公民，追求的是各民族文化的沟通与综合。
各文化各民族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每个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每个民族都有优越性与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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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的作品试图超越国界与文化，他把人类多种文化熔为一炉，炼出了锦章绣句。
　　黑塞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他一生在寻找精神家园，在没有背叛基督教文化的前提下开始转向印度文化。
但在接触了中国优秀灿烂文化后，就把她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
他一生阅读的中国经典书籍比大部分中国人读的都多。
他书房里有中国角；作品里，特别是晚期作品中常有中国先哲、诗人和中国情景出现；中国文化，特
别是道家思想浸透其中。
　　他的作品中常见两极对立又统一的主题，从中可见中国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荒原狼》主人公哈勒尔始终在两极，即在精神与欲望、圣洁与堕落、温顺崇高与残酷低下之间摇摆
，他在两极对立中苦苦挣扎。
在经历了寻找、彷徨后，主人公在魔剧院里学会了如何整合人的两重性，他相信能够重返生活中，笑
对现实与自己。
学会笑，是种大彻大悟，这种境界要在人把人格对立的二重性统一后方能达到。
　　1930年发表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主题是灵与肉的对立与融合。
如果说《荒原狼》对立的统一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么在这部小说里则发生在两个人身上。
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是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前者代表灵，后者代表肉。
纳尔齐斯的生活领域是中世纪的修道院，投身于纯粹的精神世界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崇尚理性，
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
而歌尔德蒙是个与他完全相反的人，他热情奔放，浪漫多情，漂泊成性，四处为家，走到哪都与一个
女人发生故事，可哪个女人的爱情也拴不住他漂泊的心。
两个主人公代表着两个世界，代表着生命的两种形式，但他们也是统一的，他们彼此不可或缺，他们
相互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黑塞以艺术形象描写了精神上的矛盾，小说涉及的是理智与感情、知识与爱情、艺术与现实的对
立。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之间对立的统一表达了黑塞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对中国文化接受的一次总结，也是对自己一生探索的总结。
黑塞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生追寻对立两极的统一与和谐之路。
他的作品无一不是对立两极，如个人与团体，艺术与生活，精神与物质，约束与自由，服务与统治，
灵与肉，东方与西方文化，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统一与和谐的探索与追求。
这部小说也不例外。
黑塞在这部作品中探讨最多的还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了探讨这对矛盾的关系，他走的仍是两个相
辅相成的人物布局的老路，在这里，他让一个在卡斯塔里的旁听生特西格诺利成了主人公克乃西特的
对手与朋友。
特西格诺利与克乃西特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人，前者代表着世俗世界，后者代表着精神生活，开始两个
人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生活的世界辩护，而到了后来，克乃西特认识到实际生活的重要性，毅然走出
代表着精神王国的教育省，成为朋友特西格诺利儿子的家庭教师。
　　《玻璃球游戏》不仅是黑塞晚年一部重要作品，也帮他登上了文学奥林匹克的顶峰——1946年获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直到他逝世，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伯尔尼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德国布伦瑞
克威廉·拉贝奖，诗人之友、西德总统豪伊斯授予的文化功勋勋章，法兰克福德国图书业和平奖更是
锦上添花，使黑塞头上的光环更加耀眼。
　　黑塞是幻想家。
　　人对现实不满要么怀旧要么憧憬，以此来弥补现实的不足。
黑塞作品中有乌托邦的东西，这个世界虚幻缥缈，象征性强。
但他自己也知道乌托邦的路走不远，作品结局往往是开放性的，模糊不清的，他给不出答案。
　　在1943年问世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黑塞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社会，这里没有精神
污染，没有物欲横流，这里精神生活是主旋律。
黑塞以打造出来的乌托邦与绝没有理想可言的现实抗争，但黑塞自己也明白，这条路走不远，精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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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结不出现实的果实。
这也许就是他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死去的原因。
　　黑塞是⋯⋯　　黑塞不是时尚作家。
　　他的作品是陈酒，越久味越烈，越香，回味的空间就越大。
　　黑塞曾说过：“事实上它们(指黑塞的小说——作者注)不是小说⋯⋯”黑塞不为编造故事而编造
故事，他的作品是心之声，魂之曲，作品大部分是心灵传记，作品中的人物是诗人本质的不同体现，
他们彼此是兄弟，也是诗人的亲兄弟和亲戚，但他们绝不是重复，千万别以为读了黑塞一本书就可以
完全了解他了。
黑塞不是通俗文学作家，如果你想在他作品中寻找跌宕起伏的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你会失望的。
他从不顺着书市风向写作，不会迎合出版商赚钱的意愿或为鼓自己的钱包编造离奇和扣人心弦的故事
。
他曾说过，他厌恶紧张的故事情节，在他的作品中他也尽量避免这样的情节。
当然读者也可以在他作品中找到爵士乐、舞蹈、吸毒或做爱的场景，但看到更多的是灵魂深处涌动的
暗流，是灵与肉的搏斗，是思索，是哲理，是对人生与艺术完美境界的憧憬，是对自己与外界社会，
与自然关系的观察，当然也有对现实的逃避。
　　如果你想让心灵放飞，愿与黑塞进行精神对话，欣赏一番独立的人格，品味一下优雅的格调，那
么读读黑塞你一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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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大厦添了不少砖瓦，他们
中间许多人的名字中国读者耳熟能详。
可你听到过黑塞的名字吗？
读过他的作品吗？
黑塞何许人也？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人赫尔曼?黑塞的传记。
作者带你浏览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德国学者一生的传奇故事和心灵的轨迹，让你了解艰难的时世
和对哲理的执着思索，如何成就一个诗人、散文家、心理学家、社会批评家、预言家、人道主义卫士
、和平主义者⋯⋯与独立的人格为友，与优雅的格调为友，与黑塞进行精神对话，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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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滨滨，1956年，复旦大学德语专业教授，翻译家。
出版《卡夫卡文集第2卷》、《日耳曼聊斋（合译）》、《未来宣言》、《史前的奥秘》、《死亡与
少女（合译）》和《世界文化遗产4、5册》等译著及发表译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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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上篇 生活篇　1. 叛逆雏儿　　出世　　家庭氛围　　出逃　　浪子回头　2. 社会大学　　书店店
员　　初登文坛　3. 博登湖畔的岁月　　初为人父　　《轮下》　　报刊生涯　　音乐之友　　印度
之行　4. 战争风雨路　　志愿者　　朋友们，别唱这个调子　5. 逍遥游　　邀游山水间　　世外桃源
的隐士？
　　中国书角　　《克林格索尔最后的夏天》　　疗养客　　文学之旅　6. 书海探魅　　投向世界文
学的目光　　出版书评两不误　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黑塞　　流亡者的避风港　　弟弟之死　　另
外一种抵抗　8. 迈向世界文学奥林匹克高峰　　诗之邀　　一扇窗子　　获诺贝尔文学奖下篇 思想篇
　1. 两极的对立与统一　2. 个体心灵的律师　3. 文化的综合　4. 艺术永恒　5. 浪漫主义最后的骑士结
束语附录　1. 生平年表　2. 作品中译（单行本）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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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黑塞在这段时间里潜心创作，收获丰厚：1907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今生今世》，集子收录了《
童年轶事》、《大理石的传说》、《七月》、《拉丁语学校的学生》和《秋的徒步旅行》等篇什。
1908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邻居》，由菲舍尔社出版，收录了《婚约》和《瓦尔特·科普夫》等篇
什。
这些短篇集的作品情节都很简单，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也就是回忆童年的伙伴，初恋的回味与苦涩，
家乡的山水及父老乡亲，遭遇的自然灾害什么的，许多都是黑塞本人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平平淡淡，
不装腔作势，没有虚情假意。
黑塞能捕捉生活中的琐碎，将其定格，一种轻柔、温馨、淡淡忧伤的气氛笼罩其上，读者的情绪受到
感染。
生活本身哪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文学如一味追求轰轰烈烈则很快走到尽头。
而黑塞这些短篇小说或散文却很耐读，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集子里的《青春是美丽的》和《大旋风》早在30年代就有了中译本，改革后又有了几个译本，常常被
收入如《世界短篇小说精品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集》和《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集》等集子
中。
　　除文学作品外，黑塞在这段时间里还创作了更重要的“作品”，那就是两个儿子，二儿子海纳
于1909年诞生，两年后，三儿子马丁又来到人世间。
　　人丁兴旺，房子自然显得拥挤，生活设施也过于简陋。
黑塞夫妇的当务之急是要有栋大点的房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让孩子在自己家屋檐下成长，在自
己家的树阴下玩耍对黑塞来说才是最美好和妥当的。
于是，他在附近买了一块地皮，请一位建筑师朋友兴建了一幢美丽的房子。
它位于较开阔、地势较高的地带，恩特湖风光可以一览无余，瑞士河岸、赖兴瑙岛、康斯坦茨教堂钟
楼尽收眼底。
主人仆人，大人小孩拥有各自的房间，自来水代替了水桶。
黑塞书房还建了藏书室，四面墙上挂满了画。
窗外是宽阔的阳台，人在屋里可以尽情拥抱阳光。
最使黑塞满意的是自己有花园，里面有蔬菜花卉树木装点，给主人提供了施肥、浇水、除草的乐趣，
给儿子展开一片嬉戏的天地。
花园给黑塞的印象美好而深刻，以致多年后他还满怀眷恋地回忆它。
　　在博登湖畔的岁月里，黑塞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众多报刊撰稿，主要从事书评和文学
批评。
黑塞是个勤奋的读者，他每年看300多本新书，差不多每天一本，从自己喜欢的书中挑选一些进行评论
，不合他口味的干脆不评。
他不会去批评哪本书不好，自然不会因某部书与他人论争。
另外他也反对给当代文学贴标签，作品是属于什么流派，作家受谁的影响对这个评论家来说并不重要
。
　　他不但给众多报刊撰稿，也积极参与新报刊的创建工作。
1907年，他与几个同仁共同创办了半月刊《三月》，由兰根社出版，黑塞在这家杂志社一直工作
到1912年。
这份杂志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以反对威廉二世政权为主要目标，提倡自由民主精神，为和平与各民
族的联合呐喊助威。
但黑塞对政治并不关心，他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杂志的文学副刊，他在这里发表了散文《青春是
美丽的》和大量论文、随笔及书评。
黑塞也推出过许多年轻的不见经传的作家以及外国作家作品的译介与评介，如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
美国作家肖的作品。
　　博登湖以它秀丽的风光吸引着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些人给美丽的自然景观又增添了浓厚的人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塞传>>

文色彩。
黑塞与居住在这里的一些作家保持着友好的邻里关系。
黑塞与兴趣相同的作家和朋友们在一起好不快活，作诗，闲谈，畅饮，捕蝴蝶，从事园艺劳作，其乐
融融。
这时的黑塞已如日中天，盛名与好客也吸引着来自远方的作家朋友，比如著名奥地利作家、名篇《象
棋故事》的作者斯蒂芬·茨威格就千里迢迢来到博登湖畔拜访好友黑塞。
茨威格进门不小心撞到门上，痛得他只能躺在床上好一会儿才能坐起来。
这个小小的事件印在了黑塞的脑海里。
　　音乐之友　　黑塞自小就有艺术天赋，一把小提琴始终伴他左右。
他虽然命中注定走上了从文之路，但始终不能忘情于音乐艺术。
有时他工作累了，需要调剂一下身体与精神，那么哪怕外面漆黑一片还下着雨，他也穿上雨鞋和雨衣
，拿出音乐会的票去大教堂听音乐会。
黑塞夫妇俩都喜欢音乐，朋友圈里自然少不了音乐家和音乐迷，黑塞与他们一起谈音乐，听音乐会，
参加他们的演出。
应作曲家朋友之邀也偶尔写写歌剧剧本，尽管他后来觉得这些本子有些幼稚，有些本子没被音乐家采
用，但黑塞没后悔之意，它们毕竟是与音乐家友谊的见证，浸透着黑塞对音乐的喜爱。
音乐家朋友也把黑塞的诗谱成曲子，使其可吟可歌。
与音乐家朋友们的交往成了黑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音乐对作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诗品语言具有音乐节奏，韵律极美。
黑塞曾写道：　　从前我常有机会听这种理想的演奏，我同演奏家的关系一向非常亲密，和许多人成
了朋友。
　　但黑塞并不是音乐厅里的常客．他更喜欢家庭音乐，邀几个好友，自娱自乐。
也许正是对音乐艺术的钟情才使他娶个钢琴家做太太。
他自己书房里一盏灯，一本书，一杯酒，门缝里传过来妻子舒缓悠扬的琴声，有舒曼、肖邦伴他夜读
，这样的生活真令黑塞陶醉，让他体验到了何谓幸福。
　　黑塞熟谙音乐家的生活，在他一生中创作了不少以艺术家为题材的作品。
1910年出版的反映音乐家生活的《盖特露德》就是其中的一部。
　　《盖特露德》中的主人公库恩是个音乐家，一次滑雪时不幸受伤致残，残疾后他致力于音乐创作
。
音乐家摩特很欣赏他的作品。
经摩特的介绍，库恩认识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工厂老板，其女儿盖特露德也是音乐行家，并与库恩共同
创作了一部歌剧。
库恩爱上了她，但他发现她盖特露德迷恋着摩特，库恩痛苦得几乎要自杀。
正在这时，他父亲去世，他返回了故乡。
故乡的一位老师劝他不要沮丧，不要只沉溺在个人生活中，并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的病是知识分子的通
病，如果人类都染上这种病，人类便完了。
库恩听了很受教育，此后，他通过关心帮助他人解脱了自己的苦恼。
他后来返回城市，发现朋友与盖特露德已完婚，但夫妇俩感情疏远。
他的朋友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最后自杀。
库恩和盖特露德之间也没产生爱情，只保持友谊，因为他认为为了艺术必须舍弃别的东西，他只想追
求精神生活。
　　书中两个男主人公由于性格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命运。
摩特虽然才华横溢，却没人生目标，整天纵情于酒色，以我为中心，封闭自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
孤独感，最终这种孤独感使他毁了自己和自己所喜爱的女人。
而库恩虽生活坎坷，但不放弃追求，不停地朝着成功的道路迈进，把自己的青春活力倾注在对艺术完
美的追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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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塞的散文清新，令人吃惊，表达出恰恰最无法表达的事情，无与伦比。
　　——斯蒂芬·茨威格，1932年　　讽刺有更加辛辣的种类，如愤怒与怒火的宣泄，但另外一种更
有魅力，这就是黑塞拥有的讽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能力的见证，能抛开自己，能觉察其本质而不内视，能认识自我而不沾沾自喜。
这种讽刺是一种谦和形式，谦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越是有更高的天赋与内涵伴随，越是觉得可爱
。
　　——纪德，《东方之行》法文版前言，1942年　　对我来说，黑塞植根于乡土、德国与浪漫的毕
生巨著属于我们时代最高、最纯的精神上做的尝试与努力，虽然作品有时表现出奇怪的孤僻，远离世
俗时时而幽默、恼怒，时而神秘、急切。
在与我同属一代的文人中，我很早就把已是高龄的他作为最亲近最可爱的朋友，满怀同情地陪伴他成
长，这种同情既从相同也从相异中吸收养分。
　　——托马斯·曼，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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