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序

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

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2011年又对义务教

育阶段（小学、初中）的“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

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

“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

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

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

量，指定和推荐了具体的课外读物书目。从推荐书目可以看出，“课程

标准”把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尤其是中外名著的阅读摆到了非常重要

的位置。

语言学家、教育家吕叔湘先生曾一再强调课外阅读的重要性，他认

为自己的语文能力70%是得之于课外阅读。多读课外书可以提高语文能

力，这是所有人特别是语文能力较好的人的共同体会。而中外名著则是

学生课外阅读的首选，因为中外名著是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与文明传

承，这些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检验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知识源泉。

基于以上考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凭借自身教育研究资源，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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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学者和专家，包括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语文教育研究者、

特级教师等，根据“课程标准”推荐书目，并吸收了一些权威学者最新

的青少年阅读研究成果和阅读书目的推荐意见，精心编撰了这套“语文

新课标必读丛书”。本套丛书经过周到的考量和严格的筛选，最终选定

了包含有童话、寓言、故事、诗歌散文、长篇文学名著、中国古典名

著、历史读物、科普科幻作品等各种类别的必读书目。

本套丛书是专门为广大中小学生倾力打造的经典读物，版本完善，

内容准确，体例设置科学实用。丛书中的外国文学名著均为全译本，我

们选用了著名翻译家的译本，并编排了大量的由国外绘画大师绘制的精

美原版插图，其中大部分插图都是首次在国内图书中呈现。针对中国古

典名著、国学类图书，我们邀请了包括蔡义江、张景、马东瑶等在内的

众多学者和专家，由他们负责编写和把关，以确保此类图书的权威性与

专业性。

丛书通过“导读”“旁批”“要点评析”“考点精选”等栏目，

对名著的精髓部分、重点、难点、考点，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与指导，帮

助学生有效积累文学知识，掌握阅读方法，借鉴写作技巧，切实提高语

文素养。我们还针对其中思想内涵较深的作品，组织原书的著译者和相

关学者、专家编写了权威、专业的点评，通过对作品重点篇章、重要段

落、内容要点、精彩语句的批注和评析，实现了对作品全面、深入的剖

析与解读，使读者能够轻松领悟名著精髓，充分理解名著内涵，真正读

懂名著、读活名著。

我们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阅读热情，提

高其阅读品位。希望广大中小学生把本套丛书当成良师益友，与名著同

行，在阅读中成长。

2014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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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20世纪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

家。他是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的儿子，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

1881年，全家迁居巴黎。自青年时代起，他便非常喜爱莎士比亚、

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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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选择了音乐史作为自己的

专业，并在巴黎大学担任音乐史教师，直至1912年。

19世纪90年代下半叶，法国第三共和国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社会冲

突激烈。罗兰与著名作家左拉、法朗士等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

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瑞士居住，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在瑞士，他接

触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1917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了多年的

通信联系。

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的领导人之一，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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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的友好关系在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罗曼·罗兰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

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1912年）。

这本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书中说：“要知道，艺术家就是在没

有太阳的时候造出一个太阳来。”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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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罗兰开始写传记体裁的作品。并把他不同时期写的三部传

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

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

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他选择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这三个人，是因为他觉得这

三个人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这三位“名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杰

出的成就，而且他们的伟大品质也让他们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留下了

名字。

罗曼·罗兰像一个魔法师一样，召唤着历史上的英雄们。让这些英

雄们给绝望的人们带来勇气和力量；让这些英雄们给黑暗的社会带来光

明和希望。希望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

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正因如此，《名人传》才能鼓舞着一代

又一代的人们。

更值得我们钦佩的是，罗曼·罗兰在写作的过程中没有获得一分钱

的稿费，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创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

善良的老人也没有停止工作，还和知识分子们一起走上街头反对战争，

维护和平。1944年他逝世以后，人们称他为“欧洲的良心”。

我们在感受着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带给我们的心灵震

撼，并感叹他们的伟大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位伟大的传记作家——罗

曼·罗兰先生。

名著快读

在《名人传》里，作者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

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

人，而且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

所关心的问题的人。同时书中还收录了这三位伟人的书信和语录，以便

我们可以更真实地了解他们。

在《贝多芬传》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被称作“乐圣”的伟大音乐

家贝多芬。罗曼·罗兰对贝多芬十分的崇拜，把他放在《名人传》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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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介绍给读者。1770年，贝多芬出生在一个贫寒的艺人家庭，他的父

亲发现他有过人的音乐天赋后就用暴力逼迫他学钢琴，这对小贝多芬来

说十分的痛苦。22岁时，他离开家乡去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开始了他的

音乐生涯。在一开始，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贝多芬创作出了

一些出色的作品，并且开始在音乐界崭露头角。可是，音乐天才贝多芬

在不到30岁时，耳朵竟然聋了！这对于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来说，是多么

致命的打击啊。他的音乐创作陷入了困境，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自

卑，很少和人交往，甚至还想到了死并写下了遗书。尽管贝多芬经受了

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最

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

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是强大的心灵和巨大的

勇气使他坚持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任何人都精彩！

贝多芬一生都在与病魔作战，却始终保持着内心的纯洁和坚韧。相

信你们都听说过《欢乐颂》吧，这便是贝多芬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带给

我们的经典乐章。这样的品性不愧为罗曼·罗兰的“首席英雄”。

《名人传》的第二部分是《米开朗琪罗传》。1475年，米开朗琪

罗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6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被寄养在一个

石匠妻子的家里。他从小热爱绘画，但不被家人理解，反而经常遭到

毒打。可他坚持己见地进入了一个画室学习，他展现出的过人艺术天赋

连他的老师都嫉妒。之后他去了威尼斯和罗马，并雕塑了著名的《大

卫》。后来他的名气传到了教皇的耳朵中，教皇要求他去完成他并不擅

长的天顶画。他抗议无效只好接手这个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十分的辛

苦，还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完

成了著名的《创世记》天顶画，这和他为西斯廷教堂所作的另一幅壁画

《最后的审判》，一起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巨作。这无与伦比的画作让

西斯廷教堂名扬天下，也使他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名人传》的最后一部分是《托尔斯泰传》。前面提过作者曾

深受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所以托尔斯泰逝世后，罗曼·罗兰怀着悲

痛万分的心情开始创作《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是俄国的著名作

家，他出身于1828年，2岁时母亲去世，9岁时父亲去世，这使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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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享受童年的温暖。但他在与自己心爱的女孩结婚

后，总算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也达到文学创作的巅峰。托尔斯泰

先后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史诗级小说。晚年

的托尔斯泰非常富有，也拥有极大的名声，但他却很不安。他厌恶自

己的贵族生活，他杜绝一切享乐，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

鞋，为农民盖房子，杜绝奢侈，持斋吃素。可是这些做法让妻子和家

人非常不理解，他们经常争吵。为此托尔斯泰痛苦万分，于1910年11

月10日从家里秘密出走。但他不幸在途中患上肺炎，几天后于11月20

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艺术魅力

《名人传》中的《贝多芬传》是罗曼·罗兰最早完成的。当时这本

小小的册子出版的时候并没有给他带来名誉，但是无数苦难中的人们从

中获得了勇气，看到了希望。这本小册子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全世界流

传开来。因此说《名人传》的魅力不仅是有高超的艺术技巧，而在它那

朴实的语言更让我们感到温暖。《名人传》有两个最大的艺术特点：

首先，在写作手法上，《名人传》跟一般的传记有所不同，它更注

重展现传记人物的内心世界。书中没有像其他一般传记那样对人物进行

详细的生平描写，也缺少读者喜闻乐见的故事，更多的是描绘伟人们的

内心世界。因为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伟人的故事，更主要的是他

们不朽的精神，是希望和力量的源泉。

其次，《名人传》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它的艺术真实上。作者

写《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时，丝毫没有掩饰米开朗琪罗

和托尔斯泰的缺点。因为人要战胜外界的挫折是容易的，要战胜自己

的内心却是十分困难的。米开朗琪罗虽拥有天才的能力，但是在性格

上却怯懦多疑，他克服了自己的性格缺陷，完成了一件件伟大艺术品

的创作；托尔斯泰年轻时喜欢赌博，但是他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问

题，严格控制自己，甚至晚年时还有勇气放弃自己的贵族式生活。这

样的人从精神上足以配得上“伟大”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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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值得我们敬佩的是《名人传》永恒的艺术价值。虽然《名

人传》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魅力却有增无减。在我们有生之

年，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困难，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看贝多

芬、米开朗琪罗还有托尔斯泰是怎么做的。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

绝不放弃的毅力，还有永远热爱生命的乐观精神。总之，《名人传》是

我们忠实的心灵伙伴，是可以陪着我们度过一生的朋友。

人物名片

贝多芬 贝多芬或许跟我们想象中的音乐家不太一样，他的身材

矮小结实，有着像运动家一样结实的骨骼，土红色的脸盘十分宽大。他

的头发乌黑且浓密，眼中闪烁着慑人的光芒。贝多芬是一个性格坚韧的

人，顽强的意志帮助他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同时他也是一个高

傲和我行我素的人，他不愿对贵族们卑躬屈膝也不爱和人交往，这让他

变得十分孤僻和穷困。

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的脑袋滚圆，额头却有方方的突起，眼睛

小却很敏锐。他坎坷的一生也使自己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米开朗琪罗是

一个性格矛盾的人，他一生内心都处于不断的挣扎中。他有着无与伦比

的天才，但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他坚毅却又懦弱，他博爱却又多

疑；他十分善良但又十分孤僻，难以跟别人相处，所以孤苦终老。他

的伟大很大一部分也在于他不停地跟自己作战。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相貌丑陋，他在年轻时甚至为此苦恼，他的

脸又长又厚，显得十分粗犷。头发很短，盖在额头上，小小的眼睛被包

在深沉的眼眶里。但是他的内心跟他的外貌截然相反，他是真正的博

爱者和思想家。托尔斯泰敢于不断审视自己和批评自己，不断要求自

我的完善，并且永远诚实坦白。

名家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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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帮助我们承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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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著名翻译家傅雷

《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同出罗曼·罗兰之

手。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了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

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

精力。

——著名作家杨绛

罗兰要为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让世人“呼吸到英雄

的气息”。尤其是《贝多芬传》强调的自由精神，作者在音乐方面表现

出精湛的修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托尔斯泰传》颂扬了这位俄国

作家对爱和真的追求，对全人类的热望，对艺术压倒暴力的信念和不

抵抗主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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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

Bei Duo Fen 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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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我写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那是四分之一个世

纪前的事），我并未想搞音乐学方面的事。那是1902年。我经历着

一个苦难的时期，满是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离了巴黎。

我在我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

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在

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的老友们，也就

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

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

在一起，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四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

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

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

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

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那

支感谢曲就是这本短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

居伊再版。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

过，“人各有命……”1

我对自己在这里说了这些细枝末节表示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

今日前来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我

① 原文为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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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史学家，但是按自己的时间去做。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了

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我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

作中所做的。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非

为了学术而作。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

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

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均皆如此。我的《贝

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小书交了好运，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

节，在法国，有数百万人，属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

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

他们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

乐会，它们宛如做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

样 —— 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

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的。（但他们将会与

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19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

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消失

了。我的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

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之辈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

不见经传的小书店，在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做什么改动

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

多芬百年忌辰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颂扬这位伟大的同伴、正

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这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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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 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

只是到了垂垂老矣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被困

于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极为

浓密，似乎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1头上的

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慑；

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

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的；其实不是

黑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愤时会突

① 又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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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出它们夹带着一种奇妙真理

的全部思想来。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鼻头

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趋向于超

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极，好像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颏有

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极其地不对称。莫舍勒斯说：“他

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

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

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

素的表情是阴郁的，是“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1825

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

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

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

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

越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

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

方把想要他干什么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

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大惊失色；或

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

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格外吓人；嘴唇发抖；一副

被自己招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如同莎士比

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

尔王。”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

近的波恩一所破屋的可怜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

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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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

李尔王是

莎士比亚四大

悲剧中《李尔

王》里一位专

制的国王。他

因掌握权力迷

失自己，痛失

自己最爱的小

女儿。面对小

女儿的尸体，

李尔王的内心

疼爱、惋惜、

绝望相交融。

贝多芬此时悲

观 失 落 的 状

态 就 像 这 位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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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

情。自一开始，人生就向他显示出他未来的命运似一场凄惨而残暴

的战斗。他父亲想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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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差一点因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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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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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

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

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

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已常常觉得

不适，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

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进行教育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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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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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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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一种恬静

友情都一直保持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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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是非常的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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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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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几乎度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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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河莱茵

河”的庄严的父亲河，它的确是那么的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

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从河里流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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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

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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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洋洋地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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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美丽，一样的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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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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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首激情昂扬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

部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

名字。

1792年11月，正当战争逼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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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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