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同年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们同年生》

13位ISBN编号：9787807419761

10位ISBN编号：7807419768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大江健三郞,小泽征尔

页数：177

译者：邹东来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我们同年生》

内容概要

一位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今仍笔耕不缀的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一位是先后担任过多个著名
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活跃于全球乐团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两位享誉世界大师在世纪之交开始了
一段对话——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其实，更确切地说，那是一段艺术与人生的对话，是同年出生、童
年埋下梦的种子、并最终摘得硕果的两位多年好友为读者展开的一幅精彩画卷。
“传承”、“锤炼”、“沟通”、“阐释”⋯⋯一个个醒目的字眼鲜活地撞入视线，带给人们扑面而
来的惊喜与源源不断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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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年生》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两年后转入法文科，在萨特哲学和欧美现代小
说的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上世纪60年代起，其创作进入鼎盛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个人的
体验》、《万延元年的Football》、《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等，近著《愁容童
子》、《别了，我的书》等。1994年，由于他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
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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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年生》

章节摘录

　　我们同年生&mdash;&mdash;大江健三郎　　很快，小泽先生担任纽约交响管弦乐团副指挥已经快
满四十年了。我对这位朝气蓬勃的国际派&ldquo;第一人&rdquo;进行了采访。　　大江 &hellip;&hellip;
艺术常常直接植根于人深层的本质性。同样是肖邦，比起鲁宾斯坦，李帕第2最后的独奏会唱片更让
我为之感动。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切实地表现了人性的东西，我为这种极其具体的情感所吸引。　　
小泽　我在巴黎听过最近去世了的哈斯基尔3最后的演奏会，感觉到了这一点。当然瑕疵固然存在，
但你会感到就好像是和哈斯基尔在一起。音乐只有通过传播，价值才得以体现。你说呢？　　大江 是
的。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共生感吧。现在电视上把&ldquo;音乐&rdquo;当动词使用，在从事音乐的时候
，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作为相同的人类在一起生存的这种共生感吧？　　小泽　是的。音乐是一种时间
性较强的工作，一起从事音乐的人，对自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大江　看小泽先生的指挥，看得
出你的确活在音乐的生命里。音乐家在创作艺术的时候，演奏者的演奏和听众的欣赏都是在同一个时
间进行，所以我认为，指挥家&ldquo;音乐一把&rdquo;这一表达特别恰当。通过电视，我也和你一
起&ldquo;音乐了一把&rdquo;啊。　　小泽　是啊。如果能够感到彼此在一起，作为音乐家，我感到
非常高兴。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把音乐想得很难，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如果过于死板拘谨，那
将一事无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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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年生》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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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年生》

精彩书评

1、前几天看到小泽癌症之后复出演出，七分钟现场，很轰动。感人。这两个人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病重的小泽还是那样笑容灿烂。有机会一定要看看他们的对话录。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里面说起小
泽，他们住在一条街道上，大江的儿子是智障，但是对于音乐有灵性，和小泽合作演出过。
2、“娴熟的读者心里，住着一个优秀的演奏家。”试想一下，当你老了，朋友也老了，但日子是婴
儿般的新鲜，春初新韭，秋末晚崧。随身携带着的岁月的平静，不再是疯狂、恣意、霸气，有的便是
承认的心情，于是，豁达和包容就从言语和身形里扩散开来。《我们同年生》，是大江健三郎和小泽
征尔的对话集，涉及音乐与文学等诸多命题。印象中一直想收藏的是一本《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喜逢知己，笑谈人生，向往不已。但这本也很好。大江健三郎说，锤炼是
我的人生，小泽征尔没有类似的表达，但说到了一种“饥饿感”，解释为危机意识。他们是一种自为
的存在，故而自觉感动若停留于表面的文字与音符，必然失去方向的束缚，可能很随意，但，存在的
秩序也就消失了，那样随性的创想并不适于任何人。两位老人接着谈到自我在集体中的定位：对自我
的把握不是来自于自我封闭，而是敞开自我——与他人沟通——找到全新的自我。拥有真正的自我世
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每一个个体生生不息、自由自在地成长。还说到了方向感，喜欢这个表达—
—邮件的收件人姓名、住址也包含着一种方向。写信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之后，记起最满足的事情便
是一笔笔写下送达的人、地。意味着到达，意味着此时的状态会被拆信的片刻记取，真的很难得呵，
你没有发现在某日看友人的信，真有种昨日雨今日下的惘然吗？论及悲伤。小泽征尔说，艺术与人类
的生命交会时，存在于某处的寂寥与悲伤，是整个人类的本性。大江健三郎则这样面对——“悲伤之
情是存在的，年轻的时候会思考这些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认真面对这样的感觉。”最重要
的是，悲伤无以复加的时候，从中获取战胜悲伤的力量。这句话立即打动了我，那是很早了，我读完
林夕的几本书，准备写点东西，上网看他的视频，在获得金针奖的颁奖感言里，他提到自己写的《黑
择明》，叫一个本想自杀的人悬崖勒马，说，“如果我写的每一首歌，即使再悲伤的歌，能够让大家
认识悲伤，再写一些励志的歌，让大家了解悲伤，发泄出来⋯⋯”认识悲伤。所以我喜欢陈奕迅唱的
歌，分别是《好久不见》（自然是第一）《shall we talk》《明年今日》《富士山下》，还有不能忘记
的，《黑择明》。最近加上一首《约定》。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3、p.38大江健三郎之前我们在哈佛大学一起接受荣誉博士称号，那次仪式很长，下午挺无聊的（笑）
，不过一位老人坐在我旁边，他也是接受这个荣誉称号的，后来他寄给我一封信。信中大致是说，“
我受不了那种祭典一般的场合，不过和你交谈得很愉快。有机会还想与你这样畅谈。”这位老人是语
言学家乔姆斯基。p.94大江健三郎之前我们去哈佛受领荣誉博士学位。要说十一个当选的人当中，现
在最优秀的是哪一个，大家一致认为当数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在派对上
作祝酒辞也妙语连珠，仪式当天发表演讲的也是他。我们是比较笨拙的同级生，只能坐在那里听
。p.84小泽征尔音乐的根本在自然现象中。以此为出发点去解释古典为什么长盛不衰，原因是：音乐
最初在教会里是单纯的，到了十八世纪左右它的分析力陡然提升。提升到那个程度，音声已经没有多
少变化空间了。将来想必不会再发生那么大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做的，无非是在一次大规模提升之后
的余波里，时而对它否定，时而将它复杂地组合起来。简而言之，从巴赫之前几十年开始大致到十九
世纪末期发生的变化，可能是音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演变。今天的作曲家抱着不输给前辈的志气创作
了很多新作，不过结果到底怎样还没有揭晓。p.98-104消灭双重标准p.125小泽征尔说到作曲家，莫扎
特在这个意义上是最健康的，或者说最自然的。他的音乐能引起最多人的共鸣。所以才被称作天才的
吧？反过来说，莫扎特的音乐里仿佛没有人间愁苦，没有病态成分。所以我偶尔指挥莫扎特的音乐，
为了营造诙谐感稍作一点细微加工，大家会惊愕不已。但之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能领悟过来，并自
然而然地接受。我们演奏家，最好能对作曲家自然的部分和病态的部分全都理解，如果不能理解就危
险了。p.129大江健三郎梅西安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曲谱长达九百页，而你在第一次公演时，把它
全装进脑子了。威廉姆斯（John William）说，小泽背诵的能力和努力让人惊叹，他还说，问你“为什
么全都背下来”，你是这么回答的：”对指挥家来说，与演奏家之间的eye contact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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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年生》

章节试读

1、《我们同年生》的笔记-第1页

        【推荐篇目】

【书摘】
1、时刻保持“饥饿感”，更成为他们人生的准则
2、大江和小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自我在集体中的定位过程：对自我的把握并不来自于自我封闭
，而是在敞开自我——与他们沟通——找到全新自我的过程中实现的。或许这是一个循环：敞开——
沟通——回归——敞开.........或许呢，这是一个状态：始终保持沟通并坚持自我的状态。
3、“娴熟的读者心里住着一个优秀的演奏家。”——大江
4、共生感：我的历史，从猿开始传承到我这么长的人类脉络就此中断了。但是，我还是要重振旗鼓
，即便中断了，也要和孩子一起活出样子来。............第一次他听到别人的音乐感到优美，在我眼里就
好像是电线插头接通了一般，他把自己的插头插进了“人类”这个插座。
5、音乐的三大要素是和声（harmony）、旋律（melody）和节奏（rythem）。
6、我们人呐，最真实的动力往往最贴近身边。
7、珍视交流的人也是思考自身的人。
8、一个音产生一次振动。下一个振动了二，也就是加倍。那么，我们说泛音，一变成二，二下面是
四。一变成二，再变成四，四变成八，八变成十六，十六变成三十二。一个音的历史就是这样在瞬间
决定。这不是人类创造的，而是存在于自然当中的。.....后来发现，同时奏响一、二、四、八、十六到
三十二这些音，感觉很好听，因为所弹奏的音与存在于自然泛音吻合。（——回归最初原型的思考态
度）
9、平均律是一种律制，它对自然律进行修正，将八度音程分为十二半音的调律法，以便转调。
10、演奏柴可夫斯基或勃拉姆斯的音乐，旨在表现深沉和厚重，看重音乐的流淌，而不是音色。
11、气息不够长，就没法形成方向。
12、日本人在接受外国人的时候并不把他们当作同一类人看，要不就捧上天，要不就看不起。另一方
面，日本人到国外，总是不相信自己能够同等地被接受，自我封闭起来，反过来一样，也不去同等地
接受来到日本的人。
13、多亏孩子的诞生，父母才获得正常人的思考方式。
14、小学老师重要的是展示人性。
15、演奏家向我们展示古典音乐的生命力。
16、只要好的演奏家为我们演奏，我们就可以当场接受教育。文学就不行了，没有演奏会可以听，必
须自我教育。
17、四重奏里，小提琴和大提琴负责掌握拍子快慢。
18、音乐的根本在自然现象中。以此为出发点去解释古典为什么长盛不衰，原因是：音乐起初在教会
里是单纯的，到了十八世纪左右它的分析力陡然提升。提升到那个程度，音声已经没有多少变化空间
了。将来想必不会再发生那么大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做的，无非是在一次大规模提升之后的余波里，
时而对它否定，时而将它复杂地组合起来。简而言之，从巴赫之前几十年开始大致到十九世纪末期发
生的变化，可能是音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演变。今天的作曲家抱着不输给前辈的志气创作了很多新作
，不过结果到底怎么样还没有揭晓。
19、十八世纪平均律这个概念的产生带来了西洋音乐的大爆发。
20、音乐拥有迅速引出悲伤的要素，因为音乐中存在悲伤，所以欢乐的音乐才会从悲伤中产生。心的
根本变化在于悲伤。悲伤构成基调，因为有了这个基调，笑才被赋予意义。悲伤是艺术的基本构造。
21、你传授的经验如果他不亲身体验一次就没有意义。你刚才说悲伤存在于音乐的根本，也是经验积
累而来的。
22、死是生生不息的。
23、一个东洋人指挥西洋音乐，这其中的空白，这单纯的东西成了我的动力。为什么自己是东洋人却
要演绎西洋音乐？反过来，东洋人演绎西洋音乐能够达到的极致是哪里？我在做这个实验。——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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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年生》

24、你的双眸好像星星一样明亮——你的双眸，那是星星——后者的表现会陡然耸立，给人以纵向的
印象。
25、“翻译者”的使命。
26、夕阳是到哪里都不变的美，这不就是音乐吗？或者说，音乐的美感不正像夕阳这样吗？

【精彩评论】

【摘词】
斋藤秀雄 渡边一夫 武满彻 格雷伯爵红茶 NHK（日本广播协会）茱莉亚弦乐四重奏乐团
查理·明希（法国音乐指挥权威，柏辽兹与拉威尔的权威诠释者）  石原慎太郎（“三国人”）

2、《我们同年生》的笔记-第87页

        为什么音乐可以演绎喜剧呢？那是因为有人间之情存在于音乐的根本。

这人间之情里面，难道不是总有点悲伤、寂寥的成分吗？日语里叫悲伤，有点骗取眼泪的味道，其实
不是这样，它不局限与日本人，而是整个人类拥有的本性。简单的说，就是艺术与人类的“生命”交
会时，存在于某处的寂寥与悲伤。为什么呢？人终归走向死亡的宿命。他自出生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必
定要与某人分别；相聚意味着下一次分别，像这样，既包含寂寞，又包含悲伤。假若人间之情必定包
含悲伤，那么毫无疑问，音乐拥有迅速引出悲伤的要素。

3、《我们同年生》的笔记-第159页

        武满去世时，斯托兹曼接受过采访。他说，宇宙中盛开着一株硕大的花，我不知道培育花的那棵
树长成什么形状，但在听武满的音乐时，好像树上的花萼垂落一般，能感觉到武满的花盛开于宇宙之
中。

4、《我们同年生》的笔记-第21页

        “。。。我在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开始想，只要为了孩子，音乐什么的不做也无所谓。。。”

5、《我们同年生》的笔记-第21页

        一变成二，再变成四，四变成八，八变成十六，十六变成三十二。一个音的历史就这样在瞬间决
定。这不是人类创造的，而是存在于自然当中的。西洋音乐的高明在于善于分析这个原理。
.....
实际上音阶是所谓的“自然调”。自然调包括杯子掉落的声音，鸟儿啼鸣的声音。武满先生演奏的飒
飒风声穿越竹林的声音里面也有泛音与泛音的相互碰撞。将这个提取出来就成了西洋音乐的纯粹之音
。

6、《我们同年生》的笔记-第166页

        现在我所想的就是：要想对一位伟大的学者、作家或者诗人的作品、思想有全面理解，就要大致
生活到那个人活到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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