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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旅程》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
论家。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99年，罗
曼·罗兰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其后入罗马法国
考古学校当研究生。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时期他
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
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和《
托尔斯泰传》（1911）(共称《名人传》）等。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是他的代表作，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巨著共10卷，以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平为主线，描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奋斗和终告失败，同时对德国
、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现实，作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写照，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
摧残。全书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每卷都是一个有着不同乐思、情绪和节奏的乐章。该小说于1913
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
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
诺贝尔文学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
两次大战之间，罗曼·罗兰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潮，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
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
一部代表作《欣说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
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罗曼·罗兰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他用豪爽质朴的文笔刻画了在时代风浪中，为追求正义、光明而奋勇
前进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提到艺术风格时，罗曼·罗兰表示，除了“诚恳”二字，他不希望别人承认
他有什么别的优点。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
、民主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的小说特点，常常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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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邀游
一 内心旅程
1 鼠笼
2 三道灵光
3 家谱
4 弓箭手
5 女友
附录:罗马的春天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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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没能读懂罗曼罗兰！如果是记住他的那些叛逆事件，那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还是不懂这个
人。他没有像“女友”玛尔维达的四位友人那样自杀，这回是一个谜，因为他的一生足以使他这样的
女性人死亡，可是他的生命终结于78个春秋之后。他生活在一个属于人的时代，罗马精神、俄罗斯精
神、日耳曼精神、高卢精神、法兰西精神、德意志精神，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再加历史上的欧洲三十
年战争。我想要那样的时代！
2、翻译的不好。。。
3、激情洋溢
4、刚买回来
5、罗马在罗曼罗兰的生命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光辉，在未来它之于我将会是⋯⋯
6、惟有性灵使人高贵！
7、最喜欢的书
8、在寻找自我旅程中偶遇的一星灯火，很暖很真诚
9、《弓箭手》一文，恣意汪洋，写到high处仿佛磕了药一般。。。
10、其实忘得七七八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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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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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内心旅程》的笔记-

        一、两种生活

    我一直同时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由于遗传因素组合,使我在空间的某一地点和时间的某一时刻度过的
人的生活;另一种是没有面孔、没有名字、不受地点限制、不受时间约束的“内心”的生活，这种生活
才是整个一生的本质和灵感。这两种生活截然不同而互相配合；一种是表面而短暂的；另一种则是持
久而深远的。前者，因为它是天生的，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以至在我活跃的和感情生活的绝大部
分时间里，掩盖了后者。潜在意识只有通过突然爆发的形式，成功地挤破岁月的外壳，才能像喷水井
那样爆发出来，---- 但仅仅是那么几秒钟，---- 然后又重新消失并被大地之唇吸走了。直到成年时期
，生活的挫折一次又一次地打击并扩大了外壳的伤痕，内在灵魂的冲动才为隐秘的“内心”铺平了在
平原的河床上来往的通道。 
     
    在达到目前这种与“宇宙的生命”直接相通、水乳交融的状态之前，我的生活同它是有所隔离的，
虽然相距很近，能够听到它在我身边活动，如悬崖下潺潺的流水。相隔很久以后，突然间，在我最意
料不到的时刻，迎面涌来的激浪使我感到惊讶并如醍醐灌顶般清醒。 

    我记录了在灵魂的这些喷射中的三次喷射，闪现的灵光中的三道灵光。它们使我的血管充满了那使
宇宙的心脏搏动的火。它那燃烧的痕迹在我像小卵石一般受尽磨难的衰老躯体上依然清晰可辩，犹如
它在遥远的往昔，在我青年时期娇嫩而炽热的皮肉上打下的烙印一般。 

    这三次神圣的瞬间（几乎是时隐时现的高空闪电），它们的魅力只有在我本人消逝时才会消逝，它
们是： 

    费尔内的平台； 
    斯宾诺莎火热的语言； 
    托尔斯泰在隧道之夜的启示。 

二、第一道灵光

    我受到的那次决定性的精神冲击不是在瑞士的土地，而是在法国的边界，在费内尔的平台上。为何
选定了这个地方呢？伏尔泰对我说了些什么呢？《扎依尔》里的一些诗句不过只在我脑海中掠过而已
⋯⋯，在花园里走上几步，在那绿茵蔽天的小径上，就在这时，只有一分钟时间⋯⋯还要少些！是二
十秒钟⋯⋯电闪雷鸣⋯⋯我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

    我看到了什么？那景色非常优美，但非超凡脱俗。这里的山岗格局并不独特。宽阔的地平线，广袤
的天际，一片赏心悦目的土地，满眼是繁茂的花园和草地，逶迤而下，徐徐倾向蓝色湖泊的两岸。在
天幕深处，在色彩斑斓的九月之晨湿润的空气中，宏伟的阿尔卑斯山峰峦如古希腊圣殿的脊檐，交迭
蔓延开去，似潮水汹涌向前，但却在辽远的天际，犹如“田园交响曲”中暴风雨逐步缓和以至消逝而
去。没有一丝浪漫主义的痕迹。这是卢梭之前古典派的宏伟景色。丰满而宁静的和声，配着协和和弦
，精心配器，没有多余的铜管，只有木管和弦乐器，一目了然，构思清晰，给人快感而又不失理智⋯
⋯那么，为何在这里我得到了启示，而不是在别处呢？我不知道。但那却是一层突然间被揭去的面纱
。心灵仿佛是被亵渎的处女，在紧紧的拥抱中敞开了自己，感受到大自然的男性般的陶醉热流在她体
内涌动。于是第一次，她怀孕了⋯⋯往日的种种抚爱和温存，尼韦内景色诗意的和感官的激情，夏日
阳光下的蜂蜜和葡萄，缀满繁星的夜晚，爱与恐惧的抑郁，忽然间全都充满意义，一切全都明白了；
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了那赤裸裸的大自然，我“认识”了大自然，我感悟到我过去就爱它，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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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就认识它。我知道，从我出生之日起，我就属于它的，我知道我会分娩的⋯⋯ 

    随后，面纱重新落下，于是我回到了巴黎。

三、第二道灵光

    哲学之门打开了，我跨进了“无形”王国的门槛，----无疑是作为人神同形同性论者；⋯⋯ 
    在路易大学中学哲学A班上，哲学园地相当狭小，但我们专心致志地挖掘和翻土。这个园地局限在
围有高高篱笆的笛卡尔花园之内，犹如一座智力的凡尔赛宫。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被笛卡儿的精髓
抚育着。⋯⋯ 

    但是，思想上的自然发展把我引向另一些人，他们从笛卡儿庄严而又硕果累累的花园里，通过一个
缺口，又开辟了灿烂的前景。这种思想上的道路领着我笔直地、本能地走向斯宾诺沙。⋯⋯ 

    只念了一页就够了，四条“定理”的第一页，《伦理学》这个燧石堆上碰击出来的几星耀眼的火花
。 

    斯宾诺沙之所以能征服我，⋯⋯是由于他是个唯实论者。 
    从具体事物中，也就是说从实实在在的物体中撷取我们的一切观念，是绝对必要的。在前进中，随
着因 果的发展，从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实体，没有超越抽象或普遍的物体，既不是为了从这些概念中得
出某些丝毫不 现实的结论，也不是为了从某个现实来证实这些概念：因为，那样就会妨碍理解的真正
进程。 

    ⋯⋯ 

    我终于得到了解答，我曾在痛苦和绝望之中模模糊糊地孕育过它，以历经艰辛的感情呼唤过它，在
伤痕和血泪之中执着地追求它，期望它，终于得到了闪光的答案，从而解开了狮神人面像似的从童年
时代就紧揪着我的心的人生之谜，解决了我辽阔的内心世界和使我蒙受屈辱、感到窒息的犹如囚室的
个人躯壳之间的尖锐矛盾！⋯⋯“能动的自然”和“被动的自然”是一回事。“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
在于神之内”，而我也一样，我也存在于神之中！我从冬夜冰冷的房间里，从实体的深渊里逃了出来
，进入存在的灿烂阳光之中。 

    ⋯⋯不仅是我的肉体和精神，我的整个天地都沐浴在空间和思想无边无际的大海里，任何帆船都无
法遍游每个角落。⋯⋯而所有这一切都包含于存在的海洋中，斯宾诺沙的直觉打开了闭锁的天空，提
前两个世纪成为现代科学征服者的先驱。⋯⋯我不眨一眼地凝望着无所不在的面目—— “全宇宙的面
目”—— 我感到被自由的必然那可靠的巨掌支托着，那是来自上帝。 

    ⋯⋯我得到了安宁。一切都是安宁的。我为我的充实与和谐而感到欢欣⋯⋯ 

    ⋯⋯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身，能知神，也能知各种事物，我永远不会停止存在；灵魂
的真正的安宁，我永远地具有了。 
       《伦理学》的最后这几行，人们不应当以智慧的冷峻目光来读它们。人们应该用内心的激情和炽
热的感觉来对待它们。我们应该分享我们欧洲的克里希纳所说的那种“至福”的陶醉，它既是“一种
爱情”，也是一种感官的快感，是人类欢乐中最富于感性的享受： 
    永恒，那意味着，无限的扩展，或者，在渗透着外延的生命中，存在臻于最高的完美。 
     ⋯⋯ 
    欢乐是足以增进或助长身体的活动力量的情绪⋯⋯快乐是善⋯⋯愉快不会过度，笑是善的⋯⋯我们
感到的快乐愈大，则我们所达到的圆满性亦愈大⋯⋯ 
    ⋯⋯享受食物、芳香、色彩、美观的衣服、音乐、游戏、戏剧，以及对自己有益而无损于旁人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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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消遣娱乐吧⋯⋯ 
    ⋯⋯利用生活的一切，尽情地享受吧⋯⋯同别人共同生活，并且尽力同他们协调好，因为，凡足以
引导人们共同生活的都是有益的⋯⋯设法和别人一道分享欢乐⋯⋯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和整个大自
然融为一体。 
    亿万生灵，让我们互相拥抱吧！ 

    一片薄薄的阳光冲破云层透射进来，但不足以使田野光明普照。很快缝隙又复合了，被切开的云层
重新弥合，原野又沦入半明半暗中。然而，思想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它将永远不会被遗忘。它把探针
放进关闭它的围墙里，发现这围墙并不厚实；它知道在围墙的外边，有阳光在等待；既然它已经在腐
朽的木棍间凿开了一个小洞，它就得加倍努力，在这里或那里，探索薄弱之处，以便把障碍物摧毁。 

    ⋯⋯ 
    许多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就丧失了那一线光明。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足够的耐心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不
知疲倦地、没有损伤地把这一线微光如缫丝一般缠绕起来，一直缠绕在他们的手指上。⋯⋯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把心灵的引线用手疏导那附着与生命中的一片盲目的混沌，使点滴的阳光进入这昏暗之中，
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直至阳光映射在每个细胞上，犹如初升的曙光映射在草地的露珠上一样。这
是终生要做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在一次尝试中达到目的。 

    ⋯⋯哺育我的精神食粮同造就那位荷兰籍犹太人，那位古典的笛卡儿主义者（斯宾诺沙）是迥然不
同的。养育我的是尼韦内（罗曼罗兰的家乡）的肥沃土壤，是莎士比亚的紫红色石楠花和金雀花般的
蜜汁，是托尔斯泰的丰富 
饱满的优种麦粒和辛辣的松脂，还有瓦格纳的维京人（原指8至11世纪掠夺西欧海岸的北欧海岛，后转
义为富有冒险精神的人。这里指瓦格纳音乐，特别是歌剧创作的精神和风格）所饮的蜜酒，我的把斯
宾诺沙的启示同这一切融合起来。我设想，这一任务同我们的远祖，未开化的高卢----日耳曼人在四
世纪完成的任务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我把斯宾诺沙的思想模式重新揉捏成形，乞求使之成为我自己的生活模式，直至胜利之日------ 
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一日（那决定命运的四月十一日，它在我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 我终于得到
了斯宾诺沙的上帝，并且根据我的见解和需要，适当地进行分解并重新组合。我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
，表达了以思维感受著称的斯宾诺沙主义，并以一个年轻人的傲慢态度对未来的怀疑派表示挑战。 

    ⋯⋯长期以来第一次，我内心感到清新；我又恢复了平静⋯⋯ 
    这种精神上的平静，带着喜悦⋯⋯我丝毫没有掩饰思想的脆弱，这种思想正是我的思想。⋯⋯在很
长的时期里，我感到不必去震动它。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至少是一个候车室，站在上面，
我消除了疑虑，开始缔造我的生活------ 我真正的有创造性的生活------ 我的激情和我的作品。 
     
四、第三道灵光

    我曾乘火车在北方的铁路线上作了一次短途旅行。那时在一个下午，火车突然在一条隧道中间停住
了。车厢里的灯光全熄灭了。过了几分钟，火车在一直停着。车头发出令人焦虑的呼救信号。同车的
旅客都显得惊惶不安。人们脑海里全想的是眼前的事故，而我却在遐思冥想⋯⋯忽然隧道好像洞开了
，我看见了外面阳光下普照下的田野，紫苜蓿波浪起伏，百灵鸟飞向云霄。我心里想着：“这一切是
我的，我就在那里。这节在黑暗中的车厢对我会怎样呢？几秒钟后，我有可能被压成齑粉。会吗？我
？不！我不会被抓住的。我比空气更变幻无常，如同千变万化的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
神，又名海中老人，博古通今，能知未来）我会从手指缝隙中溜走，能通过板壁和弯弯曲曲的铁路逃
遁，能从被压得粉碎的皮肉和石拱顶下逃脱出来。我无所不在，到处有我，我便是万物⋯⋯” 

    于是，虽然在一动不动的车厢昏暗的角落里缩成一团，我的心却在轻松地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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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一年以后，我第一次贪婪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当我读到有关彼埃尔顿悟的段落时，不禁
浑身打颤： 
    在法国人从莫斯科撤退时，他成了俘虏，跟在他们的后面。一天黄昏，在卡卢加的大路上，他坐在
一辆无人的、卸了马的车子旁边，“盘着双腿，垂下头，沉思着”，如此过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人打
搅他⋯⋯ 

    忽然，他放声大笑，一种孩子似的善良的畅笑，使他从头到尾都震动起来，以至他周围的人对这种
突然迸发的快乐都转过身来看望。---- “哈！哈！⋯⋯”他笑出了眼泪。一个士兵站起身并走过来，
看看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位高个子发笑。彼埃尔停住了笑声，也站起了身来，走了开去⋯⋯一轮圆月挂
在天顶。周围的树林和田野显现出轮廓；在洒遍月光的田野和树林那边，再过去，目光消失在一个无
边无际的天涯深处。彼埃尔凝望着夜空苍穹。“这一切都属于我，”他想，“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
这一切就是我⋯⋯那就是他们所捉住的，他们关在木棚里的就是这些！”他微笑着，走到他的伙伴们
旁边躺下来，睡觉了。 

    从滞留在隧道里的那天起，我带着同样的微笑，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止一次地在无边的黑夜里穿过
许多艰难险阻的隧道，同我的伙伴们睡在一起。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汗水，感觉到他们的肉体在颤动；
我的躯体由于各种复杂的情欲、欲望、憎恶、痛苦、愤怒和恐惧，也和他们一样在颤动。------然而，
我是那“洒遍月光的田野和树林”，我是冲入云霄，向和平飞去的云雀⋯⋯ 

      

2、《内心旅程》的笔记-第89页

               关于虚无：
    从十五岁到十七岁，我在深渊的烟雾中呼唤。因而，当我在蒙日街三十一号的六楼（我们的新住宅
）倚在铁栏杆上的时候，产生了某种欲念，就像从圣日内维弗山陡坡边突伸出去的一个高海岬，俯瞰
下去，我感到有某种欲念，想跳到下面张口欲吞的空虚中去！不必费力，只要听之任之就行。可是，
身上一阵痉挛，我马上振作起来，挣脱出来，没有让那窥伺我的魔鬼吞下。那无名的上帝，那股力量
，我的命运，攫住了我的颈项，把我再放在人生的陡坡上。得活下去！

3、《内心旅程》的笔记-第105页

                关于母亲的死：

    她在自己解脱时，也解脱了我，至少一大半。我是被我生命中的根深扎在土地里的；已经有些根须
，放松了纠结，从地里钻出来，欲向天空飞去⋯⋯我是那从此岸驶向彼岸的渡口了。
    从童年时起，我就站在海峡之上张开双臂，一直就是如此。但在此时，我的影子仅仅勉强触及彼岸
的前沿。

    如今，我要全部过去了，犹如夜幕时光，高高耸立的埃特纳火山的影子，徐徐降落在卡拉布里亚。
我的影子先我而过去了，我所爱的人们⋯⋯

4、《内心旅程》的笔记-第8页

             关于自我：  

    当我此刻回顾那遥远的昔日时，使我吃惊的是“自我”的异乎寻常。自它从深渊中冒出来的最初时
刻起，它像一朵舒展在池塘水面上的硕大的睡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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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孩提时无法衡量“自我”的范围，还完全不能像今天这样来衡量它，因为，人们只有在生活中碰
壁之后才能理解它，生活中的挫折迫使悬挂在天与水之间的、舒展的硕大花冠重新合拢。

  身体生长过程中经受了不止一次的折磨，随着体格的长大，自我却日益缩小了。只有在青春期结束
时，自我才完全控制其外壳，只是它永远再也不能恢复最初时那大海一般的丰满了，幼儿的精神生命
是和他小小的身材完全不相称的。

  出现在遥远天际的罕见的灵光划破了记忆的朦胧晨曦，使我发现了居于生命种子里巨大的“自我”
。

Page 11



《内心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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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