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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

前言

我很虔诚地为这一套丛书作序。青少年朋友们，为你们所出版的丛书业已不少，然而我还是要很负责
任地说，这一套丛书无疑是值得你们阅读的。并且我相信，如果你们真的阅读了，确实对你们的成长
是有益的。你们都是喜欢上网的孩子吗？我知道，你们十之八九是那样的。我绝不反对你们上网，连
你们喜欢网上游戏这一点也不反对。为什么要反对呢？青少年时期，本就是爱游戏的呀。但你们每天
上网多久呢？一小时？两小时？抑或更长的时间？如果仅仅上网一小时，那么我相信，你们每个星期
总归还会有几小时可以读读课外书。如果每天上网两小时以上，那么我斗胆建议你，节省出一小时来
，读读书吧。比如，就是这一套丛书。网上也有吗？网上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书，我是不清楚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上网的人。依我想来，无论对于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翻开一册书与启动电脑；注
目于书页与盯视着电脑屏幕；手把书脊与手抚鼠标，是很不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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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

内容概要

《名人传(美绘本)》结合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名著简介、作品导读、延伸阅读和阳光导读
等栏目，以此拓宽视野，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文中还插入了大量精美的插图，
以达到赏心悦目的阅读效果。《名人传》是罗曼·罗兰所著《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
尔斯泰传》的合称。《名人传(美绘本)》的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
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艺术家的
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坎坷、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他们崇高
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首“英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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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 罗曼·罗兰 (Rolland.R.)  插图作者：雾河小舟 编译：易尚 李会影 等罗曼·罗兰
（1866-1944年），法国著名思想家，评论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于
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5岁时随全家迁至巴黎。1899年，罗曼·罗兰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之后写了不少剧本，主要以历史上的英雄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罗曼·罗兰从小爱好音乐，在文学上醉心于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形成了非暴力主义的人道主义思
想。以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为目的，罗曼·罗兰创作完成了很多人物传记：《贝多芬传》
（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共称《名人传》）等。他
的小说代表作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以贝多芬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
夫》是经过他近十年的酝酿才写作而成，这部长篇小说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
最伟大的小说。正是这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奠定了罗曼·罗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1915年，为
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及对真理的热爱”，罗曼
·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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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

书籍目录

名著简介作者简介作品简介作品文学地位作品导读写作背景内容导读主旨思想艺术特色延伸阅读《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启蒙运动贝多芬传悲惨的童年命运多舛生活的馈赠在天空，我
的王国大自然：唯一的知音用痛苦换欢乐一个时代的终结贝多芬遗嘱米开朗琪罗传上编 战斗力量力量
的崩裂绝望下编 舍弃爱情信心孤独尾声死亡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托尔斯泰传对伟人的回忆童年琐
忆青少年时代军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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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

章节摘录

插图：贝多芬传阳光导读扼住命运咽喉，以交响曲闻名于世，用生命向世入演绎传奇篇章——贝多芬
无疑是位非凡的音乐家。虽然，上帝让他遭受无数的困厄，但他却为世界创造了无尽的欢乐。贝多芬
是时代的英雄，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无数人前进！是啊，心中的理想似太阳般照耀他前进的道路
。他是位雄狮般的斗士，是我们人类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
王位，也永不欺枉真理。——贝多芬他个子矮小，外表结实，生就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一张土红色的
宽阔的脸，尤其在冬天，当他关在室内且远离田野的时候显得尤为明显。他额角隆起，非常宽阔。乌
黑的头发异常的浓密，好像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似的。他的眼中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所有见到的
人都为之震慑，但很多人都不能看出其中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
狂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它是黑的，其实它却是灰蓝色的。这双眼睛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只有在兴
奋或愤怒的时候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常常用忧郁的目光向
天空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酷似狮子的相貌。一张小小的嘴巴，但下唇比上唇前突。牙床结实
，似乎可以磕破核桃。下巴左侧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很不对称。据他的朋友莫合勒斯说
：“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往往有一副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情。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
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很短暂。”——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
，显示出“一种无可救药的哀伤”。1825年，瑞斯泰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
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他坐在一
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去世之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跟他说话，他悲哀
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一般耳聋者惯有的尖锐的声音，让人家把要说的话
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弹琴时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慨的时候，有时
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吃一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野性的眼睛变得更加可怕；嘴巴
颤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却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孔。尤利乌斯·贝内
迪克特说他无异于“李尔王”。悲惨的童年阳光导读童年是什么？童年是花儿一般的色彩斑斓，童年
是鸟儿一般的无拘无束，童年是古树下那片绿荫，令人回味无穷。这也许是我们的答案，童年和欢乐
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作为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是不是也一样有个难忘的童年呢？是的，因为悲惨
，所以难忘！他的童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
屋子的阁楼上。他出身于佛兰芒族。祖父名叫路德维希，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生在安特卫普，直
到20岁时才搬到波恩来，做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性格和他祖父最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经常
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起初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又嫁给贝多芬的父
亲。贝多芬有一个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那样曾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对他而言就是一
场悲惨而残酷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4岁时，他就被整天绑在
洋琴前面，或者给他一把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这些枯燥的练习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儿因
此永远厌恶艺术，父亲不得不使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11岁，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他成为大
风琴手。他总算不厌恶音乐了。1787年，他失去了他热爱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多么地仁慈，那
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
福？”母亲死于肺病，而贝多芬以为自己也得了同样的病症，时常感到痛楚。从此，一种对人生的莫
名的忧郁开始折磨他的精神和肉体。17岁，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他不得不
羞愧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家事，人家甚至害怕他父亲挥霍，就连养老金都要他来
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
，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这个家庭里有一个比贝多芬小两岁的可爱的女孩，她叫埃莱奥诺雷·
特·布罗伊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道路。她是他的童年伙伴，也许他们之间有了一种十分
温柔的感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韦格勒医生后来也成了贝多芬的知己。直到最后，
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最纯洁的友谊，这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得到印证
。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友情显得格外动人，而心灵仍如以前一样的年轻。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
常悲惨，但他对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后来他不得不离开波恩，
来到了他几乎终生都住在那里的维也纳，可他却从未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那像父亲般庄严的河，正
如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莱茵河仿佛是一个伟人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
过。在此，贝多芬度过了他最初的20年，也在此，形成了他少年的梦境——那一片片的草原好像懒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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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

洋地浮在水面上，白雾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细细的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泡在平静而湍
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地，也懒洋洋地睁着眼睛好奇地俯瞰着两岸——而在远处，蓝色的
七峰山在天空中绘出灰色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永远
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想再见到故乡，可最终未能如愿。他在给朋友的
信中曾说：“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
亮。”命运多舛阳光导读一转眼间，童年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贝多芬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历经
悲惨的童年，青年时期的他是否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呢？前方等待贝多芬的是鲜花与掌声，还是无尽
的心酸与泪水呢？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席卷了整个欧洲，同时也牵动着贝多芬的心。波恩大
学是新思想的聚集地，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他是
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
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痴如狂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又发表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订购的名单中
，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1792年11月，当战争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
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路上他遇见了开赴法国的黑森军队。他无疑受到了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
与1797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首是《行军曲》；一首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
族》。尽管他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
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但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来往。与这些人交往，他的情绪越发
坚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隋感得到了有力的发展。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
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画中的贝多芬显得很年轻，似乎看不到他的实际年龄，瘦削
的、挺直的衣服的高领使他脖颈僵直，一副蔑视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价值所在，他相信自
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才华终究会获胜⋯
⋯25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人必须在这一年中显露他的完整人格来。”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
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外地口音。只有他的几个密友才了解他藏匿在这傲
然的笨拙之下的仁慈。他成功后写信给韦格勒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
，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要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
。”1801年，他在致里斯的信中又说：“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任何匮乏。”随后他
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受益。”然而，痛苦已在叩门，且一旦遭遇便永远不会离去
。1796-1800年，耳聋症开始肆虐，他的耳朵日夜作响；他的内脏也受着剧烈的痛楚折磨。听力越来越
衰退。在好几年里，他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即便是对最知心的朋友们他也不说；他总是躲着
别人，免得自己的耳聋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直到1801年，他无法再隐瞒了，在绝
望之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挚友阿
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至极。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
，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在一起时，我就已觉察到有点儿病兆了，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
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希望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将不得不过着凄凉的
生活，躲避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尤其是在这个如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
心的隐忍中寻找栖身之所！虽然我曾发誓要超脱这些祸害，但又怎么可能呢⋯⋯”他写信给韦格勒时
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
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我的仇敌不少，他们对
此会说些什么⋯⋯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到演员的对白。假如我的座位稍稍靠
后的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
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
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然而这却是我唯一的
出路！”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他当时的几部作品里，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
），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中》里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这时期的作品都带有
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1800年
），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看来，心灵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它是那样需要欢乐，当它实
在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昔日美妙的岁月，
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当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长久地闪烁着。在维也纳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
在对故乡的回忆里。那段时间，他的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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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年轻人笑迎梦幻的诗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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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的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
的对照里，在《谐谑曲》里，人们激动地发现了那些青春的面庞上显露出来的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
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儿的眼睛，其中已可预见到他未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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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
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
—傅雷世上只有极少数作品，如此精美又如此质朴，如此深刻又如此平易近人。从内容到形式都几近
于完美，却不落丝毫斧凿痕迹，宛如一块浑然天成的美玉。　　——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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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人传(美绘本)》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梁晓声作序推荐。《名人传》就像在黑暗中为
人们点燃的熊熊烈火，在人们感受到自身的卑微与渺小时，激励人们追寻非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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