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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画传》

内容概要

本书著于19世纪末，是最经典的肖邦传记之一。作者记述了伟大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肖邦的生平，
并对其作品进行了评价。全书共分为两部分：肖邦的生平和肖邦的音乐。在肖邦的音乐部分，作者将
肖邦的全部音乐作品按练习曲、夜曲、马祖卡、波罗乃兹、即兴曲与华尔兹等类型进行了划分，分别
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评价，全景展示了肖邦的音乐作品及特色。
作者深入研究了大量的肖邦相关资料，汲取了许多前人研究和评论的精华，同时又提出了自己对肖邦
及其作品的独到见解。作者否定了人们对肖邦的普遍印象——阴柔、女性化，而用大量事实强调了肖
邦的另一面——阳刚、男性化，展现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力量的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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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画传》

作者简介

肖邦（F.F.Chopin 1810─1849）
波兰作曲家、钢琴家，他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
的人物之一，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一生的创作大多是钢琴曲，被誉为“钢琴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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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画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波兰——青年时代的理想
第二章 巴黎——在大旋涡中
第三章 英格兰、苏格兰与贝尔·拉雪兹
第四章 艺术家
第五章 诗人与心理学家
第六章 巨大的实验——练习曲
第七章 微型作品中的情绪——前奏曲
第八章 即兴曲与华尔兹
第九章 黑夜与它神秘的忧郁——夜曲
第十章 仙境中的戏剧——叙事曲
第十一章 古典主义倾向
第十二章 战场上的英雄赞美诗——波罗乃兹
第十三章 灵魂的舞蹈——马祖卡
第十四章 征服者肖邦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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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画传》

精彩短评

1、情感丰富的天才
2、文笔很好⋯⋯把我家肖邦刻画的也不错
3、我所钟爱的。
4、选择的书都是名著，希望物有所值，能从中体会些什么。
5、我不迷信名作。。。这书写的真是无敌了~~~~
6、肖邦的传记，作者生动的文笔让人可以更深入了解肖邦的生平和性情。
7、内容很不错，质量也还行。
8、还不错，有对作品的分析。
9、儿子在弹肖邦作品，所以应该了解作曲家的生平
10、肖邦是个经常旅行的宅男吗.......
11、钢琴家中的诗人~
这本书显得有点乏味，看久了有点腻呢~肖邦的形象在作者笔下并不生动~
但是喜欢他轻柔的钢琴声~应该和他性格很像跟男生相比，他显得阴柔了许多~一个理想主义却又被病
魔缠身的钢琴天才~
12、这套音乐家画传之前在书市买过两本，这次看到没收齐的当然要补上了。图文并茂，了解音乐家
生平很不错的一套书。
13、内容还不错。翻译不尽人意，有很多明显的错误，比如曲目作品号不对，等等。
14、看过其他版本的肖邦传再来看这个也许会更好。第一次看觉得有点混乱，不是很喜欢。
15、了解肖邦其人其事和作品的入门读物。
16、前面一部分关于肖邦生平的描写挺严谨的，后边综合各大家的观点整理了一些关于肖邦作品的解
读，由于缺乏音乐知识，看得比较痛苦。总的来说，第一次走近肖邦，感觉还不赖。
17、听着肖邦的钢琴曲看这本书，绝对是一种享受
18、由于做iPhone应用，仔细读了这本书。 http://www.appsafari.com/music/12424/chopin/ 这个应用程序
的选图、文案和模块设计是我。
19、很喜欢的书，很有质感，印刷和包装都很精美，好评
20、读到后面。。。就完全看不懂了
21、后半部分太专业了，读不下去了呀
22、膜拜
23、挺好的书，传记和乐曲分析都有，有参考价值！
24、用音符书写下灵魂
25、肖邦这人太软
26、最爱肖邦！
27、肖邦传记经典版本
28、包装的很好很新内容也很不错
29、通俗的易懂了解肖邦的趣事，就是黑白的图片
30、一直把它作为欣赏肖邦音乐的参考，因为是19世纪末的人所写，更接近时代的脚步。
31、向善
32、你也太阴郁了~~
33、图文并茂
34、音乐诗人肖邦悦耳的一生，与乔治桑的感情纠结，令人惊叹的创作，令人着迷的魅力
35、还不错的一个简要介绍艺术家的书，虽然叫画传，但不是那种图画书，内容还比较丰富，不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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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画传》

精彩书评

1、我喜欢一个艺术家往往要看他的生平，比如肖邦的流亡生涯带给他忧郁，又比如他和乔治桑有过
的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生活，最终于沉默中结束，这忧郁是有部分肺结核的因素在里头的，反映在他
的钢琴曲里，就像流淌在身体里的血液一样不可缺少。他一生对钢琴如此执著，使我坚信他是为钢琴
而生，从他全部的作品来看，只有两部钢琴协奏曲，肖邦实在不习惯与乐队合作，他和钢琴，是鱼和
水的关系，鱼的眼泪溶化在了水里，他的感情则在琴键上缠绵，他用生命谱写钢琴曲。肖邦是一个集
多种矛盾于一身的人，一方面以他孱弱的身体写出需要如此用力弹奏的曲目（《革命练习曲》），另
一方面不停地在华丽和忧郁中徘徊（《仙女圆舞曲》对比《离别练习曲》）。他的外表文质彬彬，内
心情感如暴风雨来之前的聚积，表现在作品里是密集跨八度和玄的灵活运用和踏板带来的单音音响的
延伸。肖邦开创了钢琴演奏技巧的一个新时代，和李斯特不同的是肖邦从不拿钢琴演奏技巧作为一种
炫耀，技巧在他的曲子里是感情表达所需，李斯特在这方面则更加理性。我完全不同意他曲子里如瀑
奔涌的感情是单单因为亡国之痛而来的说法，实在牵强。在肖邦短暂的生命里，有太多需要他为之伤
感的东西，亡国只是其中之一。肖邦偶尔的快乐只能写出《小狗圆舞曲》，听他的《雨点前奏曲》，
才知道沉在内心的是如雨点打湿的泥泞土地的粘稠。华丽亦不属于肖邦，听《华丽的大圆舞曲》竟觉
得有被作曲家出卖心情的感觉，我没有从这个曲子里读到肖邦的内心，急风暴雨般复杂交错的旋律和
节奏才是属于他的。在《离别》中段，听似纷乱的音调正是分别时悲伤的最佳表达，其实是杂而不乱
，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地落到听众的心里。肖邦是惯于在乐曲中段改变节奏的，在激昂情绪开头的
乐曲中段突然转成温婉柔弱而华丽的柔板，感情如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颠簸的小船，突然风平浪静，
享受片刻的徐徐微风后又被一个大浪推倒浪尖。又或者在一段平稳如湖水旖旎的主旋律后，突然激动
起来，慷慨陈述内心的激动或者不满，最后仍旧归于平静，淡淡地叙述完毕之后，让我看到一个在月
光下拢着雾气的背影悄然离去。乔治桑被众多肖邦迷视为眼中钉，这么一个其貌不扬又喜欢张扬的女
人，竟然能够独占肖邦八年之久。乔治桑作为女权主义作家，又正逢法国革命，自然是奔走在爱国第
一线的，而此时肖邦只关心富家小姐来不来上他的钢琴课，于是和乔治桑有了隔阂。他爱波兰，却完
全不关心法国革命，很让人怀疑他革命音乐家的身份，与其说是痛恨俄国占领波兰，不如说他为自尊
而出走，却为思乡之情缠绕，思乡之痛也只能反映在音乐里。我更愿意相信，在肖邦和乔治桑相处的
八年里，乔治桑对肖邦的爱也好、痛也好，都直接影响了肖邦的情绪，乔治桑常常为肖邦的病情烦恼
，而他天生多愁善感，两个人相互影响，成就了一段传世奇恋。  “一八四八年三月四日，当肖邦去
玛利昂尼夫人的家里时，不期而遇地碰见乔治·桑正从楼上走下来。两个人已经一年没见面，他强自
镇定地问了一句：“你好吗？”“很好”。于是就分手了。这是真正的最后的一面。”（张继高《肖
邦爱乔治桑吗》）乔治桑没有参加肖邦的婚礼，他们的爱与恨纠缠不清，但是毕竟肖邦在和乔治桑相
处的八年内达到了人生的创作高峰。《浮士德》的终曲：“ 一切逝去的，不过是象征。⋯⋯永恒之女
性，引领我们上升！”乔治桑成就了一个肖邦。亡国之痛、孱弱的体质和生来敏感的内心，让肖邦的
钢琴作品比别的作曲家更多地流露出忧伤和悲哀，悲观主义者的音乐发自内心，将忧郁彻底地传达给
我，使我长时间地沉默在琴键回响的空间里，虽相隔百年，仍旧见到他带着忧伤而来。
2、在图书馆偶然看到的一本书，开始只想随便翻翻，但当我离开图书馆时，我很担心明天会找不到
它。书中的一张黑白照片让我想起我的第一任钢琴老师，一样的消瘦，一样的透光不良的昏暗的小屋
。好了，明天继续找回来看。

Page 6



《肖邦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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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