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家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走出家书>>

13位ISBN编号：9787806881842

10位ISBN编号：7806881840

出版时间：2005-05

出版时间：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傅敏

页数：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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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家书>>

前言

　　⋯⋯你说的不错，孩子的长处短处都和我俩相像。
侥幸的是他像我们的缺点还不多，程度上也轻浅一些。
他有热情，有理想，有骨气，胸襟开阔，精神活跃，对真理和艺术忠诚不二，爱憎分明，但也能客观
的分析原因，最后能宽恕人的缺点和弱点；他热爱祖国，以生为中国人而自豪，却并朱流于民族的自
大狂。
他意志极强（至少在艺术上），自信极强，而并未被成功冲昏头脑，自我批评的精神从未丧失，他对
他的演奏很少满意，这是我最高兴的，艺术家就怕自满，自满是停滞的开端，也便是退步的开端。
当然他还有许多缺点：主观太强，容易钻牛角尖，虽然事后他会醒悟，当时却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
因此不免要走些弯路——主要是在旨乐方面；而人事方面也有这个毛病，往往凭冲动，不够冷静，不
能克制一时的欲望。
他的不会理财，问题就在于此。
总之，他的性格非常复杂，有一大堆矛盾：说他悲观吧，他对人生倒也看得开看得透，并且还有“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他常常提的一句话）的傻劲；说他乐观吧，对人类的前途却也忧心忡忡。
其实这些矛盾在我身_匕也照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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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父亲说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艺术家。
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而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人的
精神价值。
⋯⋯他最强调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都谈不上。
　　我们还在捧读《傅雷家书》，家书中的傅聪却渐行渐远，已自成一“有”，只是从未忘记父亲早
年的教诲：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在用钢琴语言聆悟音乐中寻求人
的基本价值⋯⋯书中精选傅聪先生与媒体和音乐界朋友的对谈，记录了他“师父领进门，修行靠本人
”的艺术之路，让我们看到走出家书得以彰显的另一代人。
　　《走出傅雷家书:与傅聪对谈》为《傅聪:望七了！
》的普及版，与《傅雷家书》共同昭示了“先做人，后成长”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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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傅聪代序“他的一切经历，仿佛的另一个‘我’的经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心目中
的傅聪对谈录成功并不等于成就望七了师今人，师古人，师造化赤子之心是做人弹琴的准则心甘情愿
永远做音乐的奴隶平静不再是《傅雷家书》里的小孩子轻灵的莫扎特 悲剧的莫扎特莫扎特的嘲试 莫
扎特的超越四十年钢琴生涯莫扎特的音乐是“是无艺术的艺术”健康就是古典我的成功就在不成功赤
子之心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人的灵魂更行更远与傅聪谈音乐附录劫余家信傅聪的成长傅聪——来自远东
的钢琴大师文人的傲骨与生命的悲情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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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英国回来的傅聪，身着棕黄色中式丝绸外套，靠在沙发上温和而友善的笑着，半长的头发向后
梳得整整齐齐，烟斗放在茶几上，似乎还有余热——他似乎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虽然秋天刚刚到，傅聪却戴着毛线手套，不是因为冷，而是手病。
对于一位钢琴家来说，多年的手病折磨，无疑是一场梦魇，幸而双手终于重新轻盈起来——那位医生
可能以为只是挽救了一个病人的手指，却不知道同时为听众带来了福音。
这位被《时代周刊》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的“钢琴诗人”，终于又可以自由弹奏。
　　九月二十八日傅聪已在长沙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十月二日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独奏音乐会
，十月十二日和十九日还分别在广州和上海举办独奏会。
为了准备这些纪念父母逝世三十五周年的音乐会，也为了在准备音乐会前饱览梦寐以求的黄山美景，
傅聪于九月中旬就飞到了北京。
　　写傅聪似乎不能不提他父亲傅雷和著名的《傅雷家书》，这本书让傅雷的家庭成为中国最为著名
的知识分子家庭。
今年是傅雷夫妇离世三十五周年。
十月二日是农历八月十六日，中秋节的第二天，傅聪的这场演出也是对父母的一种追思。
可能谁也说不清傅聪对这片土地怀有怎样的复杂情感。
四年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这位近十年未回国演出的钢琴家登台时，抚摸着钢琴停顿了许久，他流
泪了！
　　傅聪的确善感，讲话低沉，语速缓慢；但说到激动处，嗓音会突然高亢起来，有时他又会突然间
变得伤感，头靠在沙发上，沉重的喘气。
他的弟弟，傅敏，一位特级教师，坐在一旁，身体前倾，眼睛关切的看着他哥哥，此情此景，令人难
忘。
　　比赛和音乐是两回事杨：您这次回国演出，离上次已经有两年了，是不是感觉有些不同？
　　傅：我在英国是在一个与世无争的环境里，非常安静。
一回来就感觉这里充满了活力，非常强烈，以至于让我有一点害怕（笑）。
现在中国人真是很能干，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我都见到那么多聪明、有能力的中国人。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我相信。
杨：这几年不少中国年轻人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比如李云迪、陈萨，还有郎朗，所以有一种说法
：中国的钢琴世纪到来了，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傅：年轻一代好的钢琴家在中国已经很多很多，不仅有你刚才说的，国外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
比如安宁，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大赛上我听过，非常好，那次他拿第三，我认为
应该拿第一。
还有在波士顿的音乐学院我上大课的时候，有几个中国孩子真是精彩，技巧辉煌得不得了。
　　杨：您会不会有一种被后来人超过的紧迫感？
　　傅：我很高兴能被后来人超过，而且应该被超过。
他们先天有比我好得多的条件，他们的基础训练，也就是童子功，远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即使在
我那一代里面，我也是比较落后的。
我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十七岁才真正的下功夫，而且技巧上一直都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完全没有基础
，现在想起来近乎荒唐（笑）。
而现在，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技巧都好得不得了。
听比赛的时候有时候听得都发傻。
不过，这跟音乐是两回事情，好的音乐还是很少。
杨：您所说的好音乐是指什么？
傅：对音乐内涵的真正理解，而且是真正的有个性，有创造性。
这种创造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道理的，是真正懂了音乐之后的创造。
这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的，是一辈子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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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最重要的不是教什么，而是教为什么杨：您有没有听到过李云迪他们现场的演奏？
傅：李云迪我没有直接听过，只听过录音，听录音不能作准。
陈萨上过我的课。
郎朗我最近在英国听过，好得不得了，了不起！
他已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钢琴家。
杨：您经常给学生上课吗？
教授学生的乐趣和演奏的乐趣应该很不相同吧！
傅：大课很多——master daSs，国内一般翻译为大师班课，我的学生一般都是年轻的非常优秀的钢琴
家。
其实我觉得我不能说是在“教”，很多学生都说我很特别，因为我只是把自己看成比他们多一点经验
的、年纪大一点的同行，我们一起去发掘音乐中的奥秘。
我认为教学最重要的不是教什么，而是教为什么。
音乐和其他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乐谱是死的，演奏家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诠释，不同的诠释可能
同样合理，同样有说服力，当然要有一定的文法和根据，不能乱来。
这就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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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父亲说的做人绝不是世俗概念的“做人”，什么要面面俱到啊，什么在社会上要怎么怎么样啊
，等等。
他说的做人，恰恰相反⋯⋯是那种意思的做人（即“回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样的人），是
在最高意义上做一个精神上有所升华的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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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