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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内容概要

★ 就像爱一样，好音乐永远不嫌多
★ 小林秀雄奖 获奖作品
★专家与业余人士、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高墙。但我觉得这未必是敞开心胸对话的障
碍，最重要的是找出一条越过这道墙的路。——村上春树
——————————————
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和名满天下的作家相遇会 聊些什么？
就是这本小泽征尔与村上春树一起写成的，六堂关于古典音乐、关于人生的“公开课”。
从日本神奈川到东京，从美国檀香山到瑞士日内瓦湖畔，在日内瓦驶往巴黎的特快列车上⋯⋯历时一
年，从秋到夏，在暖茶与点心陪伴的午后，小泽征尔与村上春树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畅谈音乐、
文学与人生。
——————————————
我入行时还是单身，一周领一百美元, 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我在纽约租的第一套公寓是半地下的。早
上起床打开窗户，就能从窗口看到行人的一双双脚。（小泽征尔）
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先生，无论在我音乐启蒙阶段还是职业生涯阶段，都是一位精神偶像，他
是我成长中的导师。（李云迪）
本书的内容非常具有深度与广度。不仅是音乐迷，相信文学迷们也会很喜欢。（新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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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作者简介

小泽征尔
日本著名指挥家。1935 年生于沈阳。24岁获法国贝桑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冠军。1961年开始在纽约爱
乐乐团担任副指挥。历任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多伦多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
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之一。曾多次来华访问演出，为中
国的音乐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村上春树
日本著名作家。生于1949年。29岁开始写作，处女作《且听风吟》获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出版的
《挪威的森林》，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2009年出版的《1Q84》被誉为“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
碑”。2013年4月，《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7天突破100万册，创日本文学史上最快突
破100万册的纪录。写作之余，热衷翻译英语文学、跑步、爵士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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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书籍目录

序 与小泽征尔先生共度的午后时光（村上春树）
第一次 关于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
第二次 卡耐基音乐厅的勃拉姆斯
第三次 六十年代的那些事
第四次 关于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
第五次 歌剧很有趣
在瑞士小镇
第六次 “没有固定教法，都是在现场边想边教”
后记 （小泽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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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精彩短评

1、娱乐价值极高! (诸如音乐中的“留白“, 读谱的乐趣, 东方人的”哀愁“等等)
2、这下大家知道，指挥家不是挥挥小棍、假装陶醉了：）
3、真的没想到小泽大师那么爱吃，村上大师那么会听。都是细腻敏感的人。
4、这世界上我最爱的还是古典音乐啊
5、天赋是不可以教授的，但是思考方式和态度却可以。
6、对没有过多接触过古典乐的读者来说，有点难懂。有感触的都是书中聊的一些音乐以外的话题。
或许应该系统了解古典乐后再重读这本书。
7、村上春树与小泽征尔关于音乐的对话。
8、认真的外行人和简单的艺术家
9、村上虽然在书中自谦为古典音乐的门外汉，但实际上却有着很深的认识，对曲目，作曲家，演奏
者甚至指挥家都广泛了解，因此才有了与小泽先生的这部对话集。正因为除了乐评，又拉了家常聊了
人生，言谈专业却不枯燥，所以我这样的真正的门外汉才能够欣赏。这本书值得再读一遍，最好是边
听音乐边读
10、看不懂+1
11、喜欢古典音乐，对交响乐团感兴趣，喜欢村上春树风格的人会喜欢这本书。从书的开头可以看到
村上和小泽的相似之处，正因他们的相似才能使村上对小泽的采访问题hit the point：“我们俩似乎都
能从工作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喜悦。音乐与文学分属不同领域，但比起从事其他活动，埋首于工作更能
让我们感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和满足。能从工作中获得何种成果固然重要，但专注到废寝忘食的投入
，是比任何成果都可贵的回报。”整个采访过程中，小泽征尔谦和且克制，分享了很多交响乐团里面
的八卦并对由不同指挥家/不同交响乐团创造的不同音乐效果进行了比对和分析，如果阅读过程中可以
对照着不同版本的音乐听，会更有意思。这本书算不上是古典音乐的扫盲书，但让我对古典音乐和小
泽征尔本人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12、不是很懂。
13、古典乐的小调
14、艺术家的共鸣，可惜我是个庸人
15、读不懂。。。
16、与大师面对面座谈音乐
17、还是更喜欢村上的散文随笔，有正常人的温度和气息，小说的调调有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
的阴郁感。通过两位的对话，更了解指挥、音乐、作品，虽然也有很多内容还无法体会。但这种热爱
总让人感动，我总愿意了解这样的人生体验。
18、对了解大师的想法很有帮助，因为提问者即是业余爱好者，看业余和专业的对话，代入感很强。
但是谈的内容很散，不成体系，如果小泽征尔愿意出自传的话效果会不会好很多？有一个收获是了解
到一些知名钢琴家、指挥家的轶事，如书中所说“专家与业余人士、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其实隔着
一道高墙”，真的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哦。
19、自诩听过了几场交响乐  便对古典音乐有所认识
结果看的甚是费解难懂  果真我还是俗里俗气  连入门都谈不上  PS:村上春树  小泽征尔  依旧男神
20、既懂文学，也懂音乐，更懂人生。
21、对村上产生好感竟然是他喜欢爵士和古典，而不是小说 
22、试着边读书，边听书中提到的音乐，但不是我的菜
23、最近开始试着听古典乐。看了村上这“门外汉”和小泽的对话，忍不住想，要多久才能摸到门
呢...
24、惊讶于村上竟然对古典音乐有如此研究
25、爱听音乐的村上与大师小泽的谈话集，还不错。
26、两个有趣的人的聊天 如果能边听音乐边读就更完美了
27、村上写过最无聊的书了吧。。
28、日本人怎么能一直聊四五个小时不聊八卦不骂脏话？
29、在所有村上以往的作品，散文或是小说，却最不习惯这样的访谈录，深知村上爱音乐，但不喜欢

Page 5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单纯地谈音乐，漫无目的，即便有了所谓的“方向性”也领略不了其中美妙。
30、Let's not categorize people and profession. 大概不会再看村上了。
31、很喜欢。
32、这本书陪我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后来竟然几经辗转送给了朴同学。
33、有点嫉妒
34、10月第5本，2016年第52本。
35、一边听着马勒，一边看这本书。我更希望这本书可以是一部纪录片就好了。
36、超乎意料的有趣
本来只是想更多地了解古典乐
没想到透过对谈进入了一个更宏伟 更浪漫 更古灵精怪的世界
对各色各样天赋毫无保留的运用和悉心雕琢流露迷恋
却更为 疯狂深入的钻研 展现音乐丰富的可能性 感动
也是在对谈的探讨中发现了音乐和很多事物有共通点
只多一点这样具体微小的领悟 也让我无比欣喜

村上的知识面之广让此书变得更加丰富
非常注重细节 有很多的相关小事 记得很清楚
虽然不提也没有什么 但是讲出来更易于理解背景
而村上将文学和音乐进行的类比更拓宽思维
小泽征尔表示在交谈中得到成长启示
个人觉得读者也能在对谈中获得大胆思考的能力

这本书还让我感觉
对喜爱的事的认真虽然不能让人进入一个专业领域
但是让人有着拥有更宽广眼界的愉悦
37、读这本书的时候，又重温了次06版的《交响情人梦》，音乐真真有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38、两个人的骗钱之作
39、我满心欢喜
1、我须长久地专注，忍受孤独，这是生存；2、发掘音乐丰富的内涵和自然的喜悦；3、放眼看去，哪
个普通人生活地痛苦？哪个普通人生活地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活在自己营造的现实里，从不丹喜
马拉雅的淘金人到都市小职员，他们能有多少差别，从悬崖坠落不过叹息，“你们一定很孤独”，即
使你们不知道为什么4、整体的谐和，节奏的紧凑，细节的丰富，音色的清澈。
40、大师跟大师之间的对话不过对古典乐喜欢不起来这本书更像访谈录
41、村上先生給我們其他編輯、記者、作者都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自然地聊天  毫不見思考刻意為之 
那是時間的沈澱 知識的光芒  對小澤征爾的尊敬又提升了幾分  作為一個剛剛入門的愛好者而言 這本書
有些專業內容仍然消化不良 但已經真切感受到了小澤征爾的音樂世界  村上 一個絕非普通的愛好者  最
後中文的編校也很見功夫  似乎這兩者聊天的景象盡收眼底  這是2016國慶假期 我給自己的餽贈。
42、好书，对于理解音乐很有帮助
43、并不懂
44、啊，GG、伯恩斯坦，看到两人谈这个，极为感动，特别是聊到GG贝三协的处理，简直心情激动
。村上开篇说得确实不错，对古典乐迷确实带来了极大的愉悦。还有关于马勒的东西，看完我也想重
新听听马勒了。。。以前确实难以接受。。。顺便，这本精装书皮手感很不错，纸质但是类布面，摸
着舒服。
45、音乐与文学的对话。
46、虽然对古典音乐一知半解，但是还是很愉快地读完了，也许这就是村上春树，小泽征尔和古典音
乐的魅力吧
47、虽然这本书讲得基本都是乐理知识，但字里行间还是有种说不出的趣味在其中。初读会觉得枯燥
，里面提到的好多交响乐和音乐大师基本都没有太多了解，但书中对话式的记录方式却能带来很多乐
趣。村上春树也提到过自己写作的经历，小泽征尔也讲到过自己在各国的一些经历，很励志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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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值得一读的书籍。
48、对于门外汉来说，只能跳着看完了
49、听觉被驯化很久前无意中买到，现在正好拿出来读了。
50、“对小泽先生而言，音乐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燃料。换个极端些的说法，如果不定期将现场演奏
的音乐注入体内，他恐怕就无法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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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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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章节试读

1、《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86页

        村上：我从向人学过如何写作，也没特别钻研过。因此，如果问我从哪儿学会写作的，答案就是
音乐。音乐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节奏。文章如果少了节奏，没人想读。诱使读者逐字逐行往前推进，似
乎需要一种律动感。。。比方说，机械操作手册那种东西读起来很痛苦，那就是缺乏节奏的文章的典
型吧。

要判断一个新手能在业界生存下去， 还是不久将销声匿迹，从他文章里是否有节奏感大抵就能推敲出
来。但就我所见，学多文艺评论家似乎不太留意这一点，只注重文章是否精致、词汇是否新鲜、故事
的方向性、主题的质量、手法的趣味性。等等。但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缺乏节奏感，大概就没有成为作
家的资质。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

是的。文章就像音乐，也可以通过字词的组合、语句的组合、段落的组合、软硬与轻重的组合、均衡
与不均衡的组合、标点符合的组合及语调的组合营造出节奏感。音乐品味不够好，这些就做不好。有
些人很擅长这技巧，有些人则不然，有些人明白这道理，有些人则不懂。但这种资质当然能通过努力
钻研来提升。

写出来的小说如果少了节奏感，对作者而言，它也就是个首要的要素。写出来的小说如果少了节奏感
，就难以构思接下来的内容，也无从推进故事。倘若文章有节奏，故事有节奏，接下来自然会文思泉
涌。写作时，我会在脑海里自动将文章转化为声音，用这声音架构出节奏。以爵士乐的方式即兴演奏
一个主题乐段，便能自然地产生下一个主题乐段。

2、《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3页

        我虽是个门外汉（或许该说正因为我是个门外汉），但欣赏音乐时，总是抛开一切成见侧耳倾听
，直接体验音乐的美好，任其浸透身心。听到好的部分，能感受到一股幸福甜美涌上心头；听到坏的
部分，只会一阵怅然失落。如果有余力听得更深入些，则不忘思索这好是好在哪里、坏是坏在何处。
除此之外，音乐的其他要素对我都没有太大意义。个人认为，音乐可谓是一种能让人品尝幸福滋味的
东西，其中蕴藏着形形色色的使人幸福的方法与途径。光是音乐的复杂性，就足以让我的心灵痴迷。

3、《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09页

        村上 歌剧相当于近代欧洲文化的精髓。从受贵族保护的时代、资产阶级热心支持的时代，到以企
业赞助为主的今天，一路走来，都被视为最灿烂的文化遗产。

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86页

        村上    我从没向人学过如何写作，也没特别钻研过。因此，如果问我是从哪儿学会写作的，答案
就是音乐。音乐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节奏。文章如果少了节奏，没有人想读。诱使读者逐字逐行往前推
进，似乎需要一种律动感⋯

5、《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54页

        小泽：我们算是最早演奏马勒乐曲的管弦乐团呢。（开始吃水果）嗯，真好吃。是芒果吗？
村上：这是木瓜。
好萌哦，有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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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6、《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27页

        虽说有变化，这依然称不上真正的“好音乐”。仿佛有层薄膜隔着，他们的音乐无法直击人心。
我在各种地方见识过这种隔阂。不论是在音乐、文学，还是在其他艺术形态中，要剥除这最后一层薄
膜有时很困难。但不想法消除这种隔阂，艺术几乎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意义。

7、《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87页

        

8、《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63页

        相对的，在小泽先生这般以研读乐谱为中心投入音乐的人眼中，音乐想必是一种更纯粹的、更内
省的东西。至少不会轻易将音乐与有形的“物”联系起来，或许还认为两者有极大的差异。不难想象
以这种方式与音乐结合，想必更自由，也有更大空间。或许有点接近不依赖翻译，直接从原文阅读文
学作品的乐趣与自由。勋伯格曾说过：“音乐并不是声音，而是概念。”但普通人并不懂得用这种方
式欣赏音乐。深谙这种门道的人当然令人歆羨，因此，小泽先生劝我“要不试着学读乐谱”，因为“
如此一来，您将发现音乐其实多么有趣”。

不消说，专家与业余人士、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高墙。尤其当对方是一位超一流的专
家时，这道墙不仅高，还十分厚实。但我觉得这未必就是敞开心胸对话的障碍，毕竟音乐是如此宽广
。最重要的是找出一条越过这道墙的路。不论面对何种形式的艺术，只要双方有自然的共鸣，就一定
能找出这条联系彼此的道路。

9、《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13页

        只有抗击这种来自外界的压力，才能生存下去
干哪行都不容易
这句话是村上对小泽征尔在意大利指挥歌剧遭到倒彩的感慨
在意大利米兰
这里的贵族似乎对种族有歧视
所以不管小泽征尔多棒 还是第一次遭到了观众的倒彩和媒体的抨击

但是他的乐团给了他shower（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毕竟从来没看过歌剧，更不会经历观众给表演着的
倒彩
乐团的团员用shower这种音乐手段表示抗议
所以说不论媒体的攻击多么恶毒，公事者的支持还是最强有力的心灵支柱

10、《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69页

        日本人或说所有东方人拥有自己特有的哀愁，与犹太人或欧洲人的哀愁不太一样。从深处精准地
掌握和理解这种心理因素，以此为基点准确选择，应该能开拓出一条自己的路。也就是说，东方人也
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西方人写的乐曲。我认为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
斋藤先生告诉过我们：你们现在就像一张白纸，如果到其他国家，应该能好好吸收当地的传统。但虽
说是传统，也有好传统、坏传统，德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意大利也是这样，甚至美国近年也开始
有了传统的好坏之分。大家要分清好坏，到了其他国家，只吸收好的传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
是个日本人，是个亚洲人，也能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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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35页

        那时兰尼（兰纳德·伯恩斯坦）过来探望我，说想看看刚出生的宝宝。走进我们的客房，他抱起
征良就往空中抛，还说他很在行，能用这种方式和宝宝沟通。贝拉（入江美树）气得半死，直说他怎
么能把人家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给··· ···

12、《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7页

        至于我，也是在清晨四点起床，独自埋首写作。冬日，四下依然一片漆黑，丝毫不见拂晓将至的
迹象，甚至听不到一声鸟鸣。从这么一大清早起，就端坐在书桌前专注地写上五六小时，啜饮着热咖
啡，漫不经心地敲打键盘。这种日子我已经过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小泽先生专注地研读乐谱的
同时，我也专注地笔耕不辍。两种工作截然不同，但所需的专注或许十分相近。我常想，若是少了这
份专注，我的人生便无从成立，不再是我自己的人生。想必对小泽先生而言也是如此。

13、《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98页

        音乐本身就是时间的艺术。

1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57页

        钢琴独奏宛如在空中挥洒水墨成画一般，优美得叫人赞叹。端正而充满勇气的琴声不断奏出，仿
佛每个音符都在思考。

读这段的时候找来了光子与桑德林的这张唱片，琴声真的异常干净，层次清晰
。http://music.douban.com/subject/4095368/

15、《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3页

        （古尔德）他可真是个天才。这样演奏听来十分有章可循，其实他几乎没依照乐谱，但听起来又
没什么不对劲。

16、《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06页

        书页中部，“那时我还没受NHK交响乐团抵制”。这是什么情况？

17、《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33页

        他（伦纳德.伯恩斯坦）的思考中，有这种善良的美国人的平等观念。......因此一有类似指导的动作
，就会变得很麻烦。此外，一直贯彻这种平等主义的观念，有时也会发生不是指挥家对团员发脾气，
而是团员愤怒地顶撞指挥家的情况。

18、《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59页

        最大的不同，就是马勒的配器法⋯该怎么说呢，比较直觉。
⋯⋯

19、《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16页

        村上：就我这门外汉的印象，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似乎是个堆满历史尘埃、阴谋诡计横行的伏魔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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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形容得着实巧妙，我印象中也差不多是这样，也许是Barbara的视角影响了我。

20、《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98页

         小泽   音乐本身就是时间的艺术。

21、《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6页

        ぴったり。                

22、《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01页

        啜饮几口热红茶。
小泽：这是砂糖，没错吧？
村上：没错。好有画面感！

23、《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二

        读此书有一种神奇的效果，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匮乏，于是在亚马逊找到所有书上提
到的音乐CD，一张一张的听，越来越爱古典。虽然开始时什么也听不懂，看不懂他们的对话，可是
当我看进去以后，虽然多是专业术语的解析，可是我也看懂了，而且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希望
我能做到。

2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87页

        小泽  所谓文章的节奏感，是指我们阅读文章时感受到的节奏？
村上  是的。文章就像音乐，也可以通过字词的组合、语句的组合、段落的组合、软硬与轻重的组合
、均衡与不均衡的组合、标点符号的组合及语调的组合营造出节奏感。音乐品位不够好，这些
就做不好。有些人很擅长这技巧，有些人则不然；有些人明白这道理，有些人则不懂。但这种资质当
然能通过努力钻研来提升。
我热爱爵士乐，因此写作时习惯先制定一套规范，再以这套规范为基础即兴发挥、自由挥洒。在写作
上，我用的是和创作音乐一样的要领。
小泽  我还不知道文章也有节奏，不太了解您形容的这种感觉。
村上  该怎么说呢⋯⋯好比节奏感之于读者，对作者而言，它
也是个重要的要素。写出来的小说如果少了节奏感，就难以构思接下来的内容，也无从推进故事。倘
若文章有节奏，故事有节奏，接下来自然会文思泉涌。写作时，我会在脑海里自动将文章转化为声音
。用这声音架构出节奏。以爵士乐的方式即兴演奏一个主题乐段,就能自然地产生下一个主题乐段。

25、《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86页

        

26、《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40页

        

27、《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58页

        小泽：从前不是有个空中交响乐团吗？当时我听了他们的演奏，心想这么下去不成，留在日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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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发展，只有出国才有机会。就这么硬着头皮踏出了国门。
村上：到头来，在海外绕了一大圈，如今回日本教育年轻人的欲望反而更强烈。看清事实后不逃避不
妥协，能够硬着头皮开始付诸行动的人，是真正有勇气的！

28、《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页

        当时我心想，就这么让如此有趣的故事消失，着实可惜。应该找谁录下来整理成文才是。至于这
个谁是何人——虽然听起来像是朝自己脸上贴金，但到头来浮现在我脑海里的，除了自己别无他人。
一个是村上的幽默感
还有一点就是不得不让人想起“今晚月色很美”这样的文笔，虽然是开朗了一些~不过直接说“我”
似乎也是不可以的~~哈哈

29、《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57页

        钢琴独奏宛如在空中挥洒水墨成画一般，优美得叫人赞叹。端正而充满勇气的琴声不断奏出，仿
佛每个音符都在思考形容内田光子的第二乐章独奏

30、《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36页

        我指挥三四年后，乐风有了变化。演奏方式改成德国式的弦乐奏法，琴弓下得很深，音质变得较
为沉重。

31、《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21页

        村上  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如果用小说形容，
文笔当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心中得有“无论如何都想把这个写出来”的强烈意图。

32、《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页

        能从工作中获得何种成果固然重要，但专注到废寝忘食的投入，是比任何成果都可贵的回报
。(P4)

创作有如平地起高楼，需要全神贯注。而且在许多时候，这种专注近似神鬼附身，无法顾及与他人的
协调。（P6）

我常想，若是少了这份专注，我的人生便无从成立，不再是我自已的人生。（7）

欣赏音乐能让写作功力有所增进，而写作功力的增进又有助于音乐品位的提升。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
。（86）

音乐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节奏。文章如果少了节奏，没有人想读。诱使读者逐字逐行往前推进，似乎需
要一种律动感。（86）

要判断一个新手能在业界生存下去，还是不久将销声匿迹，从他文章里是否有节奏感大抵就能推敲出
来。（86）

技术不够纯熟的人，就算模仿他人的动作也是虚有其表，仅能学到一点皮毛。（120）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如果有小说来形容，文笔当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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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心中得有“无论如何都想反这个写出来”的强烈意图。（121）

他们（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乐曲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框架。而马勒的意义就在于瓦解这种形式框架，而
且是刻意瓦解。因此在奏鸣曲通常让听众期待“应该回到这种旋律”的地方，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旋律
。（153）

听马勒的乐曲时，的确会碰上不少让人纳闷究竟是怎么奏出来的声音。但只要仔细听现代的音乐，尤
其是电影配乐一类，随时都能听到这种声音。（155）

每个管弦乐团在招聘低间提琴演奏者时，都会要求应试者拉这首曲子（《巨人》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
）。能不能进乐团，就是以这首曲子来定。（166）

每次听马勒我都感觉潜意识对他的音乐有很大的意义，或者说带点弗洛伊德的味道。巴赫、贝多芬或
勃拉姆斯的音乐，则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式的，或者说是显而易见的意识整合较为重要。相比这下，
马勒的音乐似乎是尚未发掘的，或者说是潜藏于地下世界的黑暗中的意识。其中，矛盾的、对立的、
无法事例的、无法分类的动机，像梦境般毫无分隔地汇聚一堂。虽不知是出于刻意还是无意，至少是
相当直率坦白的。（171）

33、《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55页

        有什么是容易的。                

3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页

        曲目收录： 

CD1

伯恩斯坦讲话（与古尔德合作勃拉姆斯第一钢协之前）

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

第一乐章：塞尔金

第二乐章：内田光子

第三乐章：伊斯梅尔

CD2

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泽征尔，斋藤乐团）

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第三乐章（卡拉扬，柏林爱乐）

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伯恩斯坦，以色列爱乐）

春之祭（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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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辽兹：幻想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

布兰诗歌（小泽征尔，柏林爱乐）

CD3

马勒：第二交响曲终章（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

第八交响曲“合唱”（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

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

布里顿：战争安魂曲（小泽征尔，斋藤乐团）

莫扎特：《女人皆如此》序曲（卡尔伯姆，维也纳爱乐）

《波西米亚人》唱段《我的名字叫咪咪》（卡拉扬，柏林爱乐）

柴可夫斯基：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小泽征尔，斋藤乐团）

日本decca公司为了配合这套书的发行，于日本发行的这套3cd装的唱片。

35、《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页

        就像爱一样，好音乐永远不嫌多。
村上春树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合著《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一本交织着音乐之美、文
学乐趣与人生智慧，越读越有至味的书。
时代喧哗，还好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乏有创造力、生命力，一生专注于一件事情创造奇迹的人。

36、《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240页

        有些学生琴艺不错，演奏的音色也自然优美，但还不太理解音乐的本质。有资质，但欠缺深度。
只在乎自己，不懂得考虑他人
原来弦乐四重奏讲究的是合作！
之前村上春树写学生前两日排练的不堪入耳，到他们乐声开始协调，演奏者们的呼吸微妙地合而为一
。他们不仅专心于自己分内的演奏，也学会了倾听彼此的演奏。
弦乐四重奏能促使负责不同乐器的演奏者进行更亲密的甲流，在自己演奏的同时，也必须倾听其他乐
器的演奏⋯⋯如此一来，大家会发现音乐的质量变得越来越高，体会到的实际效果，奏出的音乐也将
越来越有深度

37、《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86页

        我从没向人学过如何写作，也没特别钻研过。因此，如果问我是从哪儿学会写作的，答案就是音
乐。

38、《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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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66页

        

40、《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98页

        对我而言，读谱有助于理解音乐的语言，知道这音乐究竟想表达什么，也能掌握它的节奏。最难
懂的当属和声了。虽然脑袋里已经弄清了和声，但乐团一开始演奏，立刻就变迷糊了。音乐本身就是
时间的艺术
小泽征尔讲研读乐谱的一段
却是五线谱就五条线加上各种各样乐符
却能组合成无数种组合
研读乐谱就像是破译密码一般吧
破译出来的内容还有加上自己的理解去消化
所以从小崇拜音乐家们
还有看到小泽征尔年轻时候读谱的刻苦
想想24难而36易
是真的有道理

41、《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64页

        专家与业余人士、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高墙。尤其当对方是位超一流的专家时，
这道墙不仅高，还十分厚实。但我觉得这未必就是敞开心胸对话的障碍，毕竟音乐史如此宽广。最重
要的是找出一条越过这道墙的路。不论面对何种形式的艺术，只要双方有自然的共鸣，就一定能找出
这条联系彼此的道路。

42、《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4页

        虽然深知如此自诩听起来多么不自量力，但在鼓起勇气开口，经历数次对谈后，我发现自己与小
泽先生似乎有某些共通点，无关才华，专业水平，气度与知名度的高低，而是我们在人生态度上的倾
向比较一致。

一。我们俩似乎都能从工作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喜悦。

二。我们俩至今仍然拥有年少时期的求知欲。

三。就是顽固。有耐心，有毅力，而且顽固。一旦下了决心，不论大家怎么说，都得做到符合自己的
要求才甘心。即使最终会遭受严厉的批判，甚至憎恨与厌恶，也愿意无怨无悔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专家与业余人士，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高墙。但我觉得这未必是敞开心胸对话的障碍
，最重要的是找出一条越过这道墙的路。

43、《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63页

        ⋯⋯音乐想必是一种更纯粹、更内省的东西。至少不会轻易将音乐与有形的“物”联系起来，或
许还认为两者有极大的差异。不难想像以这种方式与音乐结合，想必更自由，也有更大空间。或许有
点接近不依赖翻译，直接从原文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与自由。勋伯格曾说过：“音乐并不是声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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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概念。”

44、《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86页

        村上：我从向人学过如何写作，也没特别钻研过。因此，如果问我从哪儿学会写作的，答案就是
音乐。音乐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节奏。文章如果少了节奏，没人想读。诱使读者逐字逐行往前推进，似
乎需要一种律动感。。。比方说，机械操作手册那种东西读起来很痛苦，那就是缺乏节奏的文章的典
型吧。

要判断一个新手能在业界生存下去， 还是不久将销声匿迹，从他文章里是否有节奏感大抵就能推敲出
来。但就我所见，学多文艺评论家似乎不太留意这一点，只注重文章是否精致、词汇是否新鲜、故事
的方向性、主题的质量、手法的趣味性。等等。但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缺乏节奏感，大概就没有成为作
家的资质。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

小泽：所谓文章的节奏感，是指我们阅读文章时感受到的节奏？

村上：是的。文章就像音乐，也可以通过字词的组合、语句的组合、段落的组合、软硬与轻重的组合
、均衡与不均衡的组合、标点符合的组合及语调的组合营造出节奏感。音乐品味不够好，这些就做不
好。有些人很擅长这技巧，有些人则不然，有些人明白这道理，有些人则不懂。但这种资质当然能通
过努力钻研来提升。

我热爱爵士乐，因此写作时习惯先制定一套规范，再以这套规范为基础即兴发挥、自由挥洒。在写作
上，我用的是和创作音乐一样的要领。

小泽：我还不知道文章也有节奏，不太了解您形容的这种感觉。

村上：该怎么说呢。。。好比节奏感之于读者，对作者而言，它也是个重要的要素。写出来的小说如
果少了节奏感，对作者而言，它也就是个首要的要素。写出来的小说如果少了节奏感，就难以构思接
下来的内容，也无从推进故事。倘若文章有节奏，故事有节奏，接下来自然会文思泉涌。写作时，我
会在脑海里自动将文章转化为声音，用这声音架构出节奏。以爵士乐的方式即兴演奏一个主题乐段，
便能自然地产生下一个主题乐段。

45、《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的笔记-第121页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如果用小说形容，文笔当然
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心中得有“无论如何都想把这个写出来”的强烈意图。构建自己的独特世界，
并热切地传达给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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